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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GB/T 18299-2001《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已使用二十

余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的制造

水平明显提高，使用场所和工况也改变，结构型式和产品功能也有所

变化。因此，为提高我国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的制造水平，

确保该阀的使用安全、可靠，在技术内容上尽可能与国外先进标准接

轨，促进和发展我国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应用市场，以适应国

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的需要，提出修订 GB/T 18299-2001《机动车

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

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气瓶附件分技术委员会于 2022 年向国

标委申报，对标准进行修订，根据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下达的国标委发

【2023】17 号文，“关于修订《传染病爆发流行期间邮件及处理系统

预防控制规范》等 1471 项国家标准的公号”，20233314-T-469《机动

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的修订任务正式下达，归口单位为全国

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次标准的修订原则，是为了根据行业的发展及进步，满足国内

外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更加安全有效的对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

集成阀制造进行管理，对标准部分条款进行了调整。

（二）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分工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所属单位及主要分工见表 1。

表 1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及其分工

序号 起草人 所属单位 主要分工 备注

1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标准起草及试验协调

2 上海星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复审修订及试验验证

3 江苏民生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试验及数据采集

3 试验及数据采集

4 试验方案制定

5 试验方案制定

6 试验及数据采集

7 试验数据分析总结

8 提供气瓶制造资料

9 试验验证

10 提供气瓶制造资料

11 气瓶制造工艺分析

12 气瓶制造工艺分析

13 试验验证

（三）简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5 月 3 日，完成了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气瓶附件分

会全体委员立项投票。

2022 年 5 月 7 日，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气瓶附件分会主

任及秘书长组织制造单位代表等专家讨论，形成草稿初稿，并向行业

征求意见。

2024 年 2 月 20 日，在上海市召开了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及瓶

阀骨干企业会议，并对前期已经征求意见并完成修改的草案二稿进行



了讨论。

2024 年 3 月 6 日，在成都市召开了标准起草组研讨会议，并对草

案三稿进行了讨论。

2024 年 3 月 25 日，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稿件正式在全国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征求意见；时限 60 天。同时，焊接气瓶分会

定向发送至委员及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共发送 42 个单位，

回函单位 42 个，回函有意见单位 4 个。编写组汇总收到的 27 条标准

修改意见，充分讨论取舍，其中采纳 15 条，部分采纳 5 条，不采纳 7

条，并明确相应理由。

2024 年 X 月 X 日，编写组在 X 召开编写组会议，就收集到的意见

建议进行会议讨论。经过讨论，起草组逐条对问题进行了确认，采纳

了部分意见建议，形成了意见处理汇总表。2024 年 X 月 X 日，形成送

审稿。

2024 年 X 月 X 日，在 X 召开的 2024 年年会上，与会委员及专家对

标准开展了审查会议；通过逐条审查形式对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建

议对部分工艺参数进行验证后再进行审查。

2024 年 X 月 X 日，再次召集委员召开视频会议。全体委员 43 人，

出席会议委员 40人；委员通过逐条审查的形式对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

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形成标准会审纪要。

2024 年 X 月 X 日，在会审意见整理并处理的基础上，形成了报批

稿。

2024 年 X 月 X 日，面向全体委员发起送审阶段通过性投票，委员

总数 43 人，参与投票 42 人，均为赞成，赞成通过率 XX%。随后形成报



批稿，并完成上报工作。

二、国家标准编制依据及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一）国家标准编制依据

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TSG 23－2021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下称《瓶规》）。

（二）标准结构上的变化

与 GB/T 18299-2001《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比有以下

变化。

1）删除了 7.11.3 的振动试验 A 的要求。

2）增加了第 8 章的增加了标志、包装及贮运的内容要求。

3）删除了原附录 A 的要求。

（三）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适用范围

原标准未对作用环境、工作压力等进行要求。现增加“环境温度

为-40℃～＋60℃、公称工作压力为 2.2MPa”的描述。

2、规范性引用文件

1）删除了与本标准及气瓶标准体系不匹配或者不适用的标准

GB/T 7306.1《55°密封管螺纹 第1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6.2《55°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 9969.1《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HG/T 2579《普通液压系统用O行橡胶密封胶圈》



2）新增加了3个引用标准

GB/T 228.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5121.1 《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第1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

GB/T 5121.3《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第3部分：铅含量的测定

》

GB/T 5121.9 《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第9部分：铁含量的测定

》

GB/T 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3、术语和定义

1）删除了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集成阀的定义。因相关文字内

容已在基本结构中说明。

2）修改了充装装置的定义。原标准的“安装在集成阀阀体的进气

通道上，带有单向阀的装置”修改为“安装在集成阀阀体的进气通道

上，用于向钢瓶内充装介质的装置”。因原标准带有指向性功能，修

改后只对装置做作用说明。

3）删除了80 %限充装置、限流阀的定义。因此定义已在GB17259

标准等中定义。

4）增加了安装角度α的定义。

安装角度α：集成阀的安装角度为集成阀的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4、基本型式及结构

1）原标准: 4.3 标记示例中”钢瓶型号：CYSW314-56-2.2，安装



角度：25 °”。

根据 GB17259 规定修改为：“钢瓶型号：LPGW314-60-2.2，安装

角度为 30 °”。

2）原标准：5.1 装置可分别单独与集成阀阀体相连接，也可相互

之间进行适当的组合后再与集成阀阀体相连。

修改为：功能装置可部分或全部与集成阀阀体相连接，也可相互之

间进行适当的组合后再与集成阀阀体相连接。

理由：现在叉车用集成阀的安全阀为独立式安全阀，没有与集成

阀阀体相连接。

5.技术要求

1）原标准：5.2.1 当法兰的钢瓶端管口直径大于或等于Φ40 时，

螺钉规格应不小于 M6。

修改为:5.1.1 当法兰的钢瓶端管口直径大于或等于Φ40 时，螺钉

规格应不小于 M5。

理由:现行钢瓶阀口座螺纹尺寸均为 M5。

2）原标准：5.2.2 进出口螺纹采用符合 GB/T7306.1～7306.2 的锥

管螺纹或公制细牙螺纹。

修改为：5.1.2 集成阀的进、出端宜采用卡套式管接的形式。

理由：国内所有生产企业所生产的集成阀进、出口均采用卡套式

管接的形式。

3）原标准：6.3.3.3 可装有两个单向阀，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气密

的；也可装有一个气密单向阀和一个截止阀，至少应有一个单向阀是



内置式。

修改为：5.1.4 充装装置至少有一个单向阀和一个截止阀，单向

阀应是内置式。

理由：确定至少有一个单向阀和一个截止阀。

4）增加了 5.1.8 条：制造商应明确集成阀的设计使用年限，集成

阀的设计使用年限至少为气瓶的一个定期检验周期。

理由：根据瓶规等相关标准要求，对集成阀的设计使用年限进行

界定。

5）增加了 5.1.9 条：制造商应在集成阀阀体上装设电子识读标志。

理由：根据瓶规等相关标准要求，增设电子识读标志。

6）原标准: 6.2 集成阀气密性要求

6.2.1 除充装装置内的单向阀以外，在 2.2MPa 的压力下应无泄漏。

6.2.2 充装装置内的单向阀在 0.05~2.2MPa 压力范围内应无泄漏。

修改为：5.3.1 集成阀性能

5.3.1.1 气密性

用浸水法进行气密性试验，充入压缩空气或氮气，在 0.05MPa 及

2.2MPa 时，各静置 3 min，集成阀的功能装置（除液位显示装置外）

和所有连接部位应无泄漏。

理由是分别在 0.05MPa 及 2.2MPa 时进行气密性试验，能够满足气

密性的要求。

7）原标准:6.3.3 80%限充装置

6.3.3.7 在经过振动试验后，本装置应无机械故障，且符合



6.3.3.1～6.3.3.3 的规定。

6.3.6 液位显示装置

6.3.6.6 在经过振动试验后，本装置应无机械故章，且符合

6.3.3.1～6.3.3.3 的规定。

修改为: 5.3.1.2 耐振性

在正弦振动台架上进行，频率范围为 5 Hz～200 Hz。振动试验后，

集成阀上各螺纹连接处应无松动，且应符合 5.3.1.1 的气密性要求。

理由是耐振性试验是针对集成阀整体测试，无需分别按照 80%限充

装置和液位显示装置分开单独描述耐振性试验的要求。

8）原标准:6.3.5 限流阀

6.3.5.1 应是内置式。

6.3.5.2 应能承受 5.0MPa 压力，而不发生永久性变形或其他形式

的损坏。

6.3.7 截止阀

6.3.7.1 应能承受 5.0MPa 压力，而不发生永久性变形或其他形式

的损坏。

修改为:5.3.1.3 耐压性

集成阀应在 5.0MPa 水压试验压力下，阀体及各功能装置连接处应

无泄漏，无永久性变形或其他形式的损坏。

理由是耐压性试验是针对集成阀整体测试，无需分别按照限流阀

和截止分开单独描述耐压性试验的要求。

9）原标准:6.3.3 80%限充装置



6.3.3.1 在充入钢瓶内的液化石油气量达到钢瓶总容积的 70%～

80%时，应能自动实施关闭动作。

修改为:5.3.5 限充装置性能

5.3.5.1 限充动作及液位显示

向限充装置充入气源压力范围 0.5MPa～0.8MPa 的压缩空气，浮子

在达到钢瓶内的介质体积的 75 %～80 %位置，限充装置应自动实施关

闭动作，且液位显示装置的指针应指向“F”。

理由是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将限充动作的精度从“钢瓶总容积

的 70%～80%”提高到“钢瓶总容积的 75%～80%”。

6.检查与试验方法

1）增加了金属零件材料力学性能试验和化学成分分析

修改为:6.2 金属零件材料力学性能试验和化学成分分析

集成阀阀体的材料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按 GB/T 228.1 的规定，化学

成分分析方法按 GB/T 5121.1、GB/T 5121.3 和 GB/T 5121.9 的规定，

检查其结果是否同时符合 5.2.1 的规定。

注：在非仲裁情况下，金属材料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可以选用电解

法、原子吸收法、容量法、光谱法。

理由是根据气瓶阀门的一般要求，加强了对金属材料力学性能和

化学成分的型式试验要求。

2）增加了非金属零件材料的耐臭氧老化性、耐干热性要求和试验

方法

修改为:6.3.2 耐臭氧老化性试验



将试件在 20 %的伸长率下，放置温度为 40 ℃±2 ℃，臭氧浓度

为 50 pphm 的空气臭氧箱中，保持 72 h 取出，用 25 倍放大镜检查其

变化，检查其结果是否符合 5.2.2.2 的规定。

6.3.3 耐干热性试验

将试件放置温度为 85 ℃的空气箱中进行 168 h 的耐干热试验，检

查其结果是否符合 5.2.2.3 的规定。

理由是根据 ECE R67 第 4 版及修改单的最新要求，增加了对非金

属零件材料的耐臭氧老化性、耐干热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3）原标准：6.8 耐用性试验

将集成阀装在相应的耐用性试验装置上分别进行耐用性试验，各

项耐用性试验每个循环的行程应不小于实际工作行限的80%，循环次数

见表2。试验完毕后，检查各装置的零件的变形或损坏情况，且应在经

过耐用性试验后再分别按7.7、7.8、7.9和7.10进行有关的试验。

修改为:6.8 耐用性试验

将试件装在相应的耐用性试验装置上，分别进行充装装置、限充

装置、限流装置、截止阀和液位显示装置的耐用性试验。各项耐用性

试验每个循环的行程应不小于实际工作行程的 80 %，循环频率不高于

l5 次/min，耐用性试验要求和循环次数应符合表 2 的规定。试验完毕，

检查各装置的情况，检查其结果是否符合 5.3.4.1、5.3.5.3、5.3.6.3、

5.3.7.1 和 5.3.8.1 的规定。



理由是原标准未规定充装装置、限充装置、限流装置、截止阀和

液位显示装置的耐用性试验具体方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次在表2中

明确了具体的试验方法和具体试验参数。

4）原标准：7.11 振动试验

修改为:6.5 耐振试验

试验在正弦振动台架上进行，其恒定加速度为 1.5 g，频率范围为

5 Hz～200 Hz。试验应在三个正交的轴向各持续 5 h。5 Hz～200 Hz

的频带，应包含在 2 个 15 min 的扫频时间内。

如试验不是在恒定加速度台架上进行，则必须将 5 Hz～200 Hz 的

频带划分成 11 个半倍频段。其中，每组包括一个恒定的振幅。因此，

理论的加速度在 1～2 g 之间(g=9.8 m/s2)。各频带的振幅应符合表 1

的规定。每个频带从两个方向进行，2 min 完成，每个频带总时间为

30 min。检查其结果是否符合 5.3.1.2 的规定。

理由是原标准规定耐振性试验可按方法A或方法B中之一进行。根

据多年的实际情况，直接规定按照方法B进行耐振性试验，能够满足该

项试验的测试要求。

5）增加了外观检查的具体要求

修改为：6.12外观检查

集成阀外观采用目测的方法，检查其结果是否符合5.1.7和8.1.1

的规定。



5.1.7 集成阀阀体应采用锻压成型，阀体及各功能装置上所有零件

的表面不应有裂纹、折皱、夹杂物、疏松、缩孔、未充满等有损集成

阀性能和妨碍标志辨认的缺陷。

7 检验规则

1）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集成阀应进行型式试验：

a)产品材料、结构型式、工艺、生产流水线等方面有重大变更影

响其安全性能的；

b)相关产品标准有明确规定或者修订后提出新要求的；

c)监督抽查时检验不合格的；

d)实施产品召回的；

e)每年监督检验提出要求的。

型式试验相关要求与瓶规及其他相关气瓶国标协调一致。

2）7.3.2 型式试验试样应从近期生产且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

抽取，抽样基数为 200 只。

增加了抽样要求，抽样基数根据产品价值较高的特点，调整为 200

只。

3）增加了试验顺序及表 3 中的试样数量及编号。

8 标志、包装、贮运

1）8.1.1

集成阀上应有下列永久性的清晰标志：

a. 集成阀的型号；

b. 集成阀的公称工作压力；



c. 进出气口标识；

d.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

e. 安装位置标志；

f.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g. 生产批序号；

h. 设计使用年限

根据瓶规要求，相应增加了产品标志。

2）8.1.2 集成阀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每只集成阀应装设二维码

等形式的电子识读标识，用于公示、查询集成阀的电子合格证（查询

有电子合格证的阀，可不需要提供纸质产品合格证）。

根据瓶规要求，增加了电子识读标识的规定，并增加了合格证的

内容。

3）8.2 包装的内容也根据瓶规进行了增加。

随着瓶规等的实施，目前的工厂都实现了逐只水压试验的要求，

水压试验的实施，可以在出厂前发现有泄漏的钢瓶，因此本次删除了

两次气密的要求。

9 附录

删除了附录 A。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该产品为国际上无对应标准。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满足《特种设备安全法》、TSG 23－2021《气瓶安全



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基础上起草的。本标准与法律、法规及相关标

准等是协调一致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国标的修订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七、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本标准在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等起草过程中，要求起草人员、审

查人员或参与审查的单位按照 GB/T 20003.1－2014《标准制定的特殊

程序 第 1 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的规定，尽早披露自身及关联者拥

有的必要专利，或尽早披露其所知悉的他人（方）拥有的必要专利。

截止标准报批，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

息、文件。

八、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制订过程中，进行了以下试验验证：

1、限充性能试验。

更改了限充装置的限充指标，由 70%～80%改为 75%～80%。经过多

个产品的测试，完全可以满足更高的要求。

2、振动试验

通过 100 余个批次的产品振动试验验证，满足设计及本标准要求。

试验数据表明:文件规定的工艺参数是合理可行的，质量指标是可

以实现的。

上述试验结果为本文件条文的修订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预计本文件实施后，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对提高产品的使

用安全性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标准实施后，原有 2001 年版本随即作废。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编制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在充分试验验证及多次

行业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的相关经验和要求，在技

术条件及相关要求上进行了调整，确保标准的实施的有效性。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3 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代替 GB/T 18299－2001《机动车用液化石油

气钢瓶集成阀》。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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