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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0839《工业电热装置能耗分等》现有14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三相炼钢电弧炉;
———第21部分:钢包精炼炉;
———第31部分:中频无心感应炉;
———第32部分:电压型变频多台中频无心感应炉成套装置;
———第33部分:工频无心感应炉;
———第34部分:工频有心感应炉;
———第4部分:间接电阻炉;
———第41部分:推送式电阻加热机组;
———第42部分:井式电阻炉;
———第43部分:箱式电阻炉;
———第44部分:台车式电阻炉;
———第45部分:箱式淬火电阻炉;
———第46部分:单晶炉。
根据需要还将陆续制定其他部分。
本部分为GB/T30839的第33部分,与第1部分配合使用。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电热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冶电炉工程技术中心、国家电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陕西省电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毅、黄奎刚、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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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热装置能耗分等
第33部分:工频无心感应炉

1 范围

GB/T30839的本部分规定了工频无心感应炉(以下简称“工频无心炉”)的能耗参数、能耗范围、单
位电耗等级划分及其指标和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没有变频装置,直接使用工业电网频率50Hz或60Hz电源供电的无心感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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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66.3—2004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第3部分:无心感应炉

GB/T10067.3—2015 电热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3部分:感应电热装置

GB/T30839.1—2014 工业电热装置能耗分等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10067.3—2015和GB/T30839.1—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位电耗 specificelectricconsumption
工频无心炉在测定方法规定的条件下把试验炉料从其起始温度加热、熔化和(或)升温到其额定温

度的过程中,其主电路和机电附属设备所消耗的总电能与试验炉料重量之比,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4 能耗参数

根据GB/T30839.1—2014第6章的规定,工频无心炉的能耗参数选定为单位电耗。

5 能耗范围

工频无心炉的单位电耗所涉及的能耗范围应按GB/T30839.1—2014第7章的规定,主要包括:

a) 工频无心炉供电主电路输入端计量的电耗,包括配套调功变压器、通断和保护装置、补偿平衡

装置、主电路输电线路和炉子等的电耗,而炉子的电耗包括加热炉料的有效能耗以及炉料和炉

体的散热损失等;

b) 工频无心炉机电附属设备的电耗,包括自身配套的用于炉体倾动、炉盖启闭、震动或吊装加料

等的液压和电气传动系统、水冷系统以及控制和测量系统等的电耗;

c) 辅助加热的能耗,如可能吹喷天然气、氧气等所输入的热能,并将其折合成电耗;

d) 炉料炉外预热的电耗,但利用自身余热(如高温外排烟气)所进行的预热则不计;

e) 其他应计入的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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