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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是依据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实验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IQA/TC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的版权归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所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对本文件进行复制、转载、抄袭、改编、汇编或翻译等。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南京诚创科技系统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中石化广州/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江苏

省环境监测站、江苏埃德伯格电气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陈建锋、丁桃丽、肖向豪、薛秋红、杨会林、杨勇、王志宏、张文华。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张永刚、赵永刚、徐宏勇、杜奕。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未检索到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如涉及到此类问题，请使用单位与专利和知

识产权持有方协商，本协会不承担与该专利及知识产权相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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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气体输送系统技术规范

1 总则

为满足实验室各种气体安全输送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正确贯彻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方针政

策，确保安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满足科学实验室的安全用气要求，制定本规范。

实验室气体输送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操作简单，维保方便。

实验室气体输送系统除应按现行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执行外，其设计、施工及验收尚应符合本

规范的规定。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室气体输送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气体输送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3 术语和定义

3.1 实验室气体 laboratory gas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的具有自燃性、可燃性、毒性、腐蚀性、氧化性、惰性

等气体。

3.2 气体输送系统 gas delivery system

气体储存、输送过程涉及的设备、管道、配件，及过程控制附属设备的总称。

3.3 杜瓦罐 dura cylinder

采用超级真空绝热制作，用于运输和储存低温液态气体的不锈钢压力容器。

3.4 气瓶集装格 the bundle of gas cylinders

由专用框架固定，采用集气管将多只气体钢瓶接口并联组合的气体钢瓶组单元。

3.5 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 speciality gas safety transmission and intelligent cabinet

特种气体使用的封闭式气瓶放置与气体输送智能化装置。

3.6 普通气瓶柜 ordinary gas cylinder cabinet

惰性气体使用的封闭式气瓶放置与气体输送装置。

3.7 分散供气 decentralized gas supply

没有统一地点位置将气源放置，并按照气源放置位置直接布管供气的方式。

3.8 集中供气 centralized gas supply

将所有气源按照标准规范集中放置（气瓶间，普通气瓶柜，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并布置

管道到各用气点的供气方式。

3.9 汇流排 manifold panel

将两个或多个气源接口并联经过开关/减压等措施后输出气体的装置。

3.10 高纯气体 high purity gas

采用提纯技术达到规定等级纯度的气体。通常指纯度为 99.99%～99.9999% 、有害杂质含量小

于等于 1×10-5 的气体。

3.11 超高纯气体 ultra high purity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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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提纯技术达到的高等级纯度的气体。通常指纯度等于或高于 99.99999% 和有害杂质总含

量小于等于 1×10-6 的气体。

3.12 VCR 连接 VCR connection

密封元件采用金属垫片的金属面密封接头进行的管道连接。

3.13 卡套连接 cutting sleeve connection

通过本体、母套头、金属箍套圈进行的连接形式。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类文件对于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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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用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 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GB 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31 乙炔站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184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2008 年版）

GB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T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JGJ91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GB50646 特种气体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13690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TJ36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5 一般规定

5.1 气体输送系统应安全、连续和稳定，并符合仪器设备的使用要求。

5.2 气体输送系统的施工单位应持有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颁发的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证。

5.3 气体输送系统方式分为分散供气和集中供气。实验室宜采用集中供气，对月用气量不超过一

瓶的气体可采用分散供气，分散供气的惰性气体气瓶应放入带有排风功能的普通气瓶柜中。易燃易

爆、有毒、腐蚀性气体气瓶应放入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中。

5.4 气体输送系统通常由气源设备、管路、阀件及监控几部分组成。

5.5 根据实验室气体性质将气体分为惰性气体、可燃气体、毒性和腐蚀性气体等。（气体特性表

详见附录 A）

6 规划设计

6.1 气体间设计

气体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气体间宜布置在实验室非主入口侧，并应采取遮阳防晒措施，当气体间与建筑物贴邻建造

时，隔墙应为防爆墙，气体间内应通风良好，并具有足够的泄爆面积，泄爆面不得面对主干道及人

群密集区域，室内地面应有防火花、防静电措施；当气体间为独立建筑时，其防火间距应满足GB50016

http://www.baidu.com/link?url=rQvwPews8B6eF4uv3uSrsg9aC_ajfRtQGw5YEGe6Wjz8ch04Vddnll_Dlo3PoGSDQikS1wgxwNLVhztwpfs09n3UtcF4zU4C33KdVlAnCfK
http://www.baidu.com/link?url=tJTQpycmxpbL9fmgVWcbIT9qVB1pt4J_3HgmNo76yvW_UreUsAne8-JpNW8AfrlsivpoD6n-avMaPMhLuzdvulHF6vqU4_iEtYA3JWNcBV3
http://www.baidu.com/link?url=f9XHPBS_PS5ySyQ0EnjHLvcLZMDpidXG-Ah08VeFc9Q2TWEY_hxzzotj-T7oSBG-KBlXV2sG97AYmVw9QEcoWBGeobNKsMi0tAGVDvphKe_
http://www.baidu.com/link?url=nnH0OkwCU7Db1Pi85nnrdWpHDa_4p2MlsfDZPyCZTYyVp58262rE05Bntg5BMHgzX2N4EzVjrrQl3pbfuwIS29c5VGoeVxwhTFmT9uwM0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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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2）根据气体性质将气瓶间区分为惰性、可燃、助燃、毒性、腐蚀性气瓶间等。

（3）布置在气体间的气源，可采用气瓶（组）、杜瓦罐、发生器等形式对实验室供气。钢瓶建

议采用气瓶柜、气瓶架、集装格等形式进行布置。

（4）气体间的门应设置平推外开式，应向疏散方向开启，有爆炸危险房间的门窗应采用撞击时

不产生火花的材 料制作。有害气体的门应上锁，气瓶间具有一定的防盗功能。

（5）气体间应设置连续的机械通风或自然通风，应满足房间最小通风换气次数不低于每小时 6

次的要求。

（6）气体间应设置事故通风，事故通风量宜根据事故泄漏量计算确定，但房间换气次数不应

小于每小时 12 次。并应在气体间外设置事故通风紧急按钮。

（7）气体房间内的气瓶、气瓶集装格等宜靠墙布置，具有相同或相近性质的气体、气体设备应

布置在同一气体间。助燃和易燃气体不得布置在同一气体间。

（8）气体间的泄压面积参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9）墙面及顶应做防尘处理，表面涂层不应小于 0.5mm。

（10）地面要平整、耐磨，宜采用防静电地面。

（11）房顶结构设计应防止出现积聚气体的死角。

（12）应有遮阳措施，防止阳光直射气瓶。

（13）气体间要有相关明显标识，门口应该有特定的指示说明，如:有毒气体、非专业勿动、危

险气源区、非专业人员不得入内等。

（14）气体间室内外消火栓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

规定。

（15）气体间内应配置手提灭火器，配置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16）气体间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其喷水强度应大于 8L/min.m2，保护面积不应小于 160m2，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1 的有关规定。

（17）气体间内存储的特种气体与水可发生剧烈反应时，该特种气体间严禁采用水消防系统。

（18）电气设计参照标准： GB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2 供配

电系统设计规范。

a）房间照明需考虑 24 小时作业，照度不小于 250LUX；

b）可燃性房间照明电气均须按防爆型设计；

c）房间内须配备烟感、温感侦测器；

d）房间须配应急电源；

e）所有仪器设备配置接地，接地标准符合 GB50169。

6.2 管道系统设计

6.2.1 气源环境设计

（1）典型的管道系统组成详见附录 B。

（2）设计时根据仪器设备气体的使用量、纯度、使用压力选择供气方式。

（3） 当采用气瓶组供气时，气瓶组通过汇流排与主管道连接，气瓶组和汇流排之间应通过专

用耐高压的抛物线形不锈钢盘管或不锈钢外网内衬铁氟龙耐高压软管连接。盘管应由 BA/EP级 316L

不锈钢材质制成，有足够的韧性，连接钢瓶的一端需用全自动轨道焊机焊接,防止更换钢瓶时的

摆动影响接头的严密性。

（4）气体汇流排需配置排空系统，排空管道应排出室外。汇流排可采用手动切换、半自动切换

和全自动切换方式，半自动切换和全自动切换方式能实现在用气瓶和备用气瓶之间的自动切换，以

保证气体的不间断供应。

（5）在室内放置的易燃易爆气体（如：H2、C2H2 和 CH4 等)应采用具有自动排风系统的特殊气

体智能安全输送柜，柜体排风口应设置气体泄漏探测器，可与强排风系统联动，保证供气安全。应

配备具有紧急切断、惰性气体吹扫置换、排空等功能的控制面板，排空管道应连接到实验室外。对

于日用气量大于 1 瓶的气体，其气瓶需设置在实验室外。

（6）自燃、毒性/腐蚀性气体（如：SiH4、H2S、NH3 和 SO2 等）应采用具有自动排风系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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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控制面板除了需要配备紧急切断、吹扫、排空功能外，

还应根据气体特性配备低压吹扫、高压保压、微漏阀设计、过流量开关、抽真空等配置。对日用气

量不超过 1 瓶的气体，可将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设置在实验室内。

（7）不相容气体瓶严禁放置于同一气瓶柜/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中。

（8）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柜体外壳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2.5mm，并有防腐蚀涂层。

（9）普通气瓶柜柜体外壳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1.5mm。

（10）气瓶间建议安装低压报警系统，与汇流排\普通气瓶柜或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配合使

用。

（11）安装在室内的气瓶柜和特殊气体智能安全输送柜必须做好防积尘，通排风，泄漏报警和

紧急切断等室内的配套防护措施。

6.2.2 管道设计

（1）特种气体管道的设计应根据输送流体的特性参数，并结合管道布置、环境等进行，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50316的有关规定。

（2）特种气体管道的设计应符合用气设备对流量、压力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工艺

系统工程设计技术规定》HG/T 20570.7 的有关规定。 根据实验室的供气压力和流量计算管道的管

径，所有气体主管道管径原则上不低于 1/4 英寸(液态气体主管路直径为 3/8 英寸以上)。

（3）实验室供气末端应具备压力调节、气流开关、压力显示等功能。所有阀件仪表宜采用集成

设备，不得在安装时组装阀组。

（4）供气末端应考虑操作方便，可走功能柱、功能支架等，但不得和强弱电共用，且终端阀门

远离电源插座。

（5）易燃气体（如乙炔、氢气等）管道宜采用架空敷设，其支架应为非燃烧体。架空管道不应

与电缆、导电线路、高温管道敷设在同一支架上。与氧气管道、其他可燃气体、可燃液体的管道共

架敷设时，与上述管道之间宜用惰性气体管道隔开，或保持不小于 250mm 的净距。

（6）易燃气体管道应避免穿过地沟、下水道及车行道路等，必须穿过时应设套管。易燃气体管

道不得穿过办公室、配电间、楼梯间和其他公共区域，需要穿过时应采取安全措施。易燃气体管道

穿过墙壁或楼板时应敷设在套管内，套管内的管段不应有焊缝，管道穿越处孔洞应用阻燃材料封堵。

（7）室内易燃气体管道不应敷设在地沟、下水道或沿地面铺设，也不应直接埋地。必须要埋地

时，易燃气体管道须设置套管，同时埋地深度应根据地面上的荷载决定，管顶距地面不宜小于 0.7

米。

（8）每路气体进入不同的楼层前，在相应的各楼层可安装总阀门；每种气体管路进入每个实验

室后，安装一个总阀门，再经过二级减压之后分配到各使用点，使用点出口由单独的阀门来控制,

减压面板安装在功能柱/架或墙壁上，便于维修人员的检查和维修。

（9）高纯氢气管道应设置分析取样口、吹扫口，其位置应能满足氢气管道内气体取样、吹扫、

置换要求。

（10）作焊接、切割、燃料和保护气等使用的可燃气支管末端处应设阻火器。

（11）高纯氧气、氢气管道的末端或最高点应设置放散管。放散管的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氢气放散管最高点应设置阻火器；

b）氢气、氧气应引至室外，放散管口应高出屋顶操作面 1m 及以上；

c）氧气及氢气的放散管应分开布置，间距不宜小于 4.5m；

d）放散管应采取防雨雪侵入和杂物堵塞的措施。

（12）氧气管道与其它气体管道可同架敷设，其间距不得小于 0.25m，氧气管道应处于除氢气

管道外的其它气体管道之上。

（13）气体管路穿过墙壁或楼板时，应敷设在套管内，套管内的管段不应有焊缝。管路与套管

间，应采用不燃材料填塞，套管穿墙处应与墙平齐，穿地面（或楼板）处套管应高出地面（或楼板）

100mm。穿墙或楼板的套管：管径为 DN25 及以下用 DN50 套管，管径为 DN40、DN50 的用 DN100 套管。

（14）气瓶间所有释压和吹扫阀门通过管路连接到排空系统通向室外。排空管道宜每种气体分

开排放。

（15）每种气体管路系统中应设有相应的开关阀和压力表，开关阀一般采用球阀、针阀或隔膜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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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管材的壁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 的有关规

定，小尺寸管径管壁厚度还应符合本规范表 6.3.3 的要求：

表 6.3.3 小尺寸管径壁厚求

管道外径 壁厚要求

6mm(1/4")--10mm(3/8") 0.89mm(0.035")

15mm (1/2") 1.0/1.24mm（0.039"/0.049"）

20mm(3/4")—25mm (1") 1.65mm（0.065"）

（17）具有自燃性、剧毒性、强腐蚀性的特种气体，宜采用双套管设计。

（18）气体管道应采用全自动轨道焊接。阀件或管件连接处应采用径向面密封连接，不得采用

螺纹或法兰连接。 阀件衔接可采用卡套、螺纹、法兰接口形式；超高纯/自燃/毒/腐气体阀

件应采用 VCR 形式衔接。

（19）低压空气、氮气可采用球阀；易燃易爆气体宜采用针阀；有毒、腐蚀应采用隔膜阀，氧

化性气体宜采用隔膜阀。

（20）气体管道连接用密封垫片宜选用不锈钢垫片，垫片的材质与气体的性质应相容，密封垫

片及填料不应采用易脱落碎屑、纤维的材料或可燃的材料制成。

6.2.3 管道材料

（1）气体管道应具有强度高、稳定性好、耐气体腐蚀的特点，管道必须由高质量、光亮退火型

的优质无缝不锈钢管 316L(BA 和 EP)组成。污染后的管道配件禁止使用。

（2）易燃气体和氧化性气体，以及吹扫气体的管道和管件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内表

面应进行洁净和钝化处理。

（3）腐蚀性气体管道，宜采用二次真空电弧熔炼的奥氏体不锈钢或镍基合金材料的无缝钢管，

内表面应进行洁净和钝化处理。

（4）双层管的外层管道宜采用 SS304AP 管或 SS304BA 不锈钢管道，内层管道应按所输送特种气

体的性质匹配。

（5）特种气体系统的排气、尾气真空管道宜采用普通不锈钢管道，并应经过脱脂处理。

（6）氧化性气体系统应采用专用禁油阀门、附件和管材，并应进行脱脂处理。

（7）高纯氧气的内垫片及填料不应采用易脱落碎屑、纤维的材料或可燃的材料制成，与氧气接

触的仪表阀门必须经过脱脂处理。

（8）实验室供气管道宜采用英制不锈钢管；高纯（99.99%~99.999%）气体应采用不锈钢 316L BA

材质(表面处理 Ra<=0.7um)；纯度超过 99.999%的气体、腐蚀性气体、自燃气体应采用 316L EP 材

质(表面处理 Ra<=0.25um)；压缩空气可采用 304L 材质。

6.2.4 管道标识

（1）气体管道必须进行管道标识，标识包括气体名称和流向，对于具有特种气体，标识应符合

GB50646 的要求。

（2）管道上粘贴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道内径小于等于 100mm 的水平直管道，以人员视线为基准方位，应每隔 3m 粘贴一张；管

道内径大于 100mm 的水平管道，以人员视线为基准方位，应每隔 6m 粘贴一张；

b.管道内径小于等于 100mm 的垂直管道，应每隔 2m 粘贴一张，并以地面向上 150cm 处为基

准位置粘贴一张；管道内径大于 100mm 的垂直管道，应每隔 4m 粘贴一张，并以地面向上 150cm 处

为基准位置粘贴一张；

c.管道阀件、弯头的的连接处，工艺设备与管道的连接处，以及管道穿越墙、壁、楼板的两 侧

部分都应各粘贴一张；

d.标识粘贴应整齐、牢固,水平管道的标识中心应相互对齐，垂直管道的标识上边缘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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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制和安装

7.1 一般规定

7.1.1 气体系统工程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36 的有关规定。

7.1.2 气体系统使用的不锈钢管应采用全自动轨道焊机焊接，高纯氩气保护。

7.1.3 安装和试验检测用计量器具应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7.1.4 气体系统工程施工前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业主审批后实施。

7.1.5 主要设备材料进场应提供下列文件：

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性能测试报告；

产品安装、使用、维护和试验要求等技术文件；

产品规格、型号、数量、设备附件及专用工具。

7.1.6 进口设备材料进场应提供下列文件：

产品商检证明和中文格式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产品规格、型号、性能测试报告；

产品安装、使用、维护和试验的技术文件。

7.1.7 进场设备材料不符合本规范和相关技术规定要求时，不得在工程中使用。

7.1.8 设备材料进场验收、焊接试件鉴定时，建设单位技术人员应在场核实。

7.2 气瓶柜的安装

7.2.1 气瓶柜应按设计要求定位。

7.2.2 气瓶柜就位找平找正后，应固定牢固。

7.2.3 气瓶柜的垂直度偏差不得大于 1.5‰，成列盘面偏差不应大于 5mm。

7.3 气体管道安装

7.3.1 气体管道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气体管道、管件、阀门和仪表的材质、型号规格、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

b.气体系统阀门、过滤器、调压阀、仪表等附件应采用自动轨道氩弧焊；

c.管外径大于 12.7mm 的管道弯头应采用成品弯头；管外径小于等于 12.7mm 的弯头可在现

场使用专用弯管器煨制，煨制弯头的变形率应小于 5％；

d.气体管道的专用弯管器规格必须与管道规格相匹配，严禁公制弯管器与英制弯管器混用；

e.当安装结束时，所有系统内应充氩气或氮气正压保护。

7.3.2 特种气体管道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道连接应使用自动轨道氩弧焊，所用氩气纯度不得小于 99.999%,焊接用气体应加装可

调节流量计显示气体流量，内保护气应装压力计监测管内压力；

b.工作人员应穿戴洁净手套进行下料、焊接、预制等各项操作，不得在装修环境下进行操作；

c.管外径小于等于 12.7mm 的管道切割可使用不锈钢管切管器，切割后应以平口机处理管口；

d.并用专用倒角器去除管口内外毛刺，切口端面应垂直、不变形，满足不加丝自动焊要求，

不得使；

e.用塑料管割刀替代；

f.平口机加工时用高纯氮气吹扫。加工后将切口向下，并在另一端用高纯氮气快速吹扫，不

得将刚切割的管口向上；

g.管外径大于 12.7mm 的管道切割应采用不锈钢管洁净专用切割机，切割时不得使用润滑油；

切口端面应垂直、无毛刺、不变形；满足不加丝自动焊要求；不得使用手工锯、砂轮切割机切割；

h.管道切管作业时，应在管内通入高纯氮气，并不得损伤管道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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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及验收

气体输送的设计和施工均应符合本标准及其引用的规定。

8.1 管路与系统验收

8.1.1 外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件的安装位置和方向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b.焊接管道特别是弯管处不应有裂纹；

c.焊缝的凹陷度、凸起度、错边量分别小于管壁厚度的 10%，焊缝宽度应小于三倍管壁厚度，

焊缝偏斜度应小于焊缝宽度的 20%；并应做到焊缝色泽无明显变色。

8.1.2 文件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道组成件应有质量文件；

b.施工过程中的焊样、焊接日志完整。

8.1.3 气体管道外观检查合格后,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压力试验：

a.压力试验应采用气压试验，试验气体宜采用高纯氮气或高纯氩气；

b.在进行气压试验前应确认完成管道吹扫；

c.管道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15 倍，时间应保持 30min；

d.管道气密性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05 倍，时间应保持 24h；

e.压力试验过程应记录起始、终止温度，温度、压力修正后的压降值不得超过 1%；

f.压力试验合格后，应提交测试报告。

8.1.4 自燃性、毒性、腐蚀性特种气体系统压力试验完成后，应按 GB50646 进行氦检漏试验。

8.2 气体探测/监控系统验收

8.2.1 气体探测器安装完成后，应按设计文件检查气体探测器的类型、报警设定值和标定时间、

安装位置、数量、排放管道位置、电源信号接线、出厂质量文件等。并应对探测器的输出信号进行

模拟测试。

8.2.2 气体探测、监控系统安装后，应检查内存和硬盘容量、CPU、控制箱面板、输入输出设备、

位置和数量、电缆规格、电源、接地等实施，并校验与设计文件是否一致。根据控制逻辑，对各报

警 和切断信号进行模拟测试，保证声光报警和联动控制正确动作。

8.2.3 测试软件系统图形与实际系统应一致，操作系统、登录安全级别、远程登录、历史数据

存储 位置、短信通知、通讯协议、反应速度等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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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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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智能气体监测系统

C.1 智能气体监测系统包括气路阀门控制、泄漏侦测、压力侦测、流量侦测等，与气体监测终端

联网，以确保终端的控制及系统的联动功能。

C.2 气路阀门控制一般指气动阀或带执行机构的阀门，可通过电磁阀+气动阀控制，在紧急情况下

切断，同时与强排风装置联动，保证供气安全。

C.3 泄漏侦测

参考标准：GB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的检测系统应采用两级报警。有毒气体和可燃气体同时报警时，有毒气体

的报价级别应优先。

C.4 探测器的安装：

检测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探测器，其安装高度应距地坪（或楼地板）0.3~0.6m。检

测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探测器，其安装高度宜在释放源上方 2m 内。检测比空气略重的

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探测器，其安装高度宜在释放源下方 0.5~1m。检测比空气略轻的可燃气体或

有毒气体探测器，其安装高度高出释放源 0.5~1m。环境氧气探测器的安装高度宜距地坪（或楼地

板）1.5~2m。

C.5 探测器的类型：烃类可燃气体可选用催化燃烧型或红外气体检测器；惰性气体如二氧化碳宜

采用红外式；毒性和腐蚀性气体宜采用泵吸式。

C.6 探测器的探测范围：有毒气体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室外不宜大于 2m，室内不宜大于 1m；

可燃气体检测器的有效覆盖水平平面半径，室内宜为 7.5m，室外宜为 15m。

C.7 探测器的探头传感器需定期去计量院检测并定期更换。

C.8 气体泄漏监测探头应与声光报警器、排风阀、紧急切断阀、强排风装置联动控制。

C.9 压力侦测

（1）压力侦测是指对钢瓶压力、管道压力或者相关的压力容器的压力进行实时监控的系统。

（2）压力侦测方式：压力传感器、压力开关等

（3）压力侦测输出信号：压力传感器输出 4~20mA 信号，压力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

C.10 安全防御器

（1）在当前操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无法拆缷气源，能有效防止工作员的操作失误，避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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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故的发生。

（2）可与智能安全输送柜和汇流排等多个系统实现安全联动。

（3）全自动实施，无需专人操作。

C.11 根据实验室的规模和特点，气体终端监测可采用分层独立控制的 PLC 控制箱或整体控制的

PLC 控制箱+上位机等。

C.12 智能气体监控系统应具备灵活、方便的远程终端监控操作的功能，如手机 APP 远程控制等。

C.13 气体终端监测应可查看、设置或更改气体报警的压力、气体上限的流量等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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