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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6610《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实施导则》的第5部分。GB/T26610已经

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基本要求和实施程序;
———第2部分:基于风险的检验策略;
———第3部分:风险的定性分析方法;
———第4部分:失效可能性定量分析方法;
———第5部分:失效后果定量分析方法。
本文件代替GB/T26610.5—2014《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实施导则 第5部分:失效后果

定量分析方法》,与GB/T26610.5—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各类设备/部件适用的后果表征类型表(见表1);

b) 更改了失效后果定量分析所需要的资料数据(见5.1,2014年版的5.1);

c) 增加了热交换器管束的经济后果等级划分表(见表3);

d) 更改了失效后果定量分析基本工作流程,由文字表述改为图示(见5.5,2014年版的5.5);

e) 更改了后果分析中采用的泄漏孔直径范围(见表6,2014年版的表4);

f) 更改了连续泄漏介质不可能自燃的设备破坏面积计算公式,取消了将后果面积最大值限定在

929m2 范围的条件,合并了介质泄漏相态为液相和气相计算公式,删除了有效泄漏速率计算

公式(见8.5.2,2014年版的8.5.2);

g) 更改了连续泄漏介质可能自燃的设备破坏面积计算公式,取消了将后果面积最大值限定在

929m2 范围的条件,合并了介质泄漏相态为液相和气相计算公式,删除了有效泄漏速率计算

公式(见8.5.3,2014年版的8.5.3);

h) 更改了瞬时泄漏介质不可能自燃的设备破坏面积计算公式,取消了将后果面积最大值限定在

929m2 范围的条件,合并了介质泄漏相态为液相和气相计算公式,删除了有效泄漏量计算公

式(见8.6.2,2014年版的8.6.2);

i) 更改了瞬时泄漏介质可能自燃的设备破坏面积计算公式,取消了将后果面积最大值限定在

929m2 范围的条件,合并了介质泄漏相态为液相和气相计算公式,删除了有效泄漏量计算公

式(见8.6.3,2014年版的8.6.3);

j) 更改了基于自燃温度的平衡因子确定公式中的常数(见8.10.1,2014年版的8.10.1);

k) 更改了不同有毒介质的后果面积计算中的参数符号表征(见9.4,2014年版的9.4);

l) 更改了氟化氢和硫化氢中毒后果面积计算公式,降低了公式的复杂程度[见公式(44)和公式

(45),2014年版的公式(55)和公式(56)];

m) 增加了其他常见(10种)有毒介质瞬时泄漏的中毒后果面积计算方法(见9.4.4.2);

n) 增加了经济后果中环境清理成本涉及的泄漏介质的蒸发比例计算公式中的转换因子(见12.6.2.2,

2014年版的12.6.2.2);

o) 更改了安全阀为安全泄放装置,修正了安全泄放装置超压工况下被保护设备内的压力(见附录

A和附录B,2014年版的附录A和附录B);

p) 更改了安全泄放装置轻度至中度泄漏速率计算公式中的相关系数(见B.3.1.1,2014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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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1);

q) 更改了进口公称通径为DN>150的安全泄放装置泄放到大气持续泄漏时间(见B.3.2.1,2014
年版的B.3.2.1);

r) 更改了热交换器管束更换成本(costbundle)计算公式中的常系数[见C.5.1公式(C.3),2014年版

的C.5.1公式(C.3)];

s) 增加了常用的换热器管束材料,并修正了不同管束材料与碳钢管束的成本因子(见表C.1,

2014年版的表C.1);

t) 增加了炉管失效后果定量分析方法的技术内容(见附录D);

u) 更改了不同设备类型对应各种泄漏孔的设备损坏成本(见F.2.1,2014年版的E.2.1);

v) 更改了每种泄漏孔泄漏导致的停工时间估计值(见F.2.3,2014年版的E.2.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炼油与化工分公

司、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油田质量安全环保监督评价中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杭州市特

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铁军、谢国山、李伟、胡久韶、陈炜、程伟、李光海、杨铁成、赵建平、缪春生、

宋晓江、金强、罗广辉、单洪翔、赵保成、汤晓英、竺国荣、李伟忠、李春树、齐兆岳、刘文、王笑梅。
本文件于2014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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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于风险的检验(RBI)不仅是一种科学可靠的检验模式,还包含了先进的管理维护理念,国内十几

年来开展RBI的工程应用实践表明,RBI在我国石化行业为实现生产装置长周期安全运行,降低生产

费用,增加经济效益,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1年首次制定的GB/T26610.1和

2014年首次制定的GB/T26610.2~26610.5,形成了我国的RBI技术标准体系,结束了我国开展RBI
依据国外标准的历史。

本文件(GB/T26610.5)是GB/T26610的第5部分,失效后果是构成承压设备运行风险的必要内

容,其分析的目的是对承压设备潜在的失效后果进行分级,本文件为实施RBI项目提供科学的失效后

果定量分析方法,也可为承压设备基于风险的设计提供相关参考与帮助。
自GB/T26610.5—2014实施以来不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待加以吸收和应用;经济后果分析

的相关数据与社会物价水平相关,应予以更新保持其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国内在基于安全屏障评估技术

的失效后果控制方法等方面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外RBI技术和有关标准的最新进展,依托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参数承压类特种设备风险防控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的关键技术研究,完成了

对GB/T26610.5—2014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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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实施导则
第5部分:失效后果定量分析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RBI)过程中失效后果的定量分析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GB/T26610.1—2022所指的承压设备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6610.4—2022 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实施导则 第4部分:失效可能性定量分析

方法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经济后果 financialconsequence
设备失效导致的经济损失。

  注:包括设备检修或更换成本、设备失效影响区域中其他设备的破坏成本、介质泄漏和由于设备检修或更换所导致

的停工成本、失效所导致人员伤害成本、环境清理成本。

3.1.2
面积后果 areaconsequence
根据设备失效影响的区域面积大小而确定的后果。

  注:包括设备破坏面积后果以及人员伤害面积后果。

3.1.3
自燃温度 auto-ignitiontemperature;AIT
可燃物质在没有外部火焰、火花等火源的作用下,因受热或自身发热并蓄热发生自行燃烧的最低

温度。

3.1.4
连续泄漏 continuousrelease
泄漏持续时间较长,泄漏出来的介质呈椭圆形状扩散的过程。

3.1.5
瞬时泄漏 instantaneousrelease
快速泄漏,泄漏持续时间很短,泄漏出的介质呈单一云团或液池的形式扩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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