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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六和塔为国保级文物单位!距今最近的一次维修于上世纪
E(

年代!现需重新对六和塔进行保养性维修!维修

的同时要保证游客仍能正常参观&本次保养性维修采用新型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现对该脚手架采用数值模拟和

)k)

模型试验进行加载测试!以验证其完成六和塔保养性维修工作的适用性&将数值模拟和模型试验的结果进行对

比研究!在对两者的受荷性能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该脚手架的杆件中产生的应力小于结构的临界荷载强度!应变及

整体变形均符合国家规范的要求!因此该脚手架能够顺利的应用于该工程中!为开展六和塔的保养性维修工作提供

可靠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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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塔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北岸的月轮峰上%始

建于北宋开宝三年#

EA(

年$%现高
*!&E;

%巍峨突起%依陆俯

看钱塘)

)

*

&六和塔在
)E*)

年被中国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作为西湖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年入选世

界文化遗产&六和塔的正视图和剖面图见图
)

&

六和塔距今最近的一次维修在上世纪的
E(

年代&现需

对六和塔进行保养性维修%根据现在工程中的普遍方法及该

塔以前维修的经验%需要搭设满堂脚手架进行施工&然而满

堂脚手架的搭设在施工期间需要关闭六和塔的运营%游客不

得登塔参观%会给相关单位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解决

此技术难题%提出了采用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以保证在对

六和塔进行保养性维修期间游客可以正常参观&采用数值

模拟和
)

!

)

模型试验的对比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加载测

试%以验证该脚手架完成六和塔保养性维修工作的适用性%

为开展六和塔的保养性维修工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图
;

!

正视图和剖面图

!!

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通过两道钢索吊挂刚性桁架的方

式悬挑出窗洞%钢索吊挂于环绕核心筒钢索上%钢索与核心

筒之间设有保护层%以免损伤木结构'桁架的根部抵压于砖

墙外侧面的保护层上%并通过环绕核心筒钢索固定%保护层由

高强泡沫板制作而成'作业平台支撑在
!

根悬挑桁架上%可以

上支撑%也可以下挂&三榀结构采用钢材约
)&A7

'若仅为两榀

时%采用钢材约
)&)7

&索吊桁架悬挑结构模型见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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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结构模型

;

!

工程背景

六和塔塔内核心筒为
A

层砖石结构%外部为
)!

层木结

构%每层结构类似%现以仅以第
!

层为例%说明塔体的情

况)

!

*

&第
!

层的测绘图见图
!

&

=

!

数值模拟

=<;

!

模拟目的

为了对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有进一步的认识%采用

D4N'(((

对该脚手架在不同的施工工况下进行有限元数值

模拟分析)

B

*

&将数值模拟后得到的各项数据用于指导模型

试验的操作&

图
?

!

测绘图

=<=

!

建立模型

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的钢索及桁架杆件均采用线单元

中的框架单元模拟%钢索直径
)A&>;;

桁架上弦杆(腹杆为

双角钢
'Y"(;;Y!;;

%下弦杆为
'Y"(;;YB;;

%其它

杆件采用角钢
"(;;Y!;;

&钢索上端(桁架近墙端施加三

向约束)

"

*

&索吊桁架悬挑结构脚手架数值模型见图
B

%杆件

编号见图
"

&

进行数值模拟时%将
'&(U[

竖向荷载%竖向平均施加于

模型平台节点上%用于模拟
)

$

'

人的重量%并考虑搬运或卸

载时引起的振动冲击%取动力系数为
)&!

)

*

*

'将
)&(U[

的水

平荷载%水平平均作用于模型平台节点上&

=<@

!

模拟结果

采用
D4N'(((

对模型进行加载试验%获得杆件的轴力(

吊索的拉力以及平台的位移%见表
)

$

"

&进一步用所获得的

数据绘制模型的轴力(支点反力与变形图%模型的轴力图(支

点反力与变形图%见图
*

$

>

)

A

*

&

图
@

!

数值模拟模型

图
A

!

杆件编号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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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杆件轴力
UH

加载
b' b! bB b!( b!) e'B e!( e!)

平台支起
)&!" !&!A B̂&*A (&'( )̂&"! B̂&BA (̂&B! '̂&'!

平台悬空
'&'( B̂&'" )̂*&') (&B* )&'> )!&A( (&A) )&("

B(U

<

'&'( B̂&"! )̂A&'E (&*! )&BE )!&A' (&AB )&(*

>(U

<

'&)! B̂&>) )̂>&!E (&>) )&A' )!&A! )&(' )&(A

)'(U

<

'&(" "̂&)) )̂E&BA (&E> )&E' )!&AB )&)' )&E'

)*(U

<

)&E) "̂&!E '̂(&"A (&EE )&BB )!&AB )&)" '&)'

'((U

<

)&E) "̂&*E '̂)&** )&(E )&*B )!&A* )&!B '&!!

右
B(U

<

)&>E "̂&*E '̂)&*A )&(B )&*B )B&A* )&!' '&!B

右
>(U

<

)&>> "̂&*( '̂)&*> )&(B )&*B )"&A" )&'> '&!(

右
)'(U

<

)&>> "̂&*> '̂)&>> )&'" )&E) )*&A" )&'> '&!B

右
)*(U

<

'&'> "̂&>E '̂)&EB )&'> '&!( )̂A&EA )&BB '&)*

右
'((U

<

'&*) *̂&'! '̂'&A) )&'* '&!" '̂'&A) )&*! '&B(

右
'*(U

<

'&E) *̂&A) '̂!&'" )&"( '&*( '̂!&'" )&E( '&>(

左
'*(U

<

'&E) *̂&A) '̂!&'" )&"( '&*( '̂!&'" )&E( '&>(

表
=

!

水平系杆轴力
UH

加载
d) d' d! dB

加载
d) d' d! dB

平台支起
(&B" (̂&B( (̂&B( (&B"

右
B(U

<

)&)! (̂&"' (̂&"' )&)!

平台悬空
(&E" (̂&B( (̂&B( (&E"

右
>(U

<

)&(' (̂&B( (̂&B( )&('

B(U

<

(&E> (̂&B( (̂&B( (&E>

右
)'(U

<

(&E) (̂&>( (̂&B) )&((

>(U

<

(&E> (̂&B( (̂&B( (&E>

右
)*(U

<

)&)( )̂&(( (̂&B" )&)(

)'(U

<

(&E> (̂&B( (̂&B( (&E>

右
'((U

<

)&)( )̂&(( (̂&B" )&)(

)*(U

<

(&E> (̂&B( (̂&B( (&E>

右
'*(U

<

)&)" )̂&'! (̂&B> )&)!

'((U

<

(&EE (̂&"( (̂&B) )&((

左
'*(U

<

)&)! )̂&)* (̂&B" )&)!

表
?

!

吊索拉力
UH

加载 左上索 左下索 右上索 右下索 加载 左上索 左下索 右上索 右下索

平台支起
( B&)! ( !&E"

右
B(U

<

)*&)! )(&(B E&B> )(&"!

平台悬空
)(&>A >&A( E&!E >&EB

右
>(U

<

)*&)' )(&EE E&EA ))&")

B(U

<

))&E' E&)A >&EB E&B"

右
)'(U

<

)*&)" )'&BE )(&E> )(&"*

>(U

<

)'&E* E&*B >&EB E&B"

右
)*(U

<

)*&)" )(&E> )!&B> ))&(E

)'(U

<

)B&(* )(&'A >&EA E&BA

右
'((U

<

)*&'( )(&EA )*&'( )(&EA

)*(U

<

)"&(" )(&"A >&E! E&"(

右
'*(U

<

)A&AA )'&B> )A&AA )'&B>

'((U

<

)*&)( ))&(B >&E! E&"!

左
'*(U

<

)A&AA )'&B> )A&AA )'&B>

表
@

!

平台位移
>>

加载 左 中 右 左侧 加载 左 中 右 左侧

平台支起 右
B(U

<

"̂(&(( !̂A&(( '̂>&(( '̂E&((

平台悬空
( ( ( (

右
>(U

<

"̂(&(( B̂(&(( !̂'&(( !̂(&((

B(U

<

!̂'&(( '̂*&(( '̂!&(( )̂>&((

右
)'(U

<

"̂(&(( B̂'&(( !̂A&(( !̂(&((

>(U

<

!̂*&(( '̂>&(( '̂!&(( '̂)&((

右
)*(U

<

"̂(&(( B̂"&(( B̂)&(( !̂(&((

)'(U

<

B̂(&(( !̂(&(( '̂!&(( '̂B&((

右
'((U

<

"̂(&(( B̂>&(( B̂*&(( !̂(&((

)*(U

<

B̂"&(( !̂'&(( '̂!&(( '̂*&((

右
'*(U

<

"̂>&(( "̂"&(( "̂!&(( !̂B&((

'((U

<

"̂(&(( !̂B&(( '̂!&(( '̂E&((

左
'*(U

<

"̂>&(( "̂"&(( "̂!&(( !̂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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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水平荷载下杆件轴力$吊索拉力
UH

加载
b' b! bB

左上索 左下索 右上索 右下索
d!

左侧水平
)U[ '&)> B̂&(* )̂A&)( )'&*( E&*( A&A( A&>E !̂&)A

左前水平
)U[ '&EA !̂&"E )B&EA E&)) >&E) >&EB E&!B )̂&(E

图
B

!

杆件轴力图

图
J

!

左端加载
=WWU

2

模型支点反力

图
K

!

结构变形图

=<A

!

结果分析

对表
'

$

*

进行分析得到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主要构件

的轴力与平台的变形情况&

)

$随着荷载的加大%压杆的轴压力与拉杆的轴拉力不断

增大'当荷载加至
'*(U

<

时%桁架近墙端的压杆轴压力为

'!&'"U[

%拉杆拉力为
'&E)U[

&

'

$水平系杆的轴力随着荷载的加加而增大%但是增减幅

度相对较小&当荷载加至
'*(U

<

时%桁架近墙端压杆轴压力

为
)&(

$

)&"U[

&

!

$吊索拉力随荷载的增加逐渐增加&当荷载加至
'*(U

<

时%吊索#

JD̂ '

$近墙端的拉力为
)A&AAU[

'平台左端加载

'((U

<

时%右边桁架杆件的轴力(吊索的拉力也随之增大%但

增加 的 幅 度 相 对 较 小%桁 架 近 墙 端 压 杆 的 轴 压 力 为

)!&A*U[

%吊索近墙端的拉力为
E&"!U[

&

B

$对绘制的图形进行分析可知!当加载
'((U

<

时%支撑

吊索节点的反力为
'"&"EU[

和
>&""U[

%桁架的支反力为

'"&"EU[

&

?

!

模型试验

?<;

!

试验目的

由于六和塔为世界文化遗产%不允许实地测试%因此引

入水工试验中常用的模型试验%对该脚手架进行模型试

验)

>

*

&模型试验更接近实际的施工状况%可以更准确地反映

该脚手架的最不利受力位置以及最不利变形点&为确保通

过模型试验测得的应力(应变及整体的变形情况的精确性%

特别采用
)

!

)

模型试验)

E

*

&若所测的不利位置均满足规范

要求%则该脚手架可以顺利地应用于六和塔的保养性维修工

作中)

)(

*

&

?<=

!

模型设计与制作

出于成本考虑%试验时将实际施工中采用的三榀桁架改为

两榀桁架进行试验)

))

*

&模型的设计图见图
E

%材料图见图
)(

&

制作模型时%用表面无裂痕和凹陷的方钢管%以保证截

面的同轴度'用表面无裂痕和凹陷的角钢%以保证截面的垂

直度'用钻削加工
&

)!&"

的开孔销孔'端面去毛刺%以保证整

体的同轴度'其余未标注倒角为
B"n

%倒角距离为
B

&侧腹杆

与下弦杆焊接处做压扁处理'腹杆与上下弦杆采用焊条电弧

焊焊接%角焊缝强度为
)((V

'采用
X)'

螺栓连接'间距(边

距满足钢结构规范的最小构造尺寸'整体表面涂黄色油

漆)

)'

*

&

?<?

!

试验设备

模型试验于浙江大学土木水利试验中心进行%采用大型

结构反力墙模拟塔体核心筒砖墙&试验设备为!结构试验反

力墙(加载砝码#钢块每块
'(U

<

$(位移计(电阻应变片(导线

若干(电阻应变仪一套及数据采集系统一套&试验场景见图

))

)

)'

*

&

?<@

!

试验方法

试验时采用钢块模拟施工荷载分别在平台两端进行加

载%然后用位移计量测荷载作用下脚手架的变形%用应变仪

测量应变)

)!

*

&位移计及应变片布置见图
)'

&

?<A

!

试验步骤

先安装脚手架(接着安装仪器仪表并连线调试%然后记

录位移计和应变仪的初始读数%在正式加载前进行预压#

B(

U

<

$%检查各种仪器设备工作是否正常%采集各传感器数

据)

)B

*

&最后开始加载%前
"

级每级加载钢块两块#

B(U

<

$%加

载至
'((U

<

%随后超载
!

级%每级加载
'(U

<

%加至
'*(U

<

%待

每级荷载下的应变值基本稳定后%采集各传感器数据&同时

在每级荷载施加后%仔细观察结构整体与局部的变形情

况)

)"

*

&

?<B

!

试验结果

模型试验加载后%得到的结构构件的轴力与结构的变形

情况%见表
*

$

E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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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模型设计图

图
;W

!

制作材料

图
;;

!

试验场景

表
B

!

杆件轴力
UH

加载
b' b! bB b!( b!) e'B e!( e!)

平台支起
(&!( '&)) *̂&AA (&E( (&"! *̂&BA (&'! (&'!

平台悬空
)&(" (̂&)" Â&(A (&E( (&"! *̂&)A (&'! (&'!

B(U

<

)&'( )̂&>( >̂&"A (&E( (&*> *̂&BA (&B" (&'!

>(U

<

)&"( (&(( Ê&*! (&E> (&E( *̂&E' (&*( (&B"

)'(U

<

)&>( )̂&!" )̂(&!> )&(" )&(" Â&(A (&*> (&B"

)*(U

<

)&E* (̂&!( )̂)&)! )&(" )&'( Â&"' (&*> (&B"

'((U

<

'&'* (̂&B" )̂)&"> )&)! )&B! Â&"' (&A" (&"!

右
B(U

<

'&"* )̂&"( )̂'&)> )&'( )&"( Â&*A (&E> (&A"

右
>(U

<

'&>* '̂&>* )̂'&A> )&'( )&"> Â&>' )&(" (&>!

右
)'(U

<

!&!) )̂&!" )̂!&"B )&'> )&*" Â&EA )&!" (&E>

右
)*(U

<

!&B* '̂&)) )̂B&'E )&'> )&A! Â&EA )&"( )&)!

右
'((U

<

!&*) !̂&() )̂"&)E )&!" )&>> >̂&B' )&A! )&'(

右
'*(U

<

B&(* '̂&B) )̂*&!E )&"( '&(! )̂(&!> '&!! )&)!

左
'*(U

<

!&E) '̂&A) )̂A&B" )&A! '&B) )̂'&!! '&E! (&E(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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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应变片编号及位移计布置图

表
J

!

水平系杆轴力
UH

加载
d) d' d! dB

平台支起
)&)! (̂&'! (̂&*( (&((

平台悬空
)&'> (&(( (̂&"! )&!)

B(U

<

)&'> (̂&(> (̂&*( )&'!

>(U

<

)&B! (̂&(> (̂&*> )&'!

)'(U

<

)&B! (̂&(> (̂&A" )&'!

)*(U

<

)&"( (̂&*( (̂&>! )&!>

'((U

<

)&B! (̂&*( (̂&>! )&!>

右
B(U

<

)&"( (̂&*> (̂&E( )&!>

右
>(U

<

)&"( (̂&>! (̂&E( )&B*

右
)'(U

<

)&"( (̂&E( (̂&E( )&B*

右
)*(U

<

)&"> (̂&E> (̂&>! )&!)

右
'((U

<

)&"( )̂&'( (̂&A" )&)"

右
'*(U

<

)&!" )̂&A! (̂&*> )&'!

左
'*(U

<

)&!" '̂&(! (̂&*> (&*E

表
K

!

吊索拉力
UH

加载 左上索 左下索 右上索 右下索

平台支起
E&E) )&(* )̂&'' )&>A

平台悬空
E&** )&(* (̂&EA '&))

B(U

<

))&A( )&!> )̂&(* '&))

>(U

<

)B&!> )&AE )̂&(* '&'A

)'(U

<

)A&(* '&'A (̂&EA '&!*

)*(U

<

)E&"A '&E' )̂&(* '&BB

'((U

<

')&"' !&"A )̂&(* '&"'

右
B(U

<

')&"' !&"A )̂&"B !&E(

右
>(U

<

')&*( !&AB '̂&(! "&!*

右
)'(U

<

')&*> !&AB '̂&*( *&>'

右
)*(U

<

')&>" !&>' '̂&E' >&'(

右
'((U

<

''&() !&E> !̂&!! E&A"

右
'*(U

<

''&'" B&(* B̂&(* ))&*)

左
'*(U

<

'B&E! "&(B B̂&!E ))&'E

表
L

!

平台位移
UH

加载 左 中 右 左侧

平台支起
( ( ( (

平台悬空
( ( ( (

B(U

<

*̂&'! !̂&'! (̂&AE "̂&A*

>(U

<

)̂!&(! Â&)! )̂&>" )̂'&'>

)'(U

<

)̂"&*> )̂(&A) '̂&>' )̂>&>)

)*(U

<

'̂>&B" )̂"&'( B̂&') '̂>&)B

'((U

<

!̂!&)' )̂A&>' B̂&E* !̂'&AA

右
B(U

<

!̂B&E" '̂)&>( )̂(&E> '̂>&(B

右
>(U

<

!̂*&A( '̂*&)A )̂A&>" '̂'&)(

右
)'(U

<

!̂>&>B '̂E&A! '̂!&"A )̂*&(B

右
)*(U

<

!̂E&EB !̂!&B! '̂E&>) )̂(&!(

右
'((U

<

B̂)&!* !̂A&A' !̂*&E) !̂&A!

右
'*(U

<

B̂!&*' B̂B&E> B̂>&E' A&!*

左
'*(U

<

"̂)&!( "̂)&(E "̂!&"E !&BA

?<J

!

结果分析

对表
*

$

E

进行分析得到索吊桁架主要构件的轴力与平

台变形的变化情况!

)

$随着荷载的增加%压杆的轴压力与拉杆的轴拉力不断

增大'当荷载加至
'*(U

<

时%桁架近墙端压杆轴压力为

)AWB"U[

%拉杆拉力为
!&E)U[

&

'

$水平系杆轴力随着荷载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增加幅度

相对较小'当荷载加至
'*(U

<

时%桁架近墙端压杆的轴压力

为
)&(

$

'&(U[

&

!

$吊索拉力随荷载的增加逐渐增加%荷载加至
'*(U

<

时%吊索#

JD̂ '

$近墙端拉力为
'B&E!U[

&

B

$当平台左端加载
'((U

<

时%右边桁架杆件的轴力(吊

索的拉力也随之增大%但增加的幅度相对较小%桁架近墙端

压杆的轴压力为
)'&!!U[

%吊索#

JD^)

$近墙端的拉力为

))&'EU[

&

@

!

数据对比分析

将数值模拟与模型试验得到的结果进行整理%并绘制出

索吊桁架模型桁架近墙端的轴压力图(左上索近墙端的拉力

图和平台左端的竖向位移图%具体见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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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图
!"

!

左榀桁架近墙端的轴压力图

图
!#

!

左上索近墙端的拉力图

图
!$

!

平台左端的竖向位移图

!!

通过对图上各曲线的对比分析可得!

!

"桁架近墙端的轴压力#左上索近墙端的拉力#平台左

端的竖向位移均随平台载荷的增加而增大$理论计算值与试

验实测值变化趋势一致%

"

"桁架近墙端的轴压力$理论计算值大于试验实测值$

是由于试验中应变片是在试验模型架设完毕后粘贴$而非在

自由状态下粘贴$因而实测值偏小&竖向位移的理论计算值

大于试验实测值是同样的原因%

#

"左上索近墙端的拉力$初始理论计算值大于试验实测

值&加载后$理论计算值小于试验实测值$是由于理论与试验

实际约束条件的差异$加载过程中索吊桁架在空间作用下$

产生扭曲变形造成左下索松弛$大部分拉力转向左上索$造

成实测值大于理论值$因此实际中设多道吊索时应考虑钢索

松弛造成的拉力重分布的问题%

$

"桁架近墙端的轴压力#左上索近墙端的拉力#平台左

端的竖向位移理论计算值与试验实测值中$按照加载
"%&'

(

计算$模型自重比例较大$以理论计算为例$轴压力#索拉力#

位移自重比例分别为
%)*+,

#

%&*-,

#

..*",

$因此有效减小

悬挑架自重可以减小对本体的作用%

.

"两端加载至
"%&'

(

时$理论与实测位移接近国家标准

的挠度限值$可适当加宽加厚桁架的主要受力杆件$提高悬

挑桁架结构刚度或者实际悬挑桁架架设中悬挑端预先向上

坡度
&*",

%

$

!

结
!

论

通过对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进行数值模拟和
!

!

!

模型

试验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可知!索吊桁架悬挑脚手架随着外

加荷载的加大$压杆的轴压力与拉杆轴拉力均不断增大&水

平系杆的轴力也增大$但是增减的幅度相对较小&吊索的拉

力也随外加荷载的增加逐渐增大%总体上该脚手架所承受

的应力小于结构所能抵抗荷载的强度$应变及整体变形符合

相关的规范要求$平台能够承受
."&'

(

的外加荷载$完全能

够满足六和塔保养性维修的荷载要求$因此该脚手架能够的

应用于六和塔的保养性维修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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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后果的措施对容器失效事故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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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现代化的手段不断被用到工业生产中#这些措施对压力容器失效损失都有减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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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现代化的手段不断被用到工业生

产中$这些措施都对降低压力容器失效损失有着积极的作

用%比如监测措施$可以提前预警$为进行人员疏散和紧急

停车提供时间&又如紧急切断$不但可以降低介质的损失$也

可以远程操控&紧急泄放措施可以降低设备压力$防止爆炸

事故发生%总之$这些措施都对事故损失有着防范和降低作

用%当然就都有了降低损失的功能$具体的效果和功能在本

文中进行细化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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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后果的措施对失效损失影响系数分析

通过对事故原因$以及事故损失的统计分析$结合专家意见

和走访厂家$对各个情况下损失的影响系数给出如下数值%

!C!

!

监测措施的影响系数
"!

!

"如果设置通过工艺参数专门检测介质流失的监测装

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灵敏的泄漏探测器$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摄像头进行泄漏监测$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

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仅依靠人工巡视进行泄漏监测$则由于此项功能

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CD

!

紧急切断措施影响系数
"D

!

"如果设置自动切断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

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人工远程切断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仅依靠人工现场切断$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

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C"

!

紧急泄放措施的影响系数
""

!

"如果不需要设置紧急泄放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

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自动紧急泄放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人工远程紧急泄放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

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依靠人工现场紧急泄放$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不能紧急泄放$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

的修正系数
@#

为
!

%

!C#

!

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的影响系数
"#

!

"如果不需要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则由于此项

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了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则由于此项

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未设置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则由于此项

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