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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为

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93-2009 ，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其中，第 3. O. 1 、 3.0.2 、 3.0.4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00九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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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 2005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

订计划(第二批) )) (建标函 (2005J124 号)的通知，由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组织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会同有关单位

共同编制而成。

在编制过程中，针对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中的

捡(探)测点确定、检测报警系统以及指示报警设备的设置等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近年来石油化工企业使用可燃气体

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

术标准，并征求有关设计、生产、科研和检测器制造单位等方面的

意见，对其中主要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6 章和 3 个附录。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一般

规定、检(探)测点的确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ìJltl:lR警系统以及

检(探)测器和指示报警设备的安装等 o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负责本规范

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负责对

规范条文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作。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有关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

验，注意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寄

往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中州

西路 27 号;邮编， 471003) 。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z 中国石化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

1 •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参编单位:北京燕山时代仪表有限公司
元锡格林通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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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油诺安电子有限公司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文科武李苏秦罗明袭炳安玉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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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贝。

1. 0.1 为预防人身伤害以及火灾与爆炸事故的发生，保障石油化

工企业的安全，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石油化工企业新建、扩建及改建工程中可燃

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的设计。

1. O. 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的设计，除执行本

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自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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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pJ燃气体 combustible gas 

指甲类可燃气体或甲、乙A 类可燃液体气化后形成的可燃气

体。

2.0.2 有毒气体 tOX1C gas 

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通过机体接触可引起急性或慢性

有害健康的气体。本规范中有毒气体的范围是《高毒物品目录》

(卫法监发 (2003J142 号)中所列的有毒蒸气或有毒气体。常见的

有:二氧化氮、硫化氨、苯、氧化氢、氨、氯气、一氧化碳、丙烯腊、氯

乙烯、光气(碳眈氯)等。

2. O. 3 释放源 source of release 

指可释放能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或有毒气体的位置或地

点。

2.0.4 检(探)测器 detector 

指由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将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浓度转换

为电信号的电子单元。

2.0.5 指示报警设备 indication apparatus 

指接收检(探) ì91IJ 器的输出信号，发出指示、报警、控制信号的

电子设备。

2.0.6 检测范围 sensible range 

指检(探)捆tl 器在试验条件下能够检测出被测气体浓度的范

围。

2.0.7 报警设定值 alarm set point 

指报警器预先设定的报警浓度值。

2.0.8 响应时间 response tlme 

指在试验条件下，从检(探HM器接触被测气体到达到稳定指

示值的时间。通常，达到稳定指示值 90% 的时间作为响应时间;

恢复到稳定指示值 10%的时间作为恢复时间。

2. O. 9 安装高度 vertical height 

指检(探)测器检ì91tl 口到指定参照物的垂直距离。

2.0.10 爆炸下限 Lower Explosion Limit(LEL) 

指可燃气体爆炸下限浓度(V%)值。

2.0.11 爆炸上~~ U pper Explosion Limi t (UEU 

指可燃气体爆炸上限浓度 (V%)值。

2. 0.12 最高容许浓度 Maxî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 

(MAC) 

指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均不应超过的有毒化

学物质的浓度。

2.0.13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Short Term Exposure Lirnit (PC-STEL) 

指一个工作日内，任何一次接触不得超过的 15min 时间加权

平均的容许接触浓度。

2.0.14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Time Weighted Average (PC-TWA) 

指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 8h 工作日的平均容许接触水平。

2.0.15 直接致害浓度 Imrn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concentration(IDLH) 

指环境中空气污染物浓度达到某种危险水平，如可致命或永

久损害健康，或使人立即丧失逃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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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 0.1 在生产或使用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的工艺装置和储运设

施的区域内，对可能发生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的泄漏进行检测时，

应按下列规定设置可燃气体检(探)泪tl器和有毒气体检(探)测器

1 可燃气体或含有毒气体的可燃气体泄漏肘，可燃气体浓度

可能达到 25%爆炸下限，但有毒气体不能达到最高容许浓度时，

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探)测器，

2 有毒气体或含有可燃气体的有毒气体泄漏时，有毒气体浓

度可能达到最高容许浓度，但可燃气体浓度不能达到 25%爆炸下

限时，应设置有毒气体检(探)测器，

3 可燃气体与有毒气体同时存在的场所，可燃气体浓度可能

达到 25%爆炸下限，有毒气体的浓度也可能达到最高容许浓度

时，应分别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探)测器;

4 同一种气体，既属可燃气体又属有毒气体时，应只设置有

毒气体检{探)测器。

3.0.2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的检测系统应采用两级报警。同一

检测j区域内的有毒气体、可燃气体检(探)测器同时报普时，应遵循

下列原则

1 同一级别的报警中，有毒气体的报警优先;

2 二级报警优先于一级报普。

3.0.3 工艺有特殊需要或在正常运行时人员不得进入的危险场

所，宜对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释放源进行连续检测、指示、报警，并

对报警进行记录或打印。

3.0.4 报警信号应发送至现场报警器和有人值守的控制室或现

场操作室的指示报警设备，并且进行声光报警。

3.0.5 装置区域内现场报警器的布置应根据装置区的面积、设备

及建构筑物的布置、释放源的理化性质和现场空气流动特点等综

合确定。现场报警器可选用音响榕或报警灯。

3. O. 6 可燃气体检(探)测器应采用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

验单位的计量器具制造认证、防爆性能认证和消防认证的产品。

3. O. 7 国家法规有要求的有毒气体检(探)测器应采用经国家指

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位的计量器具制造认证的产品。其中，防

爆型有毒气体检(探)测器还应采用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

单位的防爆性能认证的产品。

3. O. 8 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场所的检(探)测器，应采用固定式。

3.0.9 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宜独立设置。

3. 0.10 便携式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的配备，应根据

生产装置的场地条件、工艺介质的易燃易爆特性及毒性和l操作人

员的数量等综合确定。

3.0.11 工艺装置和储运设施现场固定安装的可燃气体及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系统，宜采用不间断电源 CUPS) 供电。 11Q汕站、加气

站、分散或独立的有毒及易燃易爆品的经营设施，其可燃气体及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可采用普通电源、供电。

3.0.12 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见附录 A; 常用有毒气体、蒸气

特性见附录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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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探)测点的确定

4.1 一般原则

4. 1. 1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探)测器的检(探)测点，应根据气

体的理化性质、释放源的特性、生产场地布置、地理条件、环境气

候、操作巡检路线等条件，并选择气体易于积累和便于采样检测之

处布置。

4. 1. 2 下列可能泄漏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主要释放源应布置检

(探)测点

1 气体压缩机和液体泵的密封处;

2 液体采样口和气体采样口，

3 液体排液(水)口和放空口;

4 设备和管道的法兰和阀门组。

4.2 工艺装置

4.2.1 释放源处于露天或敞开式厂房布置的设备区域内，检(探)

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检(探)测点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时，可燃气体检(探)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15m，有毒气体

检(探)捆~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2m;

z 当检(探)视l点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时，可燃气体检(探)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5m，有毒气体

检(探)测点与粹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1m ，

4.2.2 可燃气体释放源处于封闭或局部通风不良的半敞开厂房

肉，每隔 15m 可设一台检(探)测器，且检(探)测器距其所覆盖范

周内的任一释放源不宜大于 7.5m o 有毒气体检(探)测器距释放

源不宜大于 1m ，

4.2.3 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释放源处于封闭或局部

通风不良的半敞开厂房内，除应在释放源上方设置检(探)测器外，

还应在厂房内最高点气体易于积聚处设置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检

(探〕测器。

4.3 储运设施

4.3.1 液化娃、甲B 、乙A 类液体等产生可燃气体的液体储罐的防

火堤内，应设检(探)测器，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检(探)测点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时，可燃气体检(探)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15m，有毒气体

检(探)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2m;

2 当检(探)扭点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时，可燃气体检(探)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宽大于 5m，有毒气体

检(探)测点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1m。

4.3.2 液化;腔、甲B 、乙A 类液体的装卸设施，检(探〉测器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小鹤管铁路装卸校台，在地丽上每隔一个车位宜设一台检

(探〉测器，且检(探)测器与装卸车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5m;

2 大鹤管铁路装卸找台，宜设一台检(探)测器;

3 汽车装卸站的装卸车鹤位与检(探)测器的水平距离，不应

大于 15m，当汽车装卸站内设有缓冲罐时，检(探)测器的设置应

符合本规范第 4.2.1 条的规定。

4.3.3 装卸设施的泵或压缩机的检(探)测器设置，应符合本规范

第 4.2 节的规定。

4.3.4 液化烧灌装站的检(探)测器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t

1 封闭或半敞开的灌瓶间，灌装口与检(探)测器的距离宜为

5m r--.- 7.5rn; 

2 封闭或半敞开式储瓶库，应符合本规范第 4. 2. 2 条规定;
7 • 



敞开式储瓶库房沿四周每隔 15m~30m J.iiL设一台检(探)测器，当

四周边长总和小于 15m 时，应设一台检(探)测器 z

3 缓冲罐排水口或阀组与检(探)测器的距离，宜为 5m~

7.5m 。

4.3.5 封闭或半敞开氧气;在瓶闷，应在灌装口上方的室内最高点

且易于滞留气体处设检(探)测器。

4.3.6 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装卸码头，距输油臂水平平面 15m

范围内，应设一台检(探)测器。

4.3.7 储存、运输有毒气体、有毒液体的储运设施，有毒气体检

(探)测器应按本规范第 4.2 节和第 3.0.10 条的规定设置 o

4.4 其他有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扩散与积聚场所

4.4.1 明火加热炉与可燃气体释放源之间 .~E加热炉炉边 5m 处

应设检(探)测器。当明火加热炉与可燃气体释放源之间设有不燃

烧材料实体墙时，实体墙靠近释放源的一侧应设检(探)测器。

4.4.2 设在爆炸危险区域 2 区范围内的在线分析仪表间，应设可

燃气体检(探)测器。

4.4.3 控制寒、机柜阅、变配电所的空调引风口、电缆沟和电缆桥

架进入建筑物的洞口处，且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有可能进入时，主王

设置检(探)测器。

4.4.4 工艺阀井、地坑及排污沟等场所，且可能积聚比重大于空

气的可燃气体、液化炬或有毒气体时，应设检(探)测器。

8 • 

5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5.1 系统的技术性能

5. 1. 1 检(探)测器的输出信号宜选用数字信号、直'ú点信号、毫安

信号或毫伏信号。

5. 1. 2 报警系统应具有历史事件记录功能。

5. 1. 3 系统的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作业环境气体检

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GB 12358、《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 

和《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6808 的有关

规定;系统的防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

器设备))GB 3836 的要求。

5.2 检(探)测器的选用

5.2.1 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检(探)测器的选用，应根据检(探)

测器的技术性能、被测气体的理化性质和生产环境特点确定。

5.2.2 常用气体的检(探)测器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短类可燃气体可选用催化燃烧型或红外气体检(探)测器。

当使用场所的空气中含有能使催化燃烧型检测元件中毒的硫、磷、

硅、铅、卤素化合物等介质时，应选用抗毒性催化燃烧型检(探)测

器;

z 在缺氧或高腐蚀性等场所，宜选用红外气体检(探)测器$

3 氢气检测可选用催化燃烧型、电化学型、热传导型或半导

体型检(探)测器;

4 检测组分单一的可燃气体，宜选用热传导型检(探)测器;

5 硫化氢、氯气、氨气、丙烯脂气体、一氧化碳气体可选用电

化学型或半导体型检(探)测器;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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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指示报警设备的选用

生变化恢复到正常水平，仍应持续报警。只有经确认并采取措施
后，才能停止报警 3

8 在下列情况下，指示报警设备应能发出与可燃气体或有毒

气体浓度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故障报警信号

1)指示报警设备与检(探)测器之间连线断路 3

2)检(探)测器内部元件失效;

3)指示报警设备主电源欠压，

4)指示报警设备与电源之间连接线路的短路与断路。

9 指示报警设备应具有以下记录功能:

1)能记录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报警时间，且日计时误差不
超过 30s;

D能显示当前报警点总数;

3)能区分最先报警点。

5.3.2 根据工厂(装置)的规模和特点，指示报警设备可按下列方

式设置:

1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与火灾检测报警系统

合并设置;

2 指示报警设备采用独立的工业程序控制器、可编程控制器

6 氯乙烯气体可选用半导体型或光致电离型检(探)测器 3

7 氟化氢气体宜选用电化学型检(探)测器 s

8 苯气体可选用半导体型或光致电离型检(探)测器;

9 碳田先毒草(光气)可选用电化学型或红外气体检(探)测器。

5.2.3 检(探)测器防爆类型和级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

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选用，并

应符合使用场所爆炸危险区域以及被检测气体性质的要求。

5.2.4 常用检(探)由ú器的采样方式，应根据使用场所确定。可燃

气体和有毒气体的检测宜采用扩散式检(探)测器;受安装条件和

环境条件的限制，无法使用扩散式检(探)测器的场所，宜采用吸入

式检(探)测器。

5.2.5 常用气体检(探)测器的技术性能可按附录 C 选择。

5.3.1 指示报警设备应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1 能为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检(探)测器及所连接的其他部

件供电;

z 能直接或间接地接收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探) ìm~ 器及

其他报警触发部件的报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予以保持。

声光报警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再次有报警信号输入时仍能发出报

警;

3 可燃气体的测量范围 ;0~100%爆炸下限，

4 有毒气体的测量范围宜为 0~300%最高容许浓度或 O~

300%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5 当现有检(探)测器的测量范闹不能满

足上述要求时，有毒气体的测量范围可为 0~30%直接致害浓度，

5 指示报警设备(报警控制器)应具有开关量输出功能，

6 多点式指示报警设备应具有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的报警功

能，并能区分和识别报警场所位号;

7 指示报警设备发出报警后，即使安装场所被测气体浓度发

等

3 指示报警设备采用常规的模拟仪表;

4 当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与生产过程控制系

统合并设计时，输入/输出卡件应独立设置。

5.3.3 报警设定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燃气体的→级报警设定值小于或等于 25%爆炸下
ßIJ! ; 

2 可燃气体的二级报警设定值小于或等于 50%爆炸下

限;

3 有毒气体的报警设定值宜小于或等于 100%最高容许浓

度/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当试验用标准气调制困难时，报警设定
• 10 • • 11 • 



值可为 200%最高容许浓度/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以下。当现有
检(探) lm~器的i测量范围不能满足测量要求时，有毒气体的测量范
围可为 0~30%直接致害浓度;有毒气体的二级报警设定值不得

超过 10%直接致害浓度值。

12 • 

6 检(探)测器和指示报警设备的安装

6.1 检{探)测器的安装

6. 1. 1 检测比重大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检(探)测器，其安装高度应

距地坪(或楼地板)0. 3m~0. 6mo 检测比重大于空气的有毒气体

的检(探)测器，应靠近泄漏点，其安装高度应距地坪(或楼地板)

O. 3m~O. 6m , 

6. 1. 2 检测比重小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的检(探)测器，

其安装高度应高出释放源。 5m~2m。

6. 1. 3 检(探)测器应安装在无冲击、元振动、元强电磁场干扰、易

于检修的场所，安装探头的地点与周边管线或设备之间应留有不

小于 0.5m 的净空和出入通道。

6. 1. 4 检(探)测器的安装与接线技术要求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规定。

6.2 指示报警设备和现场报警器的安装

6.2.1 指示报警设备应安装在有人值守的控制室、现场操作室等

内部。

6.2.2 现场报警器应就近安装在检(探)测器所在的区域。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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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序
引燃温

沸，白 闪点
爆炸地皮 火灾 蒸气

物质名称 度。C) (V%) ~世t〉险类性 密度 备注
号

/组别
('C) ('C) 

。目ni下限上限
附录 A 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

21 丙烯 460/Tl -47.2 2.0 11. 1 甲 1. 94 液化后为甲A

表 A 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表
22 1-丁烯 385jT2 -6.1 1. 6 10. 0 甲 2.46 液化后为甲A

23 2 丁烯(顺) 325/T2 3.7 1. 7 9.0 甲 2.46 榄化后为甲A

24 去丁烯〈反) 324/T2 1. 1 1. 8 9. 7 甲 2.46 液化后为甲A

25 丁一烯 420/T2 … 4.44 2.0 12 甲 2.42 液化府为甲A

序
引燃温

沸点 问点
爆炸榷度 火灾 蒸气

物质名称 度 ('C) CV%) 危险性 密度 备注
号

/组别
('C) ("C) 

分类 。面ni
下限 上限

甲烧 540/T! 161. 5 5.0 15.0 甲 O. 77 液化后为甲A 26 异丁烯 465/T! -6.7 1. 8 9. 6 甲 2.46 液化后为甲A

2 乙烧 515/T! 88.9 3, 0 15. 5 甲 1. 34 液化后为甲A 27 乙快 305/T2 81 2. 5 100 甲 1. 16 液化后为甲 AI

3 丙院 466/T! -42.1 2. 1 9, 5 甲 2.07 液化后为甲A 28 丙放 /T! • 2.3 1. 7 甲 1. 81 液化后为甲A

4 丁炕 405/T2 一 O. 5 1. 9 8.5 甲 2.59 液化后为甲A 29 苯 560/T! 80. 1 -11. 1 1. 3 7. 1 甲 B 3.62 

5 戊烧 260/T3 36.07 <-40.0 1. 4 7.8 甲 u 3.22 30 甲苯 480/T! 110.6 4.4 1. 2 7. 1 甲 U 4. 01 

6 己炕 225/T3 68.9 22.8 1. 1 7. 5 甲 B 3.88 31 己革 430/T2 136.2 15 1. 0 6. 7 甲臼 4.73 

7 庚炕 215/T3 98.3 3, 9 1. 1 6.7 甲 B 4. 53 32 邻…二甲苯 465/T! 144.4 17 1. 0 6.0 甲 B 4. 78 

8 半院 220jT3 125.67 13. 3 1. 0 6. 5 甲边 5.09 33 间二甲苯 530/Tl 138.9 25 1. 1 7.0 甲 B 4. 78 

9 :f:院 205 /T3 150.77 31. 0 O. 7 5.6 乙 A 5. 73 34 对…二 fjl 苯 530/Tl 138. 3 25 1. 1 7.0 甲 U 4. 78 

10 环丙炕 500fTl 一 33.9 2, 4 10.4 即 1. 94 液化后为甲A 35 苯乙烯 490/T! 146. 1 32 1. 1 6. 1 乙A 4.64 

11 环戊炕 380/T2 469.4 <-6.7 1. 4 甲 u 3. 10 36 环氧乙烧 429/T2 10.56 <-17.8 3ω6 100 甲A 1. 94 

12 异丁烧 460/Tl 11. 7 1. 8 8.4 甲 2.59 液化后为甲A 37 环氧丙炕 430/T2 33.9 -37.2 2.8 37 甲 B 2. 59 

13 环己烧 24S/T3 81. 7 -20.0 1. 3 8.0 甲丛 3. 75 38 甲基醋 350/T2 -23.9 3.4 27 甲 2.07 液化后为甲A

14 异戊院 420/T2 27.8 <-51. 1 1. 4 7.6 甲自 3. 21 39 乙醒 170/T4 35 45 1. 9 36 甲 B 3.36 

15 异半烧 410/T2 99.24 12.0 1. 0 6.0 甲 8 5.09 40 乙基甲基隧 190/T< 10. 6 37.2 2.0 10. 1 甲 A 2. 72 

161 z:，蕃环丁烧 210/T3 71. 1 <-15.6 1. 2 7.7 甲 u 3. 75 41 一甲酷 240/T3 一 23. 7 3.4 27 甲 2.06 液化后为甲 AI

17 乙基环戊炕 260/T3 103.3 <21 1. 1 6. 7 币 5 4.40 42 丁酷 194/T4 14 1. 1 25 1. 5 7.6 甲 u 5.82 

18 己基环己烧 262/T2 13 1. 7 35 O. 9 6.6 乙A 5.04 43 甲脖 385 /T2 63. 9 11 6, 7 36 甲 B 1. 42 

19 甲基环己烧 250/T3 101. 1 -3.9 1. 2 6.7 甲 B 4. 40 44 己目事 422/T2 78.3 12. 8 3.3 19 甲 B 2.06 

45 丙醉 440/T2 97.2 25 2, 1 13.5 口B 2.72 
」一 」20 乙烯 425/T2 一 103. 7 2. 7 36 甲 1. 29 液化后为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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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续表 A

11 
弓|燃诅

曲点 闪点
爆炸榷皮 火灾 蒸气

且7 
物质名称 度 ("C)

("C) ("C) 
(V%) t险性 密度 备注

/组别
下限 上限

分类 (\gInI) 
2 物质名特 引燃温

沸点 闪点
爆炸陆度

比1 蒸气
度 C "C ) 

('C) ('C) 
CV%) 密度 备注

/组别 下限 上限
分类 句;In1)

,16 丁醉 365/ '1'2 117.0 28. 9 L' 11. 2 乙A 3. 36 71 澳己烧 511/1'1 37.8 <-20 6, 7 11. 3 甲 B 4. 91 

47 戊酣E 300/T3 138.0 32. 7 L2 10 乙A 3.88 72 氯丙烧 520/T2 46. 1 <…17.8 2, 6 11. 1 'f1, 3.49 

48 异i可醇 399/T2 82 , 8 11. 7 2, 0 12 甲 B 2.72 73 氯丁炕 245/T2 76 , 6 9, 4 L8 10. 1 甲 B 4, 14 液化后为甲A

49 异丁醇 426/T2 108. 。 31. 6 L7 19. 0 乙A 3. 30 74 澳丁烧 265/T2 102 18.9 2, 6 6, 6 甲 B 6.08 

50 甲醋 430/T2 19 , 4 7, 0 73 甲 L 29 液化后为甲A 75 氯乙烯 413/T2 13 , 9 3, 6 33 甲 B 2, 84 液化后为甲A

51 乙峰 175/T4 21. 1 -37.8 4, 0 60 甲 B L 94 76 烯丙基氯 485/T! 45 32 2, 9 lL 1 甲。 3, 36 

52 尚自草 207/T3 48.9 9.4~7.2 2, 9 17 甲 B 2. 59 77 氯苯 640/T! 132. 2 28.9 L3 7, 1 乙A 5.04 

53 丙烯蘸 235/T3 51. 7 一 26. ] 2, 8 31 甲 B 2‘ 46 

54 两启明 465/T! 56. 7 17. 8 2, 6 12. 8 印巴 2.59 

1 ,2 
412/T2 6, 2 16 甲日 4.40 78 一氯乙炕 83 , 9 13. 3 

55 丁脱 230/T3 76 6, 7 2.5 12. 5 èJ1, 3.23 
791 1, 1>

二氯乙烯
570fT l 37.2 一 17.8 7, 3 16 'f1, 4.40 

56 甲乙酬 515/1'1 79.6 6, 1 L8 10 甲 B 3.23 80 硫化氢 260/T, 60.4 4, 3 45.5 甲 8 L 54 

57 环己酣 420/1'2 156. 1 '13.9 Ll 8, 1 0A 4.40 81 二硫化碳 90/T6 46.2 -30 L3 5, 0 甲 B 3.36 

58 乙阪 465 118.3 12.8 5, 4 16 乙A 2. 7Z 82 乙硫酶 300/T3 35.0 <26 , 7 2, 8 10.0 甲也 2.72 

59 甲酸甲陆 465/T! 32.2 18. 9 5, 0 23 甲 u 2. 72 83 乙腊 524/T! 81. 6 5, 6 4, 4 16.0 甲 B L 81 

60 叩阪L酣 455 54.4 20 2, 8 16 甲巳 3. 37 84 丙烯脯 481/T! 77.2 。 3, 0 17.0 甲 B 2.33 

61 醋酸甲醋 501 60 10 3, 1 16 甲臼 3.62 85 硝基甲烧 418/T2 10 1. 1 35.0 7.3 63 乙A 2.72 

62 附般乙酣 427/丁2 77.2 一 4， 4 2, 2 11. 0 甲 B 3.88 86 硝基己烧 414/T2 113 , 8 27.8 3, 4 5, 0 甲 B 3. 36 

63 醋酸丙酣 450 10 1. 7 14.4 2, 0 3.0 甲 B 4. 53 87 亚硝酸乙黯 90/T6 17 , 2 35 3, 0 50 甲自 3. 36 

64 醋酸丁酣 425/T2 127 22 L7 7, 3 甲 B 5.17 88 氟化氢 538/T! 26 , 1 17 , 8 5, 6 40 叩 μ L 16 

65 醋酸丁烯醋 427 /T2 717.7 7, 0 2, 6 印 B 3.88 89 甲胶 430/T2 6, 5 4, 9 20. 1 甲 2. 72 被化后为申A

66 丙烯瞪甲醋 415/T2 7 日， 7 2, 9 2, 8 25 甲 U 3.88 90 二甲胶 4ω/T2 7, 2 2, 8 14.4 甲 2. 07 

67 映喃 390 31. 1 <0 2, 3 14. 3 甲 B 2.97 91 毗幢 550/T2 115.5 <2.8 L7 12 甲 u 3. 53 

68 四氢吱喃 321/T2 66. 1 14.4 2, 0 11. 8 'f1, 3.23 92 氢 510/T1 -253 4, 0 75 甲 0.09 

69 吉现代甲惋 623/Tl 23.9 10. 7 17. 4. 甲 2.33 诚化后为甲A 93 天然气 484/T! 3, 8 13 甲

70 氯乙炕 519 12. 2 50 3, 8 15. 4 甲A 2.84 94 城市煤气 520/T! <-50 4, 0 甲 10.65 

16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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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j于
引燃温

沸点 闪点
爆炸由度 蒸气

物质名称 度 ('C) (v%) 密度 备注
号

/组别
('C) 〈巳)

分类 句jn1
下限上限

附录 B 常用有毒气体、蒸气特性

气化后为甲

95 液化石油气 1. 0 1. 5 甲A
类气体，上下

限按国际海 表 B 常用有毒气体、蒸气特性表
胁数据

96 轻石脑油 285fT3 36~68 <-20.0 1. 2 甲 B 二三:i. 22 

97 重石脑油 233 fT3 65-177 22-白 o. 6 甲 B ~且 61

相时 时悴|均浓间加权 短时间
最高睿

直接

序 熔点 沸点 睿许 接触容 致害

号
物质名称 密度 ('C) ("C ) 度 许浓度

许浓度
榷度

(气体〉 Cmg/m3) (mg/m3) 
Cmg/m3 ) 

(mg/m3) 

98 汽油 280fT3 50--150 <-20 1. 1 5.9 甲 B 4. 14 
1 一氧化碳 0.97 199. 1 191. 4 20 30 1700 

闪点按

99 喷气燃料 200fT3 80--250 <28 0.6 己A 6.47 GB 1788一79
2 氧乙烯 2. 15 一 160 13.9 10 25 

的数据 3 硫化氢 1. 19 85.5 一60.4 10 430 

100 煤油 223fT3 150，....，3 刀 三ζ45 0.6 己A 6.47 4 氯 2.48 -101 一34.5 1 88 

101 原油 甲B 5 氟化氢 0.93 一 13.2 25. 7 1 56 

注"蒸气密度"一栏是在原"蒸气比重"数值上乘以1. 293 ，为标准状态下的密度。 6 丙烯脯 1. 83 83.6 77.3 1 2 1100 

7 二氧化氮 1. 58 11. 2 21. 2 5 10 96 

8 苯 2. 7 5. 5 80 6 10 9800 

9 氨 O. 77 78 -33 20 30 360 

10 碳曹先氯 1. 38 104 8.3 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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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常用气体检(探)测器的技术性能表

表 C 常用气体检(探)测器的技术性能表

项目
催化燃烧型 热传导型 红外气体 半导体型 电化学型 光致电离骂过

拉(探)测器 检〈探〉测器 检(探)测器 检〈探〉测器 检〈探〉测器 检〈探〉测据

被测气的 帘要
无 无 无 无 元

肯氧要求 O2>10% 

可燃气 《爆炸 爆炸下限
0~100% 

三三爆炸 ζ爆炸 〈爆悻

测量范围 下限 ~100% 下限 下限 下限

不适用的 大分子
H , 炕炬

H2 ,CO , 
被测气体 有机物 CH，① 

相对响应时间
与被测

中等 较短
与被测

中等 较短
介质有关 介质有关

检测干扰气体 无
CO2 , 

有
S02 , 

S02 , NO" ② 

氟利昂 NO" ,H02 

使检测元件 Si , Pb 白， S02

中毒的介质 卤章、日，8
无 元

卤章
C02 无

辅助气体要求 元 元 无 无 无 无

注①为离于化能级高于所用紫外灯的能级的被扭l 物 5②为离子化能级低于所用

紫外灯的能级的被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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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严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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