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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0936《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分为若干部分:
———第1部分:可燃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
———第2部分:可燃气体和氧气探测器的选型、安装、使用和维护;
———第3部分:固定式气体探测系统功能安全指南;
———第4部分:开放路径可燃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
……
本部分为GB/T20936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079-29-2:2007《爆炸性环境 第29-2部分:气体探测器 

可燃气体和氧气探测器的选型、安装、使用和维护》。
本部分与IEC60079-29-2:2007相比,在结构上做了如下调整:
———增设4.1.1“概述”,将4.1.1变为4.1.2;
———将6.2.3标题修改为“固定式探测器的应用”,删除条款号6.2.3.1;
———将6.2.4标题修改为“移动式和便携式探测器的应用”,将6.2.4.2条款号调整为6.2.4.1,并将

其标题修改为“总则”,其他条款号顺延;
———将7.5.1条款号调整为7.6,7.5.2条款号调整为7.7。
本部分与IEC60079-29-2:200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用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增加引用了GB/T3836(所有部分);
● 用GB/T2900.35代替IEC60050-426、用GB3836.1代替IEC60079-0、用GB3836.14代

替IEC60079-10、用 GB/T3836.11代替IEC60079-20、用 GB/T20936.1—2017代替

IEC60079-29-1;
———删除了术语3.39“响应检查”,因已包含在3.16中;
———删除了第5章对工作原理的描述内容,因已包含在附录A中。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第1章中对于Ⅰ类设备增加了注。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海油天

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精密仪器有限公司、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刚、殷红、陈彬、王军、安鹏慧、刘姮云、马剑、胡世强、张丽晓。

Ⅲ

GB/T20936.2—2017



引  言

  当可燃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集聚导致可能对生命或财产造成危害时,可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探测器通过探测可燃性气体的存在并发出适当的声光报警降低危险。气体探测器也可以用于启动预防

措施(例如,设备停机、人员疏散及启动灭火程序)。
探测器也可用于监测低于燃烧下限的气体环境,低于燃烧下限的气体积聚也会使气体/空气混合物

的浓度达到潜在爆炸水平。用于此目的的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在GB/T20936.1—2017中规定。
然而,在可能出现可燃性气体的地方,仅靠探测器性能不能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探测器的正确选

型、安装、校准和定期维护,以及对探测技术所受限制的了解,对需要达到的安全水平都有极大影响。只

有通过全面可靠的管理,才能达到安全的目的。
一些气体和所有液体(水除外)的蒸气都具有毒性,也会对生命造成危害。所有可燃性蒸气,即便

浓度只是燃烧下限的很小一部分都可能有毒。GB/T20936.1—2017涉及的探测器不是专用防毒设

备,如果人员可能暴露于有毒蒸气中,则通常需要附加个人保护措施。GB/T20936.1—2017和

GB/T20936.2—2017所涉及的便携式探测器通常附加有特定有毒气体和贫氧气体探测器。用户需注

意,一些其他气体或蒸气的有毒成分会造成轻微贫氧,使用的探测器可能探测不到,或者不能充分探测

到该情况。

GB/T20936.1—2017规定了特定可燃气体探测器的通用要求。本部分针对上述内容提供必要的

背景知识。本部分涵盖了气体探测到不间断维护全过程所需的所有功能。不同章节的要求适用范围不

同,每一章尽可能独立。一些章节的内容虽有重复,但侧重点不同。表1给出了执行典型任务的相关条

款要求。

表1 执行典型任务的相关条款要求

适用对象 定义

气体和

蒸气基

本特性

信息

测量

原理

设备

选型

气体释

放特性

固定式

气体探

测系统

的设计

和安装

便携式

和移动

式可燃

气体探

测器的

使用

操作人

员培训

维护、

例行程

序、管
理总控

测量

原理

(全部

细节)
(规范

性)

环境

参数

(资料性)

功能(章节) 3 4 5 6 7 8 9 10 11 附录A 附录B

授权 + +++ +++ + + - - - + - -

综合管理 + +++ +++ + + - - + + - +

选型 +++ +++ + +++ +++ + ++ - + +++ +++

设计工程/管理 +++ +++ + +++ +++ +++ - - - +++ +++

安装工程/管理 +++ +++ + ++ +++ +++ - - - +++ +++

安装、技术的 ++ +++ ++ ++ ++ ++ - - - + ++

试运行 +++ +++ ++ + ++ +++ - ++ + - -

运行管理 ++ +++ ++ + + ++ ++ +++ +++ + +++

操作培训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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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适用对象 定义

气体和

蒸气基

本特性

信息

测量

原理

设备

选型

气体释

放特性

固定式

气体探

测系统

的设计

和安装

便携式

和移动

式可燃

气体探

测器的

使用

操作人

员培训

维护、

例行程

序、管
理总控

测量

原理

(全部

细节)
(规范

性)

环境

参数

(资料性)

使用/校准 +++ +++ - - - ++ ++ + +++ ++ ++

修理 ++ +++ ++ - - + + + +++ ++ -

  注:“+++”必需;
“++”建议;
“+”有用;
“-”不适用。

  本部分提出如何确定维护和校准周期的建议。如果有通用或行业专用强制性规程,则这些规程应

作为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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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2部分:可燃气体和氧气

探测器的选型、安装、使用和维护

1 范围

GB/T20936的本部分规定了符合GB/T20936.1—2017要求、用于工业应用和商业安全应用的

Ⅱ类可燃气体探测器的选型、安装、安全使用及维护的指南和操作规程建议。
本部分适用于通过惰化排除氧气而不是排除可燃性气体或蒸气实现防爆要求的氧气探测器。
本部分是实践知识的汇总,适用于利用气体传感器的电子信号形成仪表读数,同时启动预设声光报

警,或启动其他装置,或上述动作的组合,显示出现可燃性或潜在爆炸性气体或蒸气/空气混合物的设

备、仪器和系统。由于可燃性气体/空气混合物的集聚可能对生命和财产造成危害,可用这样的设备发

出警告,作为降低危险的方式。也可用于启动特定的安全措施(例如,设备停机、疏散、启动灭火程序)。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新安装的永久装置,如果可行,也适用于在用的永久装置。本部分也适用于新的

或在用的临时装置。
本部分也适用于便携式或移动式探测器(无论其年代或复杂性)的安全使用。由于大部分这种类型

的现代设备还包括贫氧探测和/或特定有毒气体传感器,对于这些设备,也给出了附加指南。
注1:在危险场所,不能因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方式使其点燃可燃性气体/空气混合物,因此要求符合GB3836.14的

要求。

本部分中可燃性气体应包括可燃性蒸气,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本部分仅适用于Ⅱ类设备(用于工业和商业安全应用,在按照GB3836.14划分区域的场所使用的

设备)。
本部分的设备包括:

a) 固定式探测器;

b) 移动式探测器;

c) 便携式探测器。
本部分不包括下列设备,但可以提供有用信息:

a) 仅探测不燃性有毒气体的探测器;

b) 仅用于分析或测量的实验或科研设备;

c) 煤矿瓦斯气体环境用探测器(Ⅰ类设备);
注2:对于Ⅰ类设备,按国家《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

d) 仅用于过程控制的探测器;

e) 用于炸药制造和加工的探测器;

f) 用于探测由粉尘或薄雾在空气中形成潜在可燃环境的探测器;

g) 不用于点位测量的开放路径探测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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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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