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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胃

    GB/T 17213《工业过程控制阀》分为如下部分:
    — 控制阀术语和总则(eqv IEC 60534-1:1987)

    — 流通能力 安装条件下流体流量的计算公式((IEC 60534-2-1:1998,IDT)

    — 流通能力 试验程序(IEC 60534-2-3:1997,IDT)

    — 流通能力 固有流量特性和可调比((IEC 60534-2-4:1989,IDT)
    — 尺寸 两通球形直通控制阀法兰端面距和两通球形角形控制阀法兰中心至法兰端面的间距

          GEC 60534-3-1:2000,IDT)

    — 尺寸 角行程控制阀(蝶阀除外)的端面距(IEC 60534-3-2:2001,IDT)

    — 尺寸 对焊式两通球形直通控制阀的端距(IEC 60534-3-3:1998,IDT)
    — 检验和例行试验(lEC 60534-4:1999,IDT)

    — 标志(eqv IEC 60534-5:1982)
    — 定位器与控制阀执行机构连接的安装细节 定位器在直行程执行机构上的安装(GEC 60534-

          6-1:1997,IDT)

    — 定位器与控制阀执行机构连接的安装细节 定位器在角行程执行机构上的安装((IEC 60534-

          6-2:2000,IDT)

    — 控制阀数据单(eqv IEC 60534-7:1989)

    — 噪声的考虑 实验室内测量空气动力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eqv IEC 60534-8-1:1986)
    — 噪声的考虑 实验室内测量液动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IEC 60534-8-2:1991,IDT)
    — 噪声的考虑 空气动力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预测方法((IEC 60534-8-3:2000,IDT)

    — 噪声的考虑 液动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预测方法((IEC 60534-8-4:1994,ID丁)

    本部分为GB/T 17213的第16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534-8-4:1994《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8-4部分:噪声的考虑 液动流流经控

制阀产生的噪声预测方法》(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EC 60534-8-4:1994,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IEC 60534-8的本节”一词改为“GB/T 17213的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d) 用“GB/T 17213.2(IEC 60534-2-1:1998,IDT)”代替已作废的“IEC 60534-2:1978";

    e) 用符号‘̀Lw”代替7,1中外部声功率级的“I. w.” ,

    f)增加了附录A中“参考文献”的序号。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仪表七厂负责起草。参加起草单位:_L海工业自动

化仪表研究所西派埃仪表成套有限公司、天津市自动化仪表四厂、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

所、重庆川仪十一厂有限公司、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萍、陈蒙南、李元涛、王群增、郑秋萍、冯晓升、王凌霄、王燕、高强



GB/T 17213.16-2005/IEC 60534-8-4:1994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8-4部分:噪声的

考虑 液动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

              预测方法

范围

    GB/T 17213的本部分可使工业过程装置的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能够确定特定场所中由于液体动

力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利用确定控制阀具体特性的系数以及统一的计算方法，就能够预测辐射

到管道内的声功率以及由控制阀和管道系统辐射出在空气中传播的噪声。

    目前，控制阀的用户普遍要求了解管道外的声压级，特别是控制阀下游1m处以及距管壁1m处的

声压级，为此，本部分提供了一种确定此声压级数值的方法.

    本部分还提供了管道内部声功率级的计算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7213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子本

部分

    GB/T 17213.1-1998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1部分:控制阀术语和总则(eqv IEC 60534-1:1987)

    GB/T 17213. 2-2005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2-1部分:流通能力 安装条件下流体流量的计算公
式(IEC 60534-2-1:1998,IDT)

    GB/T 17213, 9-2005 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 2-3部分:流通能力 试验程序(IEC 60534-2-3:

1997,IDT)

    GB/T 17213. 14-2005工业过程控制阀 第8-2部分:噪声的考虑 实验室内测量液动流流经
控制阀产生的噪声(IEC 60534-8-2:1991,IDT)

定义

    GB/T 17213的本部分所指的阀即为GB/T 17213. 1所定义的控制阀。GB/T 17213其他各部分确

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17213的本部分。

符号

说 明 单 位

流盆系数(见注 1)

流体中声速

管壁上纵向波的声速

流量系数(见注 1)

      m/s

    m/s

1/(min Pa'/')

cr

勺

么

(US gallon/ (min(psi)"'))

下游管道的内径

下游管道的外径

频率

试

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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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符号 说 明 单 位

几

  F

  厂r

  厂1

  K

  10

  1,

Len

LWM

Lw

五wAr

I-

么上F

  优

  P。

  P，

  P1

  P

么p

  丁1

  TL

    L

Ul

Wm

呱

    工

  J F

工 FZ

X F.山

  宙

  少

  P

  PP

倍频程中心频率(见表 1)

环形频率

液体临界压力比系数

液体压力恢复系数

流量系数(见注 1)

管道参比长度=1

管道长度

管道外的 A加权声压级

，阶倍频带的A加权声功率级

外部声功率级<未加权)

管道外的 A加权声功率级

内部声功率级(未加权)

阀特定修正值

质量流量

参比声压一2X10'

入口温度下流体的绝对燕汽压力

阀入口的绝对压力

阀出 口的绝对压力

J-、下游之间的压差(p,-Pa)

人口绝对温度

传播损失(未加权)

管壁厚度

阀出口的流体速度

IN内流体功率损失

参比声功率=10”

压差与人口绝对压力之比(,2}P/P, )

压差t匕(AP/p,一per)

特性压力 比

HS时 的特性压力 比

相对流量系数

液体声效系数(0T0.75 Hi)

户.和了 下流体的密度(比质量)

管材的密度〔比质量)

          Hz

          Hz

      无量纲

      无量纲

      m'/h

                n l

              m

dB(A)参见 P')

dB(A) (参见W。)

  dB(参见Wo)

dB(A) (参见W。)

  dB(参见 WO

        dB

      kg/a

        Pa

          Pa

        Pa

          Pa

        Pa

          K

        dB

              n1

        m/5

          W

          W

    无量纲

      无量纲

      无量纲

      无量纲

    无量纲

      无最纲

    kg/m'

      kg/m'

注 1:流量系数A-K 和 c.及其单位的说明见GB/T 17213,10

注2: 10' Pa=10' kPa=1 bar.

5 计算基础

    计算出的值为500 Hz-8 000 Hz倍频带频率范围内的声功率级或从声功率级中推导出的声压级。

在上述倍频带中，频率对控制阀噪声的影响相当明确，而频率高于或低于此范围。其影响对于防止噪声

辐射而言并不显著。这是由于A加权、低频率时管遒辐射降低，以及高频率时吸收增加所造成的。

    对阀和管道进行广泛测量的结果表明，只要了解了所有重要的极限量，就能相当精确地计算阀的预

计声辐射。但要求根据GB/T 17213. 14来确定噪声的特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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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部声功率级Lw。的计算

    图1以压差比二F=Ap/(P} -Pv)的函数显示了节流液体的典型声级曲线。

    在层流范围内(例如:在大粘度、小压差或流量系数值相当小的情况下)并不产生相关的声级。只有

当“缩流断面”的下游形成紊流时，声级才会与流动功率成正比地增大。

    在压差比XF)XF:时，阀开始出现空化现象。由气泡的瞬时破裂过程引起的空化噪声叠加在紊流
造成的流动噪声上。

6，， 阀的特定数据

    制造商应确定相对流量系数0=0. 75时，下文提到的特性值F-zFZ, r/F和△LF，并在技术文件中加

以说明。有偏差的数据应加标注，例如二Fz旧5表示相对流量系数0=0. 5时的特性值。

6.1.1压力恢复系数几

    根据GB/T 17213.9的规定，在“阻塞流”条件下测量流通能力可以确定F:值。
    在无流动限制的流动条件下，FL表示阀前、后压差与上游和“缩流断面”之间的压差之比的平方根

6. 1.2 特性压 力比 XFz

    阀的特定特性压力比XF:依据其与阀的负载的函数关系，按GB/T 17213. 14的规定加以确定。特

性压力比二;2可确定采用声学方法检测到的空化时的压力比。

6，1.3 声效系数,1F

    声效系数/F是声功率与非空化流的流动功率之比，主要由“缩流断面”处及“缩流断面户，后的几何条
件所决定，因此必须将其对结构和流通能力的相依性加以说明。对于典型的单级球形阀而言，目前已知

的最佳值为l0 6e

6. 1.4 修正值ALF(空化流)

    修正值△L;可确定所考虑数值计算的偏差:

                            ALF=Lwi.xmrs一Lw

注:lam.二二。按 ALF =0，从式((5)中确定

计算值 “‘ ·····，·，·⋯⋯(1)

    与参比控制阀的任何不一致都可以用阀AL;进行修正。

    AL, 。的参比控制阀按下列条件加以确定:

    公称通径范围:DN50--DN100 ;
    公称压力范围:PN10--PN40;
    单级 ;

    出、入口同轴的顶导向球形阀;

    柱塞形抛物面阀芯;

    全口径阀内件;

    流开 ;

    F,范围:。8--0. 9;

      (P=0. 75,

    参比控制阀的参比试验条件为50C-40℃的水。
    修正值△L;必须用相对流量系数与压差比T;的函数来表示。

6.2 内部声功率级

    计算内部声功率级时必须区分非空化流和空化流。

6. 2. 1 非空化流

    流动功率以下式计 算:

Wm m‘op
  PF

‘亩‘·‘·············，，·······⋯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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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500 Hz-8 000 H:倍频带范围内的非空化流(x, <x} )，内部辐射声功率级Lw;按下列方程计算:

Lw;=l Olg介·Fn·op
  PFW.

。。···⋯⋯，，·， ⋯⋯，...⋯⋯ (3)

    当Wo=10-'z W时，式((3)可改写成:

                      Lw; = 120+l Olgw十I O1gFn + l o lgAp一1019PF ····，·············⋯⋯(4)
6.2.2 空化流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设法避免出现空化，如果无法避免，可按下述方法计算Lw。对于500 Hz--

8 000 Hz倍频带范围内的空化流((xF>-XFZ)，可以用，从式((5)中确定内部辐射声功率级。式(5)由两
部分组成，一部分与无空化的相同(取自式(4))，另一部分表示空化的影响。后者代表图1中对应于空

化 流那一部分曲线

                        Lw.二120+l Olgrn+ 10l1zrn + l OlgA p一l01gp,+ ALF

+ 180·
(XFZ. m)0.0625

(XF) 'Fl..
·(1一XF),8·Ig「气-- xn.a- x,                     (5)

    注:式(5)中的常数 180表示修正值。LF =。时(见 6.1.4)对参比控制阀进行多次测量的平均值.

    IOlgALp一项必须限定为:

    如果Ap<F%(p，一FFp)，则使用实际△p;

    如果△p>F; (p}一FFP,)，则△p应限于△p-F'L (p,一FFp);

    在确定x;时，应使用实际△p.特性压力比x;应限于。.95

6.2.3 内部声功率级频谱

    内部声功率的频谱分布取决于阀的结构、压力比、相对流量系数和二FZ值。

    在500 Hz-8 000 Hz倍频带范围内，实际应用中的频谱分布在整个噪声频谱范围内估计与工作条

件无关，每个倍频程下降3 dB。相对平均频谱由下式算得:

L. (f)二 Lwj一 lolgfm500 (6)

    式(6)的标准化频谱是根据用水对DN25-DNI50范围内的单座、单级球形阀进行试验后确定的。

其他各种类型和尺寸的阀，其频谱和试验条件如有不同，制造商必须加以说明.

7 空间传播噪声 辐射

    根据一定距离内的外部声功率级或外部声压级，同时考虑外界的声学环境，说明辐射到周围空间的

噪声特性 。

7. 1 外部声功率级(未加权)

    对于安装在管道上的阀，考虑到管道传播损失，可以从内部声功率级来确定外部声功率级。

    当液体向管外空间排放时，由于阻抗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噪声向空间的传播受到限制，因而主要是

射流噪声

    在考虑声传播T,、规定的管道长度l，和管道外径d。时，如果传播损失可以忽略，就可以从内部声

功率级来确定外部声功率级11.。由于Lw,和孔取决于频率，因此需要进行频谱计算(500 Hz-8 000 Hz
倍频带):

        Lw,(f)一Lw,(f)一，7.37态 ·10-a -,(.0一TL (f)+1018黔 一 (7，
1。的最短长度为3 m,

T,按下式计算 :

一
刀-(f)二 10+ lolg

。。·P}，t，，八，_Ff,.If
— 侧尸IUlg」下丁一广t奋二
IF.脚 .以。 ‘J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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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频率由下式算出:

f,一_c,a"do ······.··.⋯ ⋯ ， ⋯ “ ‘二(9)

    标准化的噪声传播损失如图2所示。

    声速和密度的值可查阅参考手册。对于:，和PF，则必须使用下游值。

7.2 外部A加权声功率级

    根据表1增加与倍频带相关的修正值后，可以从每个倍频程的未加权外部声功率级中得到A加权

声功率级。

    A加权声功率级由下式得出:
                                                                                                            5

                          Lw、一lolg习l0U.ILLWAn            ..........·‘····，·····⋯⋯(10》
                                                                                                          n= 1

    式 中:

    LWA. ，阶倍频带的外部A加权声功率级.

7.3 外部A加权声压级

    考虑到外界空间条件和圆柱形辐射，从下式可以近似地得出距出口法兰下游1 m处及管道侧面
1 m处的声压级:

                    rR。1.1 d; 、I
L." 导 1-wA,一IUl引 .一广-气丁 十 1+{ ’⋯ 中·一‘，.二‘二’二‘一 又n

                                    L  +o   iu u , J

式 中:

1,=3 m,

8 应用范围

    按本部分给出的方法计算液体的噪声时，只考虑由阀和连接管道内的过程液体动力流产生的噪声。

本部分不考虑由于反射、共振或阀内件松动产生的噪声，不涉及层流条件和闪燕。表2列出的为有效极

限值。

                                  表 I A加权声级的修正值

ImHz 500 1 000 2 000 4 000 8 000

修正值

  dB
一3.2 0 + 1.2 + 1.0 一 1.1

衰 2 极 限值

项 目 极 限 值 单 位

ul

A

K

二

Y F

Lw,

            蕊 10

2. 78X 10-1 -1, 67X 10-

        1.0-6冰10'

5, 29X 10-'-3.16X 10'

(1.16X10-'--6.94X10')

        0.01--0.95

            >40

            m/s

            m忍

          m'/h

      1/ (min Pe'")

(US gallon/ (min(psi)'") )

              dB

注 1:速度 口:的极限值适用于非空化流.

注 2 流量系数A�K 和 么及其单位的说明见GB/T 17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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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空化 空化

声级/dB(人)

层流 (嗓声计算
中不予考虑)

奋流

伍力比众 态

图1 随压差比x，变化的噪声辐射

标准化声传擂损失/dB

儿一101K ap'Pp't, P,-d,

j
-‘

图2 随标准化频率变化的标准化声传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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