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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射流曝气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北京华阳惠民科技有

限公司、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北京华特克林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4月 13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6年 6月 15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射流曝气器》(HCRJ 049-1999)。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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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曝气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射流曝气器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标准适用于水处理中进行曝气充氧的射流曝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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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1031    表面粗糙度 参数及其数值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220    不锈钢棒 

GB/T 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化学成分和产品形状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8923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 

GB/T 10894   分离机械 噪声测试方法   

CJ/T 3015.2-1993 曝气器清水充氧性能测定   

JB 2932    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射流曝气器 

一种流体输送机械和混合反应设备，通过水射流对空气的卷吸作用而抽吸空气，又通过

紊动水流的质交换和动量交换使空气掺混到水中，达到增加水中溶解氧含量的要求。 

3.2  自吸式射流曝气器 

指直接抽吸周围环境大气中空气的射流曝气器。 

3.3  供气式射流曝气器 

指抽吸由风机供应的有压空气的射流曝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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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射流曝气器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射流曝气器的材料可根据使用场合采用黄铜、不锈钢、优质碳素钢等，材质应分别符

合 GB/T 5231、GB/T 1220和 GB/T 699的规定，并有质量合格证明书。 

4.1.3  喷嘴、喉管进口内表面粗糙度应达到 GB/T 1031中 Ra1.6级的要求。 

4.1.4  喷嘴和喉管安装时必须同轴，同轴度精度等级应达到 GB/T 1184中 7级要求。 

4.1.5  碳钢件的产品表面的除锈质量应符合 GB/T 8923中 Sa2 ½级规定。 

4.1.6  碳钢件的产品外表面除锈后应涂刷防腐底漆和面漆。漆膜应平整光滑、色泽一致，不

允许有针孔、起泡、裂纹、划伤、剥落和明显流挂等影响防腐蚀性能的缺陷。 

4.1.7  漆膜厚度一般不低于以下规定: 

a)  水上金属表面 150µm~200µm； 

b)  水下金属表面 200µm~250µm。 

4.2  性能要求 

4.2.1  射流曝气器的气水比应＞1。 

4.2.2  射流曝气器的氧转移效率应≥20%，理论动力效率应≥2.0kg/kW·h。 

4.2.3  射流曝气器的工作寿命应不小于八年。 

4.2.4  射流曝气器的运行噪声不应大于 80dB(A)。 

5  试验方法 

5.1  产品的表面粗糙度评定按 GB/T 1031进行。 

5.2  产品的同轴度用百分表检测。 

5.3  工作水量的测定：采用精度等级不低于 2.5级的流量计测量。 

5.4  吸气量的测定：采用精度等级不低于 2.5级的转子流量计测量或孔板空气流量计测量。 

5.5  产品曝气性能测试条件按 CJ/T 3015.2进行，计算按本标准附录 A进行。 

5.6  产品外观检测按 JB 2932进行。 

5.7  噪声检测按 GB/T 10894进行。 

5.8  漆膜厚度用漆膜测厚仪测定，取两个测点的算术平均值报告。 

6  检验规则 

6.1  射流曝气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的制造和技术性能应按 4.1、4.2.1的规定，经检验合格后由制造厂出具合格证

后方能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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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 

b)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检验要求； 

c)  产品的结构、工艺或主要材料的变更影响产品性能时； 

d)  连续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 

e)  正常生产三年。 

型式检验按本标准第 4、5章的规定进行。 

6.3.1  抽样方法 

射流曝气器的检验应从出厂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样，抽样数不少于三台。 

6.3.2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全部项目及 4.2中规定的项目。 

6.4  判定规则 

6.4.1  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产品判定为合格品。 

6.4.2  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须加倍抽样检验，如仍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品。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由各制造单位根据各种类型产品的特点，按照 GB/T 191、

GB/T 6388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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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射流曝气器清水充氧性能的计算 

 
射流曝气器的清水充氧试验中的数据处理，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A.1  液膜内氧传递微分方程式 

)( CCK
dt
dc

sLa −=           （A.1） 

其积分形式为：          tKCCC Lass ⋅−=− ln)ln(      （A.2） 

式中: Cs—水中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C—与曝气时间相应的水中溶解氧浓度，mg/L； 

t—曝气时间，min； 

KLa—曝气器在测试条件下的氧总转移系数，min-1。 

A.2  标准状态曝气器氧总转移系数 

T
LaLas KK −⋅= 20θ           (A.3) 

式中： KLas－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氧总转移系数，min-1。 

KLa－测试水温条件下，曝气器氧总转移系数，min-1。 

       θ－温度修正系数，1.024。 

      T－测试水温，℃ 

A.3  曝气器充氧能力 

)20(sLasc CVKq ⋅⋅=  

LasKV ⋅⋅= 55.0             (A.4) 

式中： qc－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能力，kg/h； 

V－测试水池中水的体积，m3； 

Cs(20)－20℃水中饱和溶解氧浓度为 9.08，mg/L； 

A.4  曝气器理论动力效率 

T

c
P N

qE =                    （A.5） 

式中: Ep—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理论动力效率，kg/kW·h； 

qc—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能力，kg/h； 

NT—曝气器充氧时所耗理论功率，即不计管路、风机、电机损失，只考虑曝气器

充氧单位时间所消耗的有用功，kW。 

A.5  自吸式射流曝气器理论功率 NT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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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gQHN WW

T
⋅⋅⋅= ρ

         （A.6） 

式中: NT—曝气器充氧单位时间所消耗的有用功，kW； 

H—作用于曝气器喷嘴的水头，m； 

1102 HPH +⋅=               （A.7） 

P—曝气器喷嘴上的压力表读数，MPa； 

H1—上述压力表中心高出曝气池水面的高度，m； 

QW—通过射流曝气器喷嘴的水的体积流量，m3/s; 

ρw—流过喷嘴的水的密度，kg/m3。 

g—重力加速度，m/s2。 

A.6  由鼓风机供气的射流曝气器的理论功率， 

21 TTT NNN +=              （A.8） 

式中： NT1—通过曝气器喷嘴的水射流单位时间做的功，即水流施加的功率，kW；按公式

（6）计算。 

NT2—由鼓风机供应的气流单位时间施加于曝气器的功，即气流施加的功率，kW； 

2 1000
b b a b

T
H q gN ρ⋅ ⋅ ⋅=      （A.9） 

式中： Hb—安装在曝气器的吸气室上的气压压力表读数均值，m； 

qb—进入曝气器吸气室的气流的体积流量，m3/s； 

ρa—空气的密度，kg/m3;在标准大气压下，温度为 20℃时，ρa=1.205kg/m3； 

g—重力加速度，m/s2。 

A.7  自吸式射流曝气器氧转移效率（或称作氧利用率 ε）。 

       %100
360028.0

×
××

=
q

q
E c

A       （A.10） 

式中： EA—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氧转移效率，%； 

qc—标准状态，测试条件下，曝气器充氧能力，即每小时曝气器馈送给曝气池水体

的氧的质量，kg/h； 

0.28—标准状态下，1m3空气所含氧的质量，kg/m3； 

q—标准状态下，进入曝气器吸气室的空气的体积流量，m3/s；按下式计算：

PT
TPq

q
b

abb

⋅
⋅⋅

=                （A.11） 

式中： P—0.1MPa 

Ta—绝对温度 293，K； 

Pb—测试现场气压计所显示的气压绝对压力值，MPa； 

标准资料网 WWW.PV265.COM

http://www.pv265.com?pdf


HJ/T263－2006 

 6

qb—进入曝气器吸气室的气流的体积流量，m3/s； 

Tb—测试时现场气体以绝对温度计的温度，Tb=T+273；K； 

T—测试时现场气体的温度，℃。 

A.8  由鼓风机供气的射流曝气器氧转移效率 EA（或称作氧利用率 ε），按 CJ/T3015.2-1993

中 9.4节规则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