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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11413:199U塑料管材和管件 一 聚乙烯管材和电熔管件组合试件

的制备））（英文版）。

    根据我国国情和标准编写的要求，本标准采用ISO 11413:1996时 ，作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

异已编人正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E中给出了这些技术

J胜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技术性差异为：

    — 删除了第2章中引用的国际标准ISO/CD 12093((塑料管材和管件－－－一聚烯烃电熔管件生产商

        的技术数据报告内容》；

    －－一 本标准3. 4中不再引用ISO/CD 12093，规定由生产商在技术文件中说明；

    — 一附录D中D. 1和D. 2中不再引用ISOJ CD 12093，改为由制造商提供尺 和R_值；

    — 一修改了附录D中表D. 1的电阻测量仪的分辨率和精度；

      －一增加了附录E"本标准与ISO 11413:1996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还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改为“本标准”；

    h)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I3、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录D、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塑料管材、管件及阀门分技术委员会（TC48/SC3）归CI o

    本标准起草单位：港华辉信工程塑料（中山）有限公司、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健文、李声红、＿五志伟、邹丽君、李鹏。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19807-2005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管材和电熔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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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百 协、1十 俐 币U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乙烯（PE）管材或插口管件与电熔管件（例如：承口管件如套筒，或鞍形管件）组合

试件的制备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组合试件制备准则，包括环境温度、熔接条件、管材和管件的尺寸、管材形状等参数，

并考虑了相关产品标准中对使用条件的限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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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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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坛准。

    GB/T 1366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B/T 13663-2000, neq ISO 4427:1996)

    GB 15558. 1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1部分：管材（GB 15558. 1-2003,ISO 4437:

1997，MOD)

    GB 15558. 2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 2部分：管件（GB 15558. 2-2005,

ISO 8085-2：2001，1SO 8055-3：2001，MOD)

    ISO 12176-2:200。 塑料管材管件 聚乙烯系统焊接设备 第2部分：电熔连接

3 符号

3. 1 通用符号（见图 A. 1)

    Di.：在距管件承F1端面L3十。.5L：处的径向截面熔区平均内径。

    D，二、：管件制造商声明的D;}的最大理论值。

    几n二x：管件熔区最大内径。
    D;：管件熔区最小内径。
    de：管材或管件插口端的外径。

    dem：管材或管件插口端平均外径。与产品标准中的定义一致，用测量的周长计算得出。

    demo：管材或管件插口端经刮削处理或剥离表层后的平均外径。在对应于组合试件熔区中心测量

周长，即距离管件承口端面L3 +0. 51.：的径向截面内，测量周长后计算得出。

    L,：由管件制造商声明的熔区公称长度。

    L3：从管件承口端面到熔区外沿的公称距离。

    e、：管材表面刮削深度或剥离层的材料厚度。

3.2 间隙

3.2. 1 承口管件

    C；：管件内孔与未刮削管材外壁之间的间隙，按式（(I）进行计算。

                                          CI＝ D！m一dem ······························⋯⋯（1）

    C：：管件内孔与刮削后管材外壁之间的间隙，按式（2)进行计算。

                                            C：＝ 〔1＋2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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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C：可以通过机械加工的办法，将未刮削管材平均外径从d-加工到d-,得到。d-u按公式（3)进行计算。

                                          试n］I、＝Dl、一CZ ··················．．·····⋯⋯． （3）

    C3：管件内孔与未刮削管材外壁之间的最大理论间隙，按式（4)进行计算。

                                C,一D4 ,1m、一de ······························⋯⋯（4）
    C,：管件内孔与刮削后管材外壁之间的最大理论间隙，按式（5)进行计算。

                                          C,二〔’3＋2e, ····································⋯⋯（5）

    注2:C、也可以通过机械加工的办法，将未刮削管材平均外径从峨m加工到试mp得到。试mp按公式（6）计算。

                                        武二＝从n、一公 ·······················⋯⋯． （6）

3.2.2 鞍形管件

    鞍形管件与管材之间的间隙假设为零。

3.3 环境温度

    Ty：组合试件熔接时的环境温度。

    注3：环境温度可以是产品标准规定（或供需双方约定）的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之间的任意温度。

    Tx：基准温度，23℃士20C o

    T...：组合试件熔接时所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Tm,n：组合试件熔接时所允许的最低环境温度。

3.4 熔接参数

    — 基准时间，tx：在基准环境温度下的理论熔接时间，由管件制造商给出。

    — 熔接能量：熔接过程中向管件提供的总电能。在给定环境温度 Ta下，从管件接线端测得。管

        件的电工参数应在制造商声明的公差范围之内。通常要求管件制造商在其技术文件中说明环

        境温度在 T,.,. ~ T..、变化时管件所需熔接能量与环境温度的函数关系。

    一一 常规能量：在基准温度T,下，用公称熔接参数熔接时，向管件输人的熔接能量。公称熔接参

        数由管件制造商给定。

    — 基准能量：根据管件公称电阻熔接时需要的常规能量。公称电阻由管件制造商给定。

    — 最大能量：在给定环境温度T。下熔接能量的最大值。

    －－－一 最小能量：在给定环境温度T。下熔接能量的最小值。

4 组合试件的制备

4.1 总则

    制备组合试件使用的管材或插口管件，应符合（TB 15558.1,GB/T 13663或GB 15558. 2的规定，使用

的电熔管件尺寸应符合GB 15558.2的规定。组合试件制备方法应符合电熔管件制造商提供的书面程序。

    除非制造商推荐更大的数值，最小刮削深度。、为0. 2 mm,

4.2 步骤

    执行下列步骤，其中步骤d)和f)应在足够容纳管材、管件和装夹工具的控温箱内进行，控温精度

士20C。不应使用制造后不满170 h的管件。

    a) 在基准温度 T,z下，测量待组合的部件，以确定3. 1所定义（图A. 1所示）的尺寸；

    1）） 在基准温度TR一F，根据3.2的规定准备管材，以达到所需的间隙条件；

    c） 按制造商的操作说明将管材与管件装配；

    d) 在附录c所规定的环境温度T。下，将上述组件及相关装置进行状态调节至少4 h;

    e） 状态调节后，测量加热线圈的电阻，并根据附录c和附录D确定熔接所需的电工参数。测量

        电阻时，管件仍处于上述状态调节温度，电阻仪放置的环境温度为基准温度Tx;

    f) 根据附录C规定的能量水平，按照管件制造商的操作说明进行熔接制备组合试件；

    9） 将组合试件冷却到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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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熔承口的尺寸符号

黔
LZ一 熔区公称长度；

L;一 承口人口端的非加热长度。

D,,一（D偏、一D喻飞）22

                                d,.,、一里 ．．．．．．．．．．．．．．．．．．．．．．．．．．．．．⋯⋯（A．1
                                                                                                                                  万

式中：

c－一 未刮削管材的周长。

                                d，二一c� ．．．．．．．．．．．．．．．．．．．．．．．．．．．一 ，二（A. 2）
                                                                                                                          7i

式中：

q 一已处理管材的周长

                                            e、 一（c(, 一c1,二．）2 ······························，··⋯（八．3）

                              图A. 1 电熔承口的尺寸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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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环境温度不同时熔接能t的变化示意图

    图B. 1、图B. 2、图B. 3为不同能量变化方式的示意曲线（见附录C>a

              。！。．
                                  招 ｝ 杖
                                娜｝ 2‘、、

  一一介二
                                        T-                  r}R                      Tmex 温度

                                  图B. 1 能，连续调整的曲线

          。｛
                                程 ｝
                              那｝

  一5                               12二一
                                  T- 了’。 7'- 温度

                                  图B. 2 能f恒定的曲线

        。I；
                          拙 1。1一一刁
                        那 1“T   I

  一洲
                              7’二 I R                                                  7'.., 温度

                                  图B. 3 能f阶梯调整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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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组合试件制备条件

                                表C. 1 管材和管件准备的条件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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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熔接电工参数的确定

                            （能最、电压或电流公差符合ISO 12176-2)

D. 1 在环境温度Ta下的最大输入能It

    以能量控制模式工作的焊机：

                                    能量＝公称能量＋公差 ························⋯⋯ （D. 1）

    以电压控制模式工作的焊机：

                                工作电压＝U。、vR /R,,丽 ························⋯⋯（D. 2）

    以电流控制模式工作的焊机：

                                工作电流＝几。、卯嗽森蔺 ························⋯⋯（D. 3）
    式中：

    以ua、一一 焊机最大额定电压，伏特（公称值＋公差）；

      I-、一一 焊机最大额定电流，安培（公称值＋公差）；

    R �. -－一 由制造商提供的管件在基准温度Ta下的最小电阻值，单位为欧姆（n);

    R �,n>— 由制造商提供的管件在基准温度TR下的最大电阻值，单位为欧姆（S2 ) ;

      R一一 在环境温度 T�F进行状态调节，然后用双臂桥式电阻仪测出的管件电阻值。电阻仪工作

            特性满足表D. 10

D. 2 在环境温度T�下最小输入能量

    以能量控制模式工作的焊机：

                                    能量＝公称能量一公差 ························⋯⋯（D. 4）

    以电压控制模式工作的焊机：

                                ＿！二作电压＝Url、、R/R蕊 ························⋯⋯（D. 5）

    以电流控制的焊机：

                                  -1:作电流二1n,j, ,/R认二刀贾 ························⋯⋯（D. 6）

    式中：

    U,�h,一 焊机最小额定电压，单位为伏特（V) (公称值一公差）；

      In�n-－一 焊机最小额定电流，单位为安培(A)(公称值一公差）；

    凡1111－－一由制造商提供的管件在基准温度 于打下的最小电阻值，单位为欧姆（n）；

    Rn-一 由制造商提供的管件在基准温度 T。下的最大电阻值，单位为欧姆（fl) ;

      R－一一在环境温度 T。下进行状态调节，然后用双臂桥式电阻仪测出的管件电阻值。电阻仪＿〔作

            特性满足表D. 10

    测量电阻时，电阻仪所处的环境温度应为基准温度23'C -4- 2 0C，管件按规定（例如，T_或I}}n+）状态

调节。如果将管件从状态调节环境中取出测肇电阻，测量时间不得超过305。

                                    表 D. 1 电阻仪工作特性

卜IL M  S20-10-100.100州一'T=/mS2110100仁 ait t(" 2. 5 %it   0 2. 5 %Mt(jYj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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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ISO 11413:1996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E. 1给出了本标准与ISO 11413:199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E. 1 本标准与ISO 11413:1996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