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科辉GB/T9789-2008二氧化硫腐蚀试验箱

产品名称 武汉科辉GB/T9789-2008二氧化硫腐蚀试验箱

公司名称 湖北科辉环试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0/台

规格参数 温度范围:RT＋10℃～45℃
相对湿度:100%R.H

公司地址 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仙女村仙女大道七一桥
头西（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627144969

产品详情

GB/T9789-2008二氧化硫腐蚀试验箱 产品用途：该产品适用于机械零部件、电子元气件、金属材料的防护
层以及工业产品的腐蚀性气体性能检测,通过二氧化硫气体对产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试验,从而提前得到
产品的耐腐蚀性各项指标。 符合标准：
GB/T9789-2008《金属和其他非金属有机覆盖层通常凝露条件下的二氧化硫腐蚀试验》要求
GB/T5170.11-1996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腐蚀气体试验设备
GB/T2423.33-2005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Kca:高浓度二氧化硫试验方法 一、产品规格：
型号 SO2-100 SO2-150 SO2-300 SO2-600 SO2-900 内形尺寸D×W×Hmm 400×500×500 500×500×600
600×550×900 850×750×740 1000×900×1000 温度范围 RT＋10℃～45℃ 相对湿度 100%R.H 温度均匀度
≤±2℃ 温度波动度 ≤±0.5℃ 气体产生方式 钢瓶法 二氧化硫气体浓度 0.1～1%(体积百分比)
1000ppm～10000ppm(高浓度) 气体纯度 99.9% 时间设定范围 0～9999 H、M 总功率 1.0KW 1.0KW 1.0KW
2.0KW 2.5KW 二、箱体结构：
1、箱体及内胆材料均采用PVC增强硬质塑料板，表面光洁平整，并耐老化、耐腐蚀；
2、箱门为全透明钢化玻璃,便于试验时观测试验样品受试状况；
3、设计两道箱门，与箱体采用硅胶密封条密封，从而防止二氧化硫气体外泄；
4、箱内顶部设计倾斜方式，便于冷凝水顺壁板滑落；
5、二氧化硫气体先通过特制的计量器计量容积，再进入箱体内部，计量器特殊设计；
6、二氧化硫气体进入箱体内部分流管道，均匀扩散； 7、箱体内有泄压阀门，出气口连接过滤器；
8、箱体余气设计碱液雾化中和和活性炭物理吸附过滤；
9、实验室可以安装设备及钢瓶漏气报警和自动过滤装置； 10、使用钢瓶气，专用减压阀；
11、加热加湿为内胆水槽加热方式，升温快，温湿度分布均匀； 12、 配二氧化硫气体一瓶，钢瓶一个；
三、加热系统： 1、采用U型钛合金高速加温电热管；
2、完全独立系统，不影响二氧化硫试验及控制线路；
3、温度控制输出功率均由微电脑演算，以达高精度及高效率之用电效益；
GB/T9789-2008二氧化硫腐蚀试验箱 四、控制系统：
1.温湿度控制仪：韩国进口“TEMI300”高精度数显温控仪，控制精确、平稳，长期运转不漂移。
2.传感器：PT100测试传感器 3.时间继电器：1s~9999h、m、s可调；
4.执行元器件：施耐德交流接触器，小型继电器，固态继电器



5.液晶显示可编程温湿度控制仪，操作简单，湿度直接显示百分比； 6.精度：0.1℃(显示范围)；
7.解析度：±0.1℃； 五、二氧化硫浓度控制： 1、气体浓度由特制的计量筒控制气体体积比的方式；
2、气体进入工作室后随温度变化产生对流； 3、导气管采用耐腐蚀聚四氟管连接；
4、排废采用压缩空气，电磁阀控制自动打开； 六、设备安全保护系统： 1.废气采用活性碳加纯碱过滤再
排出室外；气体经过样品完成试验任务后，设备自动开启排废系统，压缩空气进入箱体，将箱体内的气
体从箱体上部的管道进入残余气体过滤器，过滤器内特殊设计的碱液雾化中和和吸附组合的气体过滤装
置能够在试验结束之后快速有效地将箱体内残余的气体过滤，余气的PH值呈弱碱性，不会对大气造成污
染，操作方便。 2.箱体内少量的水被收集后，可以使用石灰水中和集中处理。 3.设备设计两道玻璃门，*
道门采用硅橡胶密封，不使混合气体外溢；在*道门的外部再设计一道防漏玻璃门，两道门之间采用压缩
空气吹气，即使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泄漏，泄漏的气体也会被压缩空气吹入过滤器。 4.设备必须
单独安装在独立的试验室内，室内不得安放其他设备或仪器。一般设备安置好以后，用玻璃再将设备与
操作间隔开，这样既保证了工作人员对的人身安全，又可以通过玻璃实时监控室内的试验状况。室内建
议安装排风装置，操作过程中，工作人员可能会失误，将气体泄出到试验室内部，这时可以打开室内换
气措施，将室内泄漏的气体置换出工作室，人员进入室内操作或检查。为了保险起见，室内安装气体的
泄漏报警仪器，如发生气体泄漏仪器自动报警。 5.设备的维护：每次试验结束后，将箱体底部的废水和
过滤室内的碱液收集在一起，充分中和后再用自来水稀释，排到下水道；活性炭一次试验后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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