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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第４章、第６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ＧＢ７９５６《消防车》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２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３部分：泡沫消防车；

———第４部分：干粉消防车；

———第５部分：气体消防车；

———第６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第７部分：泵浦消防车；

———第１２部分：举高消防车；

———第１４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第１６部分：照明消防车；

———第１７部分：排烟消防车；

———第２３部分：供气消防车；

……

本部分为ＧＢ７９５６的第２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牡丹江森田特种车辆改装

有限责任公司、汉纬尔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普瑞格斯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义重、张全灵、田永祥、王长伟、朱义、安冰、万明、凌新亮、沈、李洪林、

王浩楠。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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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２３部分：供气消防车

１　范围

ＧＢ７９５６的本部分规定了供气消防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供气消防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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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５０（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ＧＢ／Ｔ５０９９（所有部分）　钢质无缝气瓶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　消防车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５０５２—２０１０　起重机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　总则

ＪＢ／Ｔ６４４１—２００８　压缩机用安全阀

ＪＢ／Ｔ１０６８３—２００６　中、高压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ＧＢ７９５６．１—

２０１４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供气消防车　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犲犱犪犻狉狊狌狆狆犾狔犳犻狉犲犳犻犵犺狋犻狀犵狏犲犺犻犮犾犲

主要装备高压空气压缩机、高压储气瓶组、充气防护箱等装置，给空气呼吸器瓶充气或给气动工具

提供气源的消防车。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定义３．４．５］

３．２　

气瓶充气时间　犻狀犳犾犪狋犻狅狀狋犻犿犲

空气呼吸器瓶充至额定压力所需要的时间。

３．３　

直充　犱犻狉犲犮狋犻狀犳犾犪狋犻狅狀

高压空气压缩机对空气呼吸器瓶进行充气。

３．４　

转充　狉犲狆犾犪犮犻狀犵犻狀犳犾犪狋犻狅狀

高压储气瓶组对空气呼吸器瓶进行充气。

３．５

供气系统　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犲犱犪犻狉狊狌狆狆犾狔狊狔狊狋犲犿

由空气压缩机、高压储气瓶组、充气防护箱、管路及显示和控制装置等组成的系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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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充气防护箱　犻狀犳犾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犫狅狓

充气时，用于放置空气呼吸器瓶对外部人员进行保护的金属箱。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供气消防车（以下简称供气车）除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第５章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本部分的

要求。

４．２　整车要求

４．２．１　高压空气压缩机（以下简称空压机）操作处和高压储气瓶组（以下简称钢瓶组）应设压力显示

装置。

４．２．２　应在操作人员可见处设置空压机和钢瓶组的文字或图示操作说明及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包

含下列内容：

ａ）　空气净化系统滤芯更换周期的内容；

ｂ）　操作说明和警示说明应使用不同的颜色或不同大小的字体加以区分；

ｃ）　对于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操作应设警示标识，警示标识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０５２—２０１０第９

章的规定，字体大小应使操作人员清晰阅读；

ｄ）　应在操作人员可见处标出压缩空气从空压机至钢瓶组和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瓶（以下简称气瓶）

的流向和设施简图，尺寸不应小于４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或面积不应小于８００ｃｍ２。

４．２．３　供气车的空压机、钢瓶组和压缩空气连接管路应便于检查和维修。

４．２．４　备用气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备用气瓶储存架上应安装保护桶，保护桶应能够容纳整个备用气瓶，且方便取出；

ｂ）　备用气瓶储存架应安装牢固，安装位置应通风，附近不应有高于６０℃的热源、不应有腐蚀性物

品及运动物体；

ｃ）　备用气瓶保护桶内应衬减震板，并可排除桶内积水；

ｄ）　在车辆行驶状态下，储存架应能保障备用气瓶不发生滚动和窜动。

４．２．５　冬季最低气温低于－５℃的地区，空压机应有加热保温的措施。

４．３　底盘改制要求

供气车的底盘改制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４的要求。

４．４　供气系统要求

４．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４．１．１　操作处的噪声不应大于９５ｄＢ（Ａ）。

４．４．１．２　供气车高温或高速旋转部件应设防护措施。

４．４．１．３　供气系统各部件应固定可靠。

４．４．１．４　供气系统各部件应便于操作、更换、检查、设定和维修。

４．４．１．５　供气系统各仪表、阀门等部件功能和状态均应标识清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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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管路要求

４．４．２．１　阀门、联接件和管路的工作压力应满足空压机的额定工作压力。

４．４．２．２　高压硬管管路应每隔４００ｍｍ进行固定，高压管路若有交叉，交叉处不应相互接触。

４．４．２．３　操作仪表板应面向操作者位置。

４．４．３　空压机要求

４．４．３．１　空压机用安全阀应符合ＪＢ／Ｔ６４４１—２００８的规定。

４．４．３．２　空压机和原动机公共底座应通过减震装置与车辆连接，公共底座应有起吊装置。

４．４．３．３　采用皮带传动的空压机应可调节皮带松紧度。

４．４．３．４　空压机每级后应安装安全阀。

４．４．３．５　空压机应设油水分离器和自动排污阀。

４．４．３．６　在空压机额定流量和压力下，供气车连续６ｈ可靠性运转试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在连续运转试验过程中，发动机转速不应超过发动机的额定转速；

ｂ）　发动机无异响、过度振动、漏水、漏油、漏气等异常现象；

ｃ）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小于９０℃；

ｄ）　发动机机油温度小于９５℃。

４．４．３．７　采用电动机驱动的，在连续运转试验过程中，电动机无异响、过度振动等。

４．４．３．８　环境温度高于０℃时，空压机末级冷却器出口的压缩空气温度不应超过环境温度加１５℃。

４．４．４　取气口要求

４．４．４．１　取气口应位于不受污染的区域。

４．４．４．２　取气口与发动机排气口距离应大于１５００ｍｍ。

４．４．４．３　取气口高于车顶时，取气口与车体距离应大于２００ｍｍ，并应设防雨和防尘措施。

４．４．４．４　空压机空气取气口至进气口间应安装空气滤清器。

４．４．４．５　取气口至进气口的气路和空气滤清器应便于拆卸、更换。

４．４．５　控制系统要求

４．４．５．１　空压机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自动停止空压机且能避免自动重新启动，并有声光报警：

ａ）　润滑油油位或油压过低；

ｂ）　排气温度高于规定值；

ｃ）　排气压力高于规定上限值。

４．４．５．２　空压机应配备下列设备或显示功能：

ａ）　控制最大工作压力和空压机起停的压力传感器；

ｂ）　每个压缩级后的级间压力指示装置；

ｃ）　排气压力指示装置；

ｄ）　压力润滑空压机的油压表或非压力润滑空压机的油位指示器或油位开关；

ｅ）　电子非可复位式计时器；

ｆ）　紧急停机装置。

４．４．５．３　电机驱动空压机应配备下列装置：

ａ）　电机过载保护功能的启动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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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恢复供电后避免自动重启的保护装置；

ｃ）　具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短路保护、漏电保护、接地装置。

４．４．６　钢瓶组要求

４．４．６．１　钢瓶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０及ＧＢ／Ｔ５０９９的规定。

４．４．６．２　钢瓶组上应设低压报警功能，当钢瓶内气压低于规定值时，应提供声光报警。

４．４．６．３　钢瓶组应安装安全阀和压力表，每个钢瓶上应安装截止阀。

４．４．６．４　应在明显位置处设置标识，内容为“高压 ＭＰａ呼吸空气”。在操作人员可见处永久固定具

有以下内容的标牌：

ａ）　钢瓶的水压试验周期；

ｂ）　钢瓶的外部检查周期；

ｃ）　钢瓶的内部检查周期；

ｄ）　压力表、安全阀的校准周期。

４．４．６．５　钢瓶组安装位置应远离发热、运动等可能导致气瓶损伤的部件。

４．４．６．６　钢瓶组与安装框架之间应有减震措施。

４．４．６．７　钢瓶组应便于操作、检修。

４．４．７　充气防护箱要求

４．４．７．１　充气防护箱上的每个充气位应设置压力表、充气阀和放空阀，并设置永久固定的说明标牌。

４．４．７．２　充气防护箱应设减压阀和安全阀，减压阀应有避免误操作的措施，并设置永久固定警示标牌。

４．４．７．３　充气防护箱与气瓶接触处应用柔软的材料包覆。

４．４．７．４　充气防护箱应具有安全锁止功能和防止误开功能，充气防护箱门打开后应能自动切断气源。

４．４．７．５　充气防护箱钢板厚度不应小于５ｍｍ，其结构应能将气流导向远离人员的方向，并直接排向车

体外部。

４．４．７．６　当气瓶充满时，应有声光报警信号。

４．４．８　空气净化装置要求

４．４．８．１　空气净化装置应配备空气品质检测仪。

４．４．８．２　净化系统应便于更换滤芯。

４．４．８．３　净化系统的安装位置应远离发热、运动等可能导致净化系统损伤的部件。

４．４．９　气瓶充气时间

气瓶充气时间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气瓶充气时间

充气方式 气瓶充气时间／ｓ

单个６．８Ｌ气瓶由空压机直接充气 ≤２００

单个６．８Ｌ气瓶由空气储存装置充气 ≥１２０

４．５　仪器、仪表的要求

仪器、仪表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６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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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器材的摆放和固定要求

４．６．１　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１０、５．１１的规定。

４．６．２　随车器材宜参照表２的要求配备。

表２　器材配备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１ 空气呼吸器备用瓶 只 ≥３０

２ 空气品质检测仪 套 １ 选配

３ 测试管（ＣＯ、ＣＯ２、油分、水） 套 ３ 选配

４ 空气呼吸器瓶转换接头 个 按能同时充装的空气呼吸器瓶数量

５ 充气软管接头Ｏ型圈 个 ２０

６ 充瓶阀内密封Ｏ型圈 个 １０

７ 护目镜 副 ４

８ 隔音耳罩 个 ４

９ 防滑手套 副 ４

１０ 充气软管 根 ４ 充气防护箱内充气软管

１１ 车载干粉灭火器 具 １ ８ｋｇ，ＡＢＣ干粉

１２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只 ２

４．７　警报灯具

供气车警报灯具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７．２８～５．７．３１的规定。

４．８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４．８．１　供气车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ａ）　底盘操作手册；

ｂ）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ｃ）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ｄ）　底盘合格证；

ｅ）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ｆ）　消防车电气原理图；

ｇ）　消防车使用说明书；

ｈ）　消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ｉ）　消防车合格证；

ｊ）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ｋ）　消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ｌ）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ｍ）　供气系统的使用说明书及产品合格证；

ｎ）　供气系统的管路系统原理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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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钢瓶生产制造许可证和每只钢瓶的检验报告；

ｐ） 空压机使用说明书、维修保养手册和零部件目录及产品合格证；

ｑ） 空气净化系统维修保养手册和零部件目录及产品合格证；

ｒ） 充气防护箱使用说明书、维修保养手册和零部件目录及产品合格证；

ｓ） 空压机动力系统使用说明书、维修保养手册和零部件目录及产品合格证。

４．８．２　供气车交付用户时，应随车配备如下易损件：

ａ）　空压机润滑油滤芯一套及一次加注量的润滑油；

ｂ）　空压机进气滤芯一套；

ｃ）　空气净化系统滤芯二套。

４．８．３　供气车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充气装置的专用工具。

４．８．４　供气车应随车配置全套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４．９　标志

供气车的标志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２的要求。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基本要求试验

试验按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第６章的相关内容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第５

章的相关要求。

５．２　整车试验

５．２．１　检查空压机操作处和钢瓶组处的压力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１的要求。

５．２．２　检查操作面板上空压机和钢瓶组的操作说明及警示说明，测量“流向和设施”简图的尺寸，判断

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２的要求。

５．２．３　检查空压机、钢瓶组和压缩空气连接管路，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３的要求。

５．２．４　检查备用气瓶及储存架安装布置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４的要求。

５．２．５　检查空气压缩机的加热保温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５的要求。

５．３　底盘改制试验

按照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３的要求。

５．４　供气系统试验

５．４．１　一般要求试验

５．４．１．１　在操作位置按照ＪＢ／Ｔ１０６８３—２００６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噪声值，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１

的要求。

５．４．１．２　检查供气车高温或高速旋转部件防护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２的要求。

５．４．１．３　检查供气系统各部件的安装是否可靠，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３的要求。

５．４．１．４　检查供气系统各部件的操作、检查、更换、设定和维修的方便性，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４

的要求。

５．４．１．５　检查供气系统各仪表、阀门等部件功能和状态的标识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５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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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管路要求试验

５．４．２．１　先将包括阀门、联接件和管路在内的供气管路充满水，然后封闭供气管路末端，从进气端用打

压机进行打压，试验压力为相应额定工作压力的１．５倍，静置５ｍｉｎ，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１的

要求。

５．４．２．２　目测并用卷尺检查硬管固定连接的间隔和交叉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２的要求。

５．４．２．３　目测检查操作仪表板，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３的要求。

５．４．３　空压机试验

５．４．３．１　检查空压机用的安全阀，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１的要求。

５．４．３．２　检查空压机和原动机公共底座联接情况，并检查起吊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２的

要求。

５．４．３．３　检查采用皮带传动空压机的皮带松紧调节功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３的要求。

５．４．３．４　检查空压机每级的安全阀，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４的要求。

５．４．３．５　检查空压机的油水分离器和自动排污阀，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５的要求。

５．４．３．６　供气车６ｈ的可靠性运转试验后，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６的要求。

５．４．３．７　采用电动机驱动的供气车６ｈ可靠性运转试验后，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７的要求。

５．４．３．８　环境温度高于０℃时，在６ｈ空连续运转过程中测量压机末级冷却器进出口的压缩空气温度，

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８的要求。

５．４．４　取气口检查

５．４．４．１　检查空压机空气取气口的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１的要求。

５．４．４．２　测量取气口与发动机排气口的距离，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２的要求。

５．４．４．３　取气口高于供气车车顶时，测量取气口与车体距离，并检查高出车体的取气口的防雨和防尘措

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３的要求。

５．４．４．４　检查空压机空气取气口至进气口间是否安装空气滤清器，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４的要求。

５．４．４．５　检查取气口至进气口的气路和空气滤清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５的要求。

５．４．５　控制系统试验

５．４．５．１　空压机正常工作过程中，模拟４．４．５．１中的所有故障，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５．１的要求。

５．４．５．２　核查空压机的所有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５．２的要求。

５．４．５．３　核查电机驱动空压机的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５．３的要求。

５．４．６　钢瓶组检查

５．４．６．１　核查钢瓶的检验报告，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１的要求。

５．４．６．２　试验钢瓶是否具有低压报警功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２的要求。

５．４．６．３　检查空气储存系统的安全阀和压力表，检查钢瓶的安装截止阀，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３

的要求。

５．４．６．４　检查钢瓶设置的标识，检查供气系统的标牌，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４的要求。

５．４．６．５　检查钢瓶的安装情况和固定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５的要求。

５．４．６．６　检查钢瓶与安装支架之间的减震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６的要求。

５．４．６．７　检查钢瓶组的可操作和可维修性，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６．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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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　充气防护箱检查和试验

５．４．７．１　检查充气防护箱的压力表、充气阀和放空阀及其指示牌，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７．１的

要求。

５．４．７．２　检查充气防护箱的减压阀、安全阀及安装顺序及减压阀的结构，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７．２

的要求。

５．４．７．３　检查充气防护箱与气瓶接触处的材料，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７．３的要求。

５．４．７．４　检查充气防护箱的结构、安全操作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７．４的要求。

５．４．７．５　用厚度计或游标卡尺测量箱体钢板厚度，检查气流导向的方向，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７．５

的要求。

５．４．７．６　对气瓶进行充装操作，检查声光报警信号，判断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７．６的要求。

５．４．８　空气净化系统检查和试验

５．４．８．１　检查空气品质检测仪，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８．１的要求。

５．４．８．２　检查净化系统滤芯的更换程序，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８．２的要求。

５．４．８．３　检查净化系统的安装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８．３的要求。

５．４．９　充气时间试验

分别采用直充、转充模式对空气瓶进行充气，每种模式连续进行三次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４．４．９的要求。

５．５　仪器、仪表的检查

按照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６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５的要求。

５．６　器材的摆放和固定检查

５．６．１　按照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１０、６．１１规定的方法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６．１的要求。

５．６．２　目测检查随车器材的种类、数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６．２的要求。

５．７　警报灯具试验

按照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７．２８～６．７．３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７的

要求。

５．８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检查

５．８．１　查阅随车交付的相关文件，文件内容是否清晰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８．１的要求。

５．８．２　检查随车专用工具、密封件和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８．２～４．８．４的要求。

５．９　标志检查

依据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９的要求。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分类

６．１．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３中出厂检验的内容，结果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和本部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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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型式检验

６．１．２．１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定型；

ｂ）　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规则有要求时；

ｃ）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ｄ）　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

ｅ）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ｆ）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ｇ）　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型式试验）要求时；

ｈ）　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６．１．２．２　检验项目应包括表３中型式检验的全部内容。

６．２　判定规则

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则：

ａ）　表３第１项中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第３项，第５项中５．５．７，第８项，第１３项，第１６项，第１７项，

第１８项中４．４．２．１、４．４．３．５、４．４．３．６、４．４．６．１、４．４．７、４．４．９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ｂ）　其余项目有一项未达到要求时，允许对不合格项进行返工，经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

不合格。

表３　供气消防车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１ 整车性能

可靠性行驶性能 ６．１．１ ５．１．１ √ —

动力性能 ６．１．２ ５．１．２ √ —

通过性能 ６．１．３ ５．１．３ √ —

制动性能 ６．１．４ ５．１．４ √ √

轴荷和质量参数 ６．１．５ ５．１．５ √ √

安全性 ６．１．６ ５．１．６ √ √

可维修性 ６．１．７ ５．１．７ √ —

防雨密封性 ６．１．８ ５．１．８ √ √

２ 整车标志和标识 ６．２ ５．２ √ —

３ 底盘的一般要求 ６．３ ５．３ √ √（仅做５．３．４）

４ 底盘的改制要求 ６．４ ５．４ √ —

５ 驾驶室和乘员室改制技术要求 ６．５ ５．５ √ √（仅做５．５．７）

６ 仪表与操作系统 ６．６ ５．６ √
√（仅做５．６．１，

５．６．４）

７ 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 ６．７ ５．７ √

√（仅做５．７．７，

５．７．２４，５．７．２８，

５．７．３４）

８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 ６．８ ５．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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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９

非通信指挥消

防车的通信区

域及设施要求

位置 ６．９．１ ５．９．１ √ —

通信区域的噪音 ６．９．２ ５．９．２ √ —

通信区域照明 ６．９．３ ５．９．３ √ √

工作台 ６．９．４ ５．９．４ √ —

通信区域座椅 ６．９．５ ５．９．５ √ —

设施的储存 ６．９．６ ５．９．６ √ —

通信设备 ６．９．７ ５．９．７ √ —

计算机和设备的安装 ６．９．８ ５．９．８ √ √

显示设备及安装 ６．９．９ ５．９．９ √ —

１０ 车身、器材箱

基本要求 ６．１０．１ ５．１０．１ √ √（仅做５．１０．１．１）

器材箱 ６．１０．２ ５．１０．２ √
√（仅做５．１０．２．４，

５．１０．２．５）

器材箱门 ６．１０．３ ５．１０．３ √ —

１１ 设备、器材的固定 ６．１１ ５．１１ √ √（仅做５．１１．５）

１２ 爬梯 ６．１２ ５．１２ √ —

１３ 制动垫块 ６．１３ ５．１３ √ —

１４ 随车文件 ６．１５ ５．１５ √ √

１５ 外观质量 ６．１６ ５．１６ √ √

１６ 整车要求 ５．２ ４．２ √ √

１７ 底盘改制要求 ５．３ ４．３ √ √

１８ 供气系统要求

一般要求 ５．４．１ ４．４．１ √ √（除４．４．１．１）

管路要求 ５．４．２ ４．４．２ √ √

空压机要求 ５．４．３ ４．４．３ √
√（除４．４．３．６，

４．４．３．７）

取气口要求 ５．４．４ ４．４．４ √ √

控制系统要求 ５．４．５ ４．４．５ √ √（除４．４．５．１）

钢瓶组要求 ５．４．６ ４．４．６ √ √（除４．４．６．２）

充气防护箱要求 ５．４．７ ４．４．７ √ √

空气净化装置要求 ５．４．８ ４．４．８ √ √

充气时间 ５．４．９ ４．４．９ √ —

１９ 仪器、仪表 ５．５ ４．５ √ √

２０ 器材的摆放、固定和配备 ５．６ ４．６ √ √

２１ 警报及灯具 ５．７ ４．７ √ √

２２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５．８ ４．８ √ √

２３ 标志 ５．９ ４．９ √ √

　　注１：表中第１项～第１５项对应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的标准条款，第１６项～第２３项对应本部分的标准条款。

　　注２：“√”表示进行该项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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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包装

７．１．１　供气车出厂采用裸装，随车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７．１．２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７．１．３　外露镀铬件应涂防锈油，车外照明灯、警灯应用塑料薄膜包扎。

７．１．４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不得有余水，燃料箱不得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７．２　运输

７．２．１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７．２．２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７．３　贮存

供气车需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及通

风良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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