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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本部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GB150《压力容器》分为以下四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材料;
———第3部分:设计;
———第4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本部分为GB150的第1部分:通用要求。本部分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150—1998《钢制压力容器》中的部分内容(第1章~第3章、附录B、附录C),与

GB150—199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通过引用标准的方式,适用于金属材料制压力容器;
———规定了在满足本标准设计准则的前提下处理超标准范围的设计方法;
———规定了各种结构形式的容器所依据的标准。

b) 修改了容器建造参与方的资格和职责要求。
———规定了设计文件的保存时间;
———增加了用户或委托方在设计阶段提供书面设计条件的职责;
———规定了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对验证性爆破试验见证和报告认可的职责。

c) 修订了确定许用应力的安全系数。
———对抗拉强度的安全系数由3.0调整为2.7;
———对碳钢和低合金钢屈服强度的安全系数由1.6调整为1.5;
———对奥氏体不锈钢可以采用Rp1.0确定许用应力。

d) 增加了满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的符合性声明。

e) 增加了采用标准规定之外的设计方法的实施细则。

f) 增加了进行容器设计阶段风险评估的要求和实施细则。

g) 增加了附录A:标准的符合性声明及修订。
本部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2)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浙江大学、合肥通

用机械研究院、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华东理工大学、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寿比南、陈钢、郑津洋、陈学东、杨国义、谢铁军、李世玉、徐锋、王晓雷、李军、

邱清宇、张延丰、吴全龙。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50—1989、GB15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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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归口的压力容器大

型通用技术标准之一,用以规范在中国境内建造或使用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的相关技术

要求。
本标准的技术条款包括了压力容器建造过程(即指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工作)中应遵循的强制性

要求、特殊禁用规定以及推荐性条款,其中推荐性条款不是必须执行的部分。由于本标准没有必要、也
不可能囊括适用范围内压力容器建造中的所有技术细节,因此,在满足法规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的前

提下,不应禁止本标准中没有特别提及的技术内容。本标准不能作为具体压力容器建造的技术手册,亦
不能替代培训、工程经验和工程评价。工程评价是指由知识渊博、娴于规范应用的技术人员所做出针对

具体产品的技术评价。但工程评价应符合本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不得违反本标准中的强制性要求和

禁用规定。
本标准不限制实际工程设计和建造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但工程技术人员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

时应能做出可靠的判断,确保其满足本标准规定,特别是关于强制性的设计规定(如强度或稳定性设计

公式等)。
本标准规定的技术方法和技术要求不涉及任何专利。但注意本标准的工程应用可能会涉及特定专

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既不要求也不禁止设计人员使用计算机程序实现压力容器的分析或设计,但采用计算机程

序进行分析或设计时,除应满足本标准要求外,还应确认:

1) 所采用程序中技术假定的合理性;

2) 所采用程序对设计内容的适应性;

3) 所采用程序输入参数及输出结果用于工程设计的正确性。
对于标准技术条款的询问应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秘书处提交,并有义务提供可能需要的资料。与

标准条款没有直接关系或不能被理解的询问将视为技术咨询的范畴,委员会有权拒绝回答。
对于未经委员会书面授权或认可的其他机构对标准的宣贯或解释所产生的理解歧义和由此产生的

任何后果,本委员会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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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制压力容器(以下简称容器)的建造要求。本部分规定了金属制压力容器(以下

简称容器)材料、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的通用要求。

1.2 本标准适用的设计压力

1.2.1 钢制容器不大于35MPa。

1.2.2 其他金属材料制容器按相应引用标准确定。

1.3 本标准适用的设计温度范围

1.3.1 设计温度范围:-269℃~900℃。

1.3.2 钢制容器不得超过按GB150.2中列入材料的允许使用温度范围。

1.3.3 其他金属材料制容器按本部分相应引用标准中列入的材料允许使用温度确定。

1.4 本标准适用的结构形式

1.4.1 本标准适用钢制容器的结构形式按本部分以及GB150.2~150.4的相应规定。

1.4.2 本标准适用范围内的特定结构容器以及铝、钛、铜、镍及镍合金、锆制容器,其结构形式和适用范

围还应满足下述标准的相应要求:

a) GB151《管壳式换热器》;

b) GB12337《钢制球形储罐》;

c) JB/T4731《卧式容器》;

d) JB/T4710《塔式容器》;

e) JB/T4734《铝制焊接容器》;

f) JB/T4745《钛制焊接容器》;

g) JB/T4755《铜制焊接容器》;

h) JB/T4756《镍及镍合金焊接容器》;

i) NB/T47011《锆制压力容器》。

1.5 下列容器不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内:

a) 设计压力低于0.1MPa且真空度低于0.02MPa的容器;

b)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监察规程》管辖的容器;

c) 旋转或往复运动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作为部件的受压器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涡轮机外

壳、液压缸等);

d) 核能装置中存在中子辐射损伤失效风险的容器;

e) 直接火焰加热的容器;

f) 内直径(对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界的最大几何尺寸,如:矩形为对角线,椭圆为长轴)小于

150mm的容器;

g) 搪玻璃容器和制冷空调行业中另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容器。

1.6 容器界定范围

1.6.1 容器与外部管道连接:

a) 焊接连接的第一道环向接头坡口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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