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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排烟气系统用风帽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住宅建筑中公共共用排烟气系统用风帽（以下简称风帽）的术语和定义、

分类和标记，一般要求，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中排烟气采用的风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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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236工业通风机用标准化风道性能试验

GB/T 4237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9355.1锌覆盖层 钢铁结构防腐蚀的指南和建议 第 1部分：设计与防腐蚀的基本

原则

GB/T 25834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钢铁户外大气加速腐蚀试验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8591-2012 风力等级

JG/T20 空气分布器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力旋转风帽 Wind power rotating air cap

靠室外风力或室内热压作用下进行排烟气的可旋转式末端装置。

3.2

自然排气风帽 Natural exhaust air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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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烟气系统出口的固定式末端装置。

3.3

阻力性能 Resistance properties

风帽构件在排烟气系统中发生的局部阻力或折算成阻力系数的性能。

3.4

避风性能 Wind shelter performance

风帽防止室外风倒灌的性能。

3.5

变风量风洞 Variable flow wind tunnel

带风量测量段的变频可变风量控制装置的风洞。

3.6

金属风帽 Metal wind cap

使用金属材料制作的风帽。

3.7

非金属风帽 Non-metallic air cap

使用非金属材料制作的风帽。

3.8

节能型风帽 Energy-saving air cap

具备节能性能指标的风帽。

3.9

静压阻力系数 low coefficient

风帽进口的静压与进口动压的比值。

3.10

全压阻力系数 Coefficient of local resistance

风帽进口的全压与进口动压的比值。

3.11

抗风荷载性能 Wind load resistance

风帽在室外风作用下，其外壳抵抗或阻尼振动速度能力的性能。

3.12

进口静压 Inlet hydrostat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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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帽喉部固定测点处的静压值。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按材料分类

按制作风帽用材料分类，分为金属风帽和非金属风帽。

a. 金属风帽包括不锈钢风帽、钢板风帽、铝板风帽等。

b. 非金属风帽包括混凝土风帽、玻璃钢风帽、轻质材料风帽等。

4.1.2 按结构分类

按风帽结构分类，分为风力旋转风帽和自然排气风帽。

4.2 标记

风帽应采用下列标记方法：

标记示例：

FM-ZP-FJ-300×300 表示自然排气非金属风帽，进口尺寸为 300mm×300mm。

FM-FX-J-φ300 表示风力旋转金属风帽，进口尺寸为φ300mm。

5 一般要求

5.1 风帽应在产品性能合格后，方可应用于住宅建筑中，应与住宅排烟气系统配套选用。

5.2 金属风帽采用经过防腐防锈处理过的不锈钢板、冷轧板、铝合金型材或其它能满足其使

用要求的金属材料制作。

5.3风帽材料宜采用经防腐处理的金属，组合式风帽各组件应连接可靠，其螺栓等连接件应

进行防腐处理并应采取防松措施。

5.4风帽材料用混凝土时，水泥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42.5MPa，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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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混凝土风帽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并应采用钢筋骨架加强。

5.5 风帽宜具备防火性能结构部件。

6 要求

6.1 外观

6.1.1 金属风帽的表面不应有裂纹、焊接飞溅物及明显的划痕、瘪坑和凹凸痕迹等缺陷。

6. 1.2采用冷轧钢板制作的金属风帽，材料厚度不宜小于 1.5mm，且采取防腐和喷涂处理。

6. 1.3采用不锈钢板制作的金属风帽，材料厚度不宜小于 0.5mm， 其质量应符合 GB/T 4237

的规定。

6.1.3 风帽焊点应光滑牢固；焊缝宽度应不大于 3倍板厚；对接焊纵向焊缝表面应无裂纹、

气孔、咬边和对口错边，凹坑、下塌和余高均应不大于壁厚的 10%。

6.1.4 风帽焊点应光滑牢固；焊缝宽度应不大于 3倍板厚；对接焊纵向焊缝表面应无裂纹、

气孔、咬边和对口错边，凹坑、下塌和余高均应不大于壁厚的 10%。

6.2 尺寸偏差

风帽进口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风帽进口边长或直径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 mm

边长长度 ≤250 250≤b＜500 ≥500

金属风帽允差 4 6 8

非金属风帽允差 6 8 10

6.3 机械性能

6.3.1 金属风帽中可调节的活动零件，应动作自如、阻尼均匀，无卡死和松动。

6.3.2 金属风帽带旋转叶片的，叶片厚度应不低于 0.5mm，且搬运中应不变形。

6.4 阻力性能

6.4.1风帽阻力性能应在不同进口风速下测试其静压损失。

6.4.2 风帽在进口风速 4m/s~14m/s 下，应至少检测 5种风速的静压损失值，且测试

值不应大于额定值的 110%。

6.4.3风帽静压损失折算为静压阻力系数时，可以按公式（1）进行计算；折算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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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阻力系数时，可以按公式（2）进行计算。

d
s P

Ps ......................................................................（1）

d
t P

PP ds  ....................................................................（2）

式中：

ζt-- 风帽全压阻力系数；

ζs-- 风帽静压阻力系数；

Ps-- 风帽进口静压损失 （Pa）；

Pd-- 风帽进口动压 (Pa) ；

V--风帽进口速度 （m/s）；

ρ--风帽进口空气密度 （kg/m³）。

6.4.4按照静压阻力系数大小可分为节能型和普通型，且静压阻力系数指标值应符合

下表 2要求。

表 2风帽阻力系数指标要求

类型 等级 静压阻力系数ξs 判定

节能型

A级 ξs≤0.4

合格B级 0.4＜ξs≤0.6

普通型
C级 0.6＜ξs≤0.8

D级 ξs＞0.8 不合格

注：表中的ξs值为 5种或 5种以上进口风速下的平均值。

6.5 避风性能

6.5.1风帽测试其避风性能时需按照 GB/T 28591 标准，至少应划定 5 种室外风力等

级下做试验，最大风力应不小于 8级。

6.5.2风帽在不小于 8级风力作用下，其进口静压检测值应小于等于零，可归类为避

风风帽。

6.5.3风帽在 6级风力（风速为 14m/s）作用下，其进口静压检测值应符合表 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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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避风性能进口静压指标要求

避风抽力等级
进口静压 Ps

（Pa）
判定 备注

A级 Ps≤﹣15
合格

风帽迎风角 90°

B级 ﹣15＜Ps≤0 风帽迎风角 90°

C级 Ps＞0 不合格 风帽迎风角 90°

6.6 抗风荷载性能

风帽在 7 级风力（风速为 17m/s）作用下，其风帽外壳的最大振动速度应不大

于 45mm/s，且最大振幅应不大于 2mm。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仪表

测试用仪表及对应的测试项目、仪表准确度应符合表 4规定。

表 4 测试仪表和准确度

测量参数 测量仪表 测量项目 仪表准确度

尺寸 游标卡尺、钢卷尺 进口尺寸 1mm

风洞风量 锥形进口 锥形进口压差 1.5%

风速 风速仪 风洞风速、风帽风速 0.25m/s

阻力

大气圧力

数字压力计、

压力传感器
进口静压、毕托管动压 1 Pa

大气压力计 环境压力 2 hPa

温度
电子温度计、热电偶

温度计、温度传感器
环境温度、进口温度 0.2℃

湿度 温湿度计 环境湿度 5%RH

振动速度、振幅 测振仪 抗风荷载能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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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外观

采用目测法检查。

7.3 尺寸偏差

风帽的尺寸偏差检验，应采用游标卡尺或钢卷尺测量其进口边长或直径。每件应至少测

量 3次，以全部测量值与标称值之间的偏差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7.4 机械性能

7.4.1带可活动叶片的风帽应在正常条件下，采用手动方式连续开启与关闭其活动叶片

10次。

7.4.2叶片厚度采用游标卡尺测试。

7.5 阻力性能

7.5.1风帽的阻力性能试验应按附录 A规定的装置和方法进行试验。

7.5.2 风帽进行阻力性能试验时，应至少取 5种进口风速，进口风速最高取值一般不应

大于 14m/s，最低取值不小于 4m/s。

7.5.3 风帽的阻力性能参数取值应符合 GB/T 8170的要求。进口风速取一位小数；风量

取整数，末位数为零；静压取一位小数；阻力系数取两位小数。

7.6 避风性能

7.6.1风帽应在 8级风力（风速 21m/s）作用下不发生倒灌，其风帽进口静压小于等于零。

7.6.2风帽的避风性能应在 6级风力（风速 14m/s）作用下进行试验，检测风帽进口静压。

7.6.3风帽的避风性能应按照附录 B规定的装置和方法进行试验。

7.6.4 风帽进口静压、风洞静压取一位小数，风洞风速取整数。

7.7 抗风荷载性能

7.7.1风帽的抗风荷载性能应在 7级风力（17m/s）作用下按照附录 C进行试验，检测风

帽外壳体振动速度和振幅。

7.7.2 风帽进行抗风荷载性能试验时，应至少检测 3个不同部位的振动速度、振幅，选

取其中最大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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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检验项目

风帽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5规定。

表 5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要求 试验方法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1 外观 √ × √ 6.1 7.2

2 尺寸偏差 √ × √ 6.2 7.3

3 机械性能 √ × √ 6.3 7.4

4 阻力性能 × √ √ 6.4 7.5

5 避风性能 × √ √ 6.5 7.6

6
抗风荷载

性能
× √ √ 6.6 7.7

注 1：“√”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8.2 检验分类

8.2.1 出厂检验

8.2.1.1 每个风帽须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2.1.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 5中的内容进行。

8.2.2 型式检验

8.2.2.1 风帽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定型产品的结构、制造工艺、材料等更改对产品性能有影响时;

（c）停产 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产品转厂生产时；

（e） 批量生产时，每五年至少进行一次；

（f）国家质量检验机构监督抽查提出要求时。

8.2.2.2 型式检验应包括表 5中的全部项目。

8.2.2.3 型式检验数量批量生产时应在制造厂出厂合格品中抽取，抽样数量应符合表 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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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风帽抽检数量表

风口交验数量（个） ＜100 100～200 ≥200

风口抽样数量（个） 2 3 4

9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应有标志，须在外壁标明生产厂名、商标及生产日期。

9.1.2 产品质量证明书

交货时，应提供产品质量证明书等，内容包括：

（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b）标准编号；

（c） 出厂日期；

（d） 产品数量；

（e） 检验结论；

（f）由检验员签章的产品合格证。

9.2 包装

9.2.1 产品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护材料包装。

9.2.2 包装好的产品，放在包装箱中应由软性材料垫实，包装箱应捆扎牢固严密。

9.3 运输

9.3.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底部应保持平整，产品按照规格尺寸整齐堆放。

9.3.2 产品应设遮盖措施，防止日晒雨淋。装卸、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严禁抛掷。

9.4 储存

9.4.1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室内。

9.4.2 存放场地必须坚固平整，地面不得积水或潮湿。不同规格尺寸、等级的产品应分别

整齐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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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风帽阻力性能试验方法

A.1 试验装置

A.1.1 试验装置组成

风帽阻力性能试验装置由标准风量装置、辅助管道组成。其中标准风量装置应符合《空

气分布器性能试验方法》JG/T 20 的有关规定，也可以按照 GB/T 1236规定的孔板、锥形进

口的装置和方法进行试验。试验装置检测示意图见图 A.1。

说明：

1-被试风帽 2-标准试验管 3-格栅整流器 4-风帽静压损失测孔 5-微压计

6-喷嘴箱 7-多孔整流器 8-喷嘴 9-喷嘴压差测孔 10-变频辅助风机

图中：

De—喷嘴面断面的当量直径或标准试验管的当量直径

d—喷嘴直径或格栅孔的边长

图 A.1 阻力性能检测示意图

A.2 试验方法

A.2.1将压差计连接至位置 9，测量喷嘴组前后压差，通过压差可获得试验台在不同压差下

通过的风量, 並由风量折算成风帽的进口风速。

A.2.2将压差计连接至位置 4，测量风帽的静压阻力，并将阻力换算到标准状况。

A.2.3至少选取 5 个工况点进行测试，绘制风帽风量与阻力的关系曲线。

A.2.4计算风帽的静压阻力系数，至少取 5个进口风速下的阻力系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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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计算公式

A.3.1 风量计算公式




s23600 PACQ nnn
…………………………………（1）

7.006 134.6=0.9986-n
ee

C
RR

 ……………………………………（2）

a
e

v dR


 ……………………………………………………（3）

式中，

P ——喷嘴前后的静压差，单位为帕（Pa）；

nQ ——由喷嘴前后的静压差得出的风量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 m
3
/h）；

nA ——喷嘴喉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nC ——喷嘴的流出系数；

 ——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av ——喷嘴喉部速度，一般范围为 15～35m/s，单位为米每秒（m/s）；

eR ——雷诺数；

 ——空气运动粘滞系数，单位为平方米每秒（m
2
/s）；

d ——喷嘴喉部直径，单位为米（m）。

多喷嘴风量计算公式

Q＝Q₁＋Q₂＋Q₃…………＋Qn ……………………（4）

A.3.3 静压阻力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2
d

s2
V
P

i 
  ………………………………………………（5）

式中,

i ——不同风速下，风帽的静压阻力系数；

P s——不同风速下，风帽的标准静压阻力（Pa）；

dV ——不同风量下，通过风帽进口的断面风速（m/s）；

 ——试验空气的密度（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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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风帽避风性能试验方法

B.1 试验装置

B.1.1 试验装置组成

风帽避风性能试验装置由变风量风洞、旋转试验台、风帽进口装置、变频控制系统、检

测仪表等 5部分组成,试验装置检测示意图见图 B.1。

说明：1、锥形进口流量测量段；2、辅助风机动力源；3、软连接件；4、天圆地方变径管；

5、蜂窝状整流器；6、试验台上游风道稳定段；7、风洞开口段；8、旋转试验台；9、被试

风帽；10、风帽进口装置；11、试验台下游风道稳定段；12、静压测孔与微压计；13、变频

控制柜

图 B.1 住宅排烟气系统用避风性能检测示意图

B.1.2 变风量风洞

变风量风洞由锥形进口流量测量段 1、辅助风机动力源 2、蜂窝状整流器 5、试验台上游风

道稳定段 6、风洞开口段 7、试验台下游风道稳定段 11 组成。

a 锥形进口流量测量段、蜂窝状整流器应符合《工业通风机用标准化风道性能试验》

GB/T 1236 的有关规定。

b 辅助风机动力源的风量应大于 150000 m
3
/h；

C 试验台上游风道稳定段应不小于 5De；

d 风洞开口段的長度应滿足最大风帽安装空间，L5 ≥1200mm；

e 试验台下游风道稳定段应不小于 2De；

B.1.3 风帽进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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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帽进口应安装相同尺寸的短管，长 500mm，在矩风帽进口 300mm 处设置静压测孔 4 个，

符合《工业通风机用标准化风道性能试验》 GB/T 1236 的有关规定。

B.1.4 风洞的断面尺寸为 1400mm×1400 mm，断面风速不应小于 21 m/s。

B.1.5 变频控制系统

采用变频控制系统控制风机电机转速，实现变风量风洞，达到控制风洞风速从 0变

化到 21m/s，可满足 0级～8级风力的变化要求。

B.2 试验步骤

B.2.1将压差计连接至部件 1，测量锥形进口压差，通过压差可获得试验台在不同风量下通

过的风速, 即可满足试验不同风力(级)下的风速。

B.2.2将压差计连接至部件 10，测量风帽进口静压，并将静压换算到标准状况。

B.2.3避风性能试验至少选取 5个工况点(风力 3 级～8级)进行测试，绘制风帽不同风力级

别或不同风力风速下的进口静压变化曲线。

B.3 计算公式

B.3.1 风量计算公式

2

u

d 2
4

PQ 



 ………………………………………（1）

式中：

Q----- 风洞风量，单位：m3/s；

△P ----- 锥形进口的静压差，单位：Pa；

 ----- 锥形进口复合系数；根据 GB/T 1236 确定

d ----- 锥形进口直径，单位：m；

ρu ----- 上游空气密度, 单位：kg/m3。

QV
A

 ……………………………………………………（2）

式中：

V ----- 风洞断面风速（风力风速），单位：m/s；

A ----- 风洞断面面积，单位：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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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风帽抗风荷载性能试验方法

C.1 试验装置

风帽抗风荷载性能试验装置如附录 B图 B.1所示。

C.2 试验步骤

C.2.1 将风帽固定在独立的支架上，要求支架直接固定在地面上，而不与风洞壁接触，支架

结构牢靠稳固。

C.2.2 抗风荷载性能试验可选取 3个工况点（风力 5级、6级、7级）进行检测。

C.2.3 抗风荷载性能试验应至少检测 3个不同部位（包括迎风面和最大暴露面）几何中心点

的振动速度和振幅。

C.2.4 试验检测时，要求精心读取変化值中重复出现的 2～3个最大值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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