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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有毒与可燃性气体检测系统

安全评价导则

GB／T 26073--2010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安全监测的固定式气体检测系统评价的术语和定义、项目和内容以及气体检测

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有毒和易燃气体检测系统的安全评价。本标准不适用于消防及安全守则的规定。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老化conditioning

将气体传感器暴露于被测气体以更快地稳定其性能的必要步骤。

2．2

故障安全继电器fail—safe relay

断电时，自动防故障装置自动回归安全操作条件的报警继电器。

2．3

过滤延迟filter lag

由于化学、机械或电子滤波器引起的传感器检出时间的滞后。

2．4

锁定latching

报警继电器在报警条件解除后不会自动复位，警报必须通过人工解除。

2．5

中毒poisoning

被测气体以外的其他气体暂时或永久地使传感器无法工作。

2．6

量程漂移span drift

传感器或气体检测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校准点或量程的偏离。

2．7

替代气体surrogate gas

能够模拟被测气体与传感器的相互作用，用于传感器的校准，以避免或减少高毒性或腐蚀性气体的

使用。

2．8

零点漂移zero drift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间隔内，零点示值的漂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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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的项目和内容

3．1精确度

检测系统规定的精确度是多少。该精确度在哪个时间段(该检测系统应进行的校准之前)内有效。

3．2报警

是否有故障报警。每一检测点有几种报警水平。检测点可设置的报警范围是多少。报警器是否可

以进行调节。在何种情况下会启动报警器。报警器是单个检测点专用还是一组检测点共用。

3．3校准

3．3．1是否有校准要求。多久校准一次，如何完成。校准可在距离检测点较远的地段完成还是必须在

现场完成。校准需要使用哪些仪器。是否可使用替代气体。是否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校准的准确度

是否会受到湿度的影响。

3．3．2在系统启动多长时间后可以对气体检测系统进行校准。

3．4认证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具有必要的认证证书。

3．5通讯

气体检测系统可给出何种连续通讯，支持何种通讯协议。通讯是单向还是双向。

3．6老化要求

检测系统是否需要定期老化。

3．7成本

设备及安装的初期成本。系统的使用成本。扩大系统检测能力的新增成本。

3．8数据存储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带有数据存储系统。

3．9诊断

系统包括哪些诊断功能。系统内部的电器或机械故障是否能被检出。检出故障后是否会启动报

警。诊断结果是否通过模拟和／或数字输出进行通讯。气体检测系统是否对故障建档。自动防故障装

置是否能够发现故障。系统是否会提醒用户需要进行校准。是否对通讯输出进行监控。

3．10显示

气体检测系统可提供何种本地显示。显示器位于何处。能否以工程单位显示气体含量水平并以信

号灯指示警报。其他诊断和控制功能启动时是否能显示。结果是否易于远程读取。

3．11漂移

气体检测系统在30天、60天、90天以及180天内的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各是多少。系统是否对漂

移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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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环境条件

气体检测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耗材储存的温度和相对湿度要求是多少。环境变化，如湿度快速瞬

变或温度变化是否会使气体检测系统读数迅速升高或漂移到报警条件。

3．13设备故障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能够报告单点故障。何种故障模式会同时限制气体检测及故障报告。

3．14系统扩展

气体检测系统能否进一步扩展以容纳新增检测点。将其整合人用户系统(硬件、安装、程序等)的难

度如何。

3．15多点巡回采样系统

3．15．1采样距离

气体检测系统的最大采样距离。采样管线内壁吸附引起的测定误差。

3．15．2采样周期

如进行多点采样，对同一检测点进行一次测量的时间间隔。

3．15．3样品污染

多点采样时，应如何避免管路系统被朽染和相互反应。

3．16过滤延时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使用了任何可能减缓响应的机械、化学或电子过滤器。预计延迟时间是多少。

3．17安装和布线

系统能否以主干线(总线、环形、星形)的构造布线。是否有特殊的要求以确保不出现接地回路

故障。

3．18隔离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有特殊的电气隔离或接地要求。

3．19检测限值

3．19．1报警下限

为气体检测系统设定的、使其不会因传感器的漂移或信噪比而启动报警的最低报警水平。

3．19．2检测下限

对于每一种气体传感器能检测到的最低含量值。

3．19．3检测上限

气体检测系统能可靠测量的最高气体含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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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线性

在气体检测系统全量程上结果输出的线性情况。

3．21维修间隔

制造商建议的维修频率。维修涉及的方面。哪些部件可能需要维修或定期更换。

3．22其他公用设施

除供电之外，系统运行还需要的公用设施。如压缩空气、氢气、氧气等。

3．23输出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有模拟输出、数字输出或继电器输出。每个系统有多少输出装置。

3．24物理规格

气体检测系统的尺寸规格。

3．25中毒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容易受到会降低系统性能或使其被污染或不能运行的气体或蒸气的影响。

3．26定位效应

为使气体检测系统实现最优化运行，是否对传感器、检测器或采样点有特定方位的要求。

3．27断电

系统断电时气体检测系统会出现什么情况。供电恢复后，系统完全运行的滞后时间是多少。

3．28电力要求

系统对电力(交流、直流、电压和电流)的要求。气体检测系统对总功率的要求。

3．29恢复时间

气体检测系统一旦接触高浓度被测气体之后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恢复到原定被测气体浓度值的百分

之十。

3．30重复性

气体检测系统反复测定相同浓度气体时测量所得结果的一致性。

3．31寿命

气体检测系统，包括主机、检测传感器以及消耗品的预期寿命。

3．32耗材

系统是否含有消耗品。每隔多久对其进行更换。耗材更换是否可由用户进行，还是必须由制造厂

人员前来服务。

3．33分辨能力

系统对气体浓度变化的分辨能力如何。用户能否对分辨能力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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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响应时间

引入被测气体后，气体检测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被测气体浓度值的90％。

3．35电波／电磁干扰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符合抗电波／电磁干扰的要求。

3．36自检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带有自检程序。自检是如何完成的。自检的时间间隔是多少。操作人员能否实

行自检。

3．37传感器更换

更换传感器时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节或编程作业。

器只能现场校准还是也可以在工厂校准。

3．38传感器规格

是否对于每一种必须监测的气体都有特定的传感器。

实警报的干扰。

传感器正式运行前是否有一个准备期。传感

是否存在使气体检测系统错误报警或掩盖真

3．39服务与支持

系统制造商在设备安装后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能力如何。制造商是否有24小时无休假服务计划。

3．40零部件供货

制造商零部件供货情况如何。急用零部件是否总是能够取得。

3．41特殊处理注意事项

零部件需要特殊的处理、存储、使用或处置的注意事项。

3．42储存和保存期限

耗材的储存要求。这些耗材是否有保存期限。

3．43系统检查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有连续性的或间歇性的系统检查设施。时间间隔是多少。

3．44系统的通用性

气体检测系统是否是通用的，能否使用户仅更换传感元件以变更待测气体的种类。需要进行多少

调整改造工作。这些工作可由用户在现场完成还是必须将检测系统返回制造厂完成。

3．45警醒要求

传感器是否需要定期进行警醒，以确认传感器是否正常运行。警醒的时间间隔是多少。

3．46稳定时间

系统安装或传感器更换后，气体检测系统的传感器在通电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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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质量保证

气体检测系统的质量保证期。

4气体检测技术

4．1 声学法(仅用于氢气测量)

压电晶体发送并接收脉冲式超声波。声波穿过两个气体试管，其中一个装满试样气体，另一个装满

标准气体。对返回的脉冲计数、进行标准温度折算并进行比较。通过数学计算，得到氢气的含量或爆炸

下限。

4．2接触法

接触式气体传感器通过比较惠斯登电桥的电阻变化对可燃气体进行测量。传感器包含两个电阻元

件，其中一个电阻元件接触到气体后电阻会增加，而另一个则保持恒定电阻。气体检测系统给出与气体

爆炸下限成正比的电流输出。

4．3电化学法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用于测量有毒气体。传感器与特定的有毒气体接触时会发生反应，反应产生的

电流与气体含量成正比。

4．4 FTIR法

傅立叶变换红外气体检测系统采用分光光度技术对气体进行检测和测量，将红外光通过气体样品，

分析由此产生的吸收光谱以确定其成分，输出的电流与气体含量成正比。

4．5红外法

红外气体检测系统测量气体对单色光的吸收，给出与气体含量成正比的电流输出。每种气体有其

特定的吸收波长。

4．6离子检测法

离子检测法用于检测硅烷等气体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硅微粒。进入电离检测器的二氧化硅微粒会

给出信号，该信号经过校准可给出被测气体的含量。

4．7分子发射分光光度法

样品气体进入氢火焰反应室，激发产生特征光谱，经光学过滤器并在光电倍增内被转换为电子信

号，以得到气体含量。

4．8纸带法

通过化学浸渍的纸带的颜色变化对有毒气体进行检测。纸带与待测气体接触时会改变颜色，经光

电转换得出气体含量。

4．9固态法

固体传感器由金属氧化物(通常为氧化锡)材料制成，其电阻在有毒气体存在时会发生变化，测量电

阻变化得到气体含量。薄膜半导体传感器将被测气体吸附到半导体上引起电子转移，测量电阻的变化

得到气体含量。

4．10应按照本标准第3章的规定对新技术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