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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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0803:2011《球墨铸铁管设计方法》。
本文件与ISO10803:2011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10803:2011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中的注释;
———将基本规定中球墨铸铁管依据压力和壁厚分级、管壁厚度、球墨铸铁管的设计进行分条描述;
———将压力分级管的允许工作压力、最小壁厚、公称壁厚计算进行分条描述;
———将管土共同作用进行分条描述;
———删除了现场水压试验的注释;
———删除了符合ISO2531和ISO7186的管的首选压力等级、其他压力等级和允许覆土深度;
———增加了附录C(资料性)热力用球墨铸铁管的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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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国铭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冶金

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沈阳亚特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山西泫氏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欧泰祺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波、王嵩、何根、侯捷、蔡可辉、黄新高、孙伟、毕文刚、汪书培、李岩、谭尧升、

张韬臻、时文博、孙恕、王浩、侯慧宁、王道群、樊永辉、王正强、王敬玉、刘长国、张邯国、孔祥声、宫景文、
苏柏林、孙新、赵宇、田晗、张玉湖、马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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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墨铸铁管设计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符合GB/T13295和GB/T26081的球墨铸铁管设计方法,包括基本规定、按内部压

力设计和按外部荷载设计。
本文件适用范围如下:
———有压、无压或负压条件(或工况)下运行;
———有或没有地面堆积荷载、交通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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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295 水及燃气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13295—2019,ISO2531:2009,MOD)

GB/T26081 排水工程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26081—2022,ISO7186:2011,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13295和GB/T260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允许工作压力 allowableoperatingpressure
PFA
部件可长时间安全承受的最大内部压力,不包括冲击压。
注:该压力为在理想状态下且PMA=1.2PFA时的理论计算值。

[来源:GB/T13295—2019,3.17]

3.2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maximumallowableoperatingpressure
PMA
部件在使用中可安全承受的,包括冲击压在内的最大内部压力。
[来源:GB/T13295—2019,3.18,有修改]

3.3
上部回填层 initialbackfill
管顶以上500mm范围内的回填土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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