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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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20936.1—2007《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20936.2—2009《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含量至5%的Ⅰ类探

测器的性能要求》、GB/T20936.3—2009《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3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

积含量至100%的Ⅰ类探测器的性能要求》和GB20936.4—2008《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4部

分:显示气体体积含量至100%的Ⅱ类探测器的性能要求》。本部分以GB20936.1—2007为主,整合了

GB20936.2—2009、GB/T20936.3—2009和GB20936.4—2008的主要内容,与GB20936.1—2007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4.2.3(报警或输出功能)修改为,保证报警装置在超出其测量范围时不能被调整,并增加了报

警装置的复位要求;
———增加4.2.7(使用独立控制单元的单机式气体探测器),只要行业认可输出信号,允许对探测器

单独进行评定;
———增加4.2.8(用于单机式气体探测器的独立控制单元),使用行业认可的输出信号对控制器进行

单独评定;
———增加4.2.9(由软件控制的探测器),对软件升级的评定写入文件;
———5.2.1.1修改为,要求两台设备的光纤中心波长在本部分的最小和最大限值;
———增加5.3.11(通讯选项),在试验期间须保证施加最大传输率;
———增加5.3.12(作为系统部件的气体探测器),在试验期间须保证施加最大传输率;
———5.4.6(报警设定值),修改为包括浓度减小时与报警有关的内容;
———5.4.10(空气流速),修改为包括3m/s和6m/s的试验;
———5.4.16(响应时间),修改为排除显示体积比至100%LFL的Ⅱ类探测器恢复时间试验要求;
———5.4.18(高浓度淹没试验),修改为确定试验顺序;
———对附录 A(性 能 要 求)进 行 了 较 大 的 修 改,删 除 气 体、蒸 气 特 性 表(气 体、蒸 气 特 性 见

GB/T3836.11),整合GB20936.2—2009、GB/T20936.3—2009和GB20936.4—2008的性能

要求作为本附录的一部分并将3部分的性能要求适当地调整为连贯一致,从而将原来的4部

分整合为一项标准。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079-29-1:2007《爆炸性环境 第29-1部分:气体探测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
本部分与IEC60079-29-1:2007相比,在结构上做了如下调整:
———增设5.4.13.2.1总则和5.4.18.1总则,后面各条款编号顺延。
本部分与IEC60079-29-1:200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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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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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GB3836.1代替IEC60079-0、用GB/T3836.11代替IEC60079-20、用GB/T17626.1

代替IEC61000-4-1、用 GB/T17626.3代 替IEC61000-4-3、用 GB/T17626.4代 替

IEC61000-4-4;
● 增加引用了GB/T3836(所有部分);
● 删除IEC60079-29-2,因正文中未引用;

———5.4.20中电压波动试验为在标称电压115%和75%条件下进行,以适合Ⅰ类设备的具体情况。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删除了IEC标准的引言;
———表A.1中5.4.4(a)修改为5.4.4.1、5.4.4(b)修改为5.4.4.2或5.4.4.4、5.4.4(c)修改为5.4.4.3或

5.4.4.5;5.4.7(a)、5.4.7(b)、5.4.7(c)修改为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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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安电子有限公司、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吉安达科技有限

公司、新黎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刚、王毅、王军、李志刚、高伟志、胡慧平、侯彦东、张丽晓、郑振晓、李书朝、

刘姮云。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GB20936.1—2007;
———GB20936.2—2009;
———GB/T20936.3—2009;
———GB20936.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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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
可燃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

1 范围

GB/T20936的本部分规定了全部或部分用于爆炸性环境(包括瓦斯矿井及潜在爆炸性环境)的便

携式、移动式和固定式可燃气体或蒸气探测器的结构、试验和性能的通用要求及试验方法。
当制造商声明探测器结构具有特殊性或性能高于本部分的要求时,本部分也适用,但这种情况宜得

到验证。必要时宜扩充试验程序,用来验证制造商声明的性能。在验证一项性能指标的较高要求时,其
他的性能指标不需要符合本部分的要求,但是,制造商声明降低的性能指标(经制造商安装手册确认)宜
被验证。(例如,温度范围0℃~60℃,制造商声明0℃~40℃的温度范围精度±10%,40℃~60℃
的温度范围精度±15%)。附加试验宜在制造商和检验机构之间协商一致,并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本部分适用于具有信号指示、报警或其他输出功能的可燃气体探测器,这些探测器用于对爆炸危险

发出警告,自动或手动触发联动保护装置。
本部分也适用于内带采样系统的吸气式探测器,用于商业、工业、非居住场合的安全应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外接采样系统、实验室设备、科研设备或仅用于过程控制的设备,也不适用于开放

路径(光路)场所监控器。对于探测多种气体的探测器,本部分只适用于其对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探测。
本部分在GB3836.1通用要求内容的基础上,有增加和补充。
注1:本部分仅提出了对一般用途设备的安全等级和性能要求,但对特殊用途的设备来说,产品购买者(或合适的委

托人)可对设备提出附加特殊试验或批准要求。例如:对于Ⅰ类探测器(煤矿瓦斯气体环境用设备),还需符合

国家《煤矿安全规程》相关规定。

注2:经校准用于特定气体或蒸气的探测器不能准确标示其他气体或蒸气。

注3:对于本部分来说,术语“爆炸下限(LEL)”和“燃烧下限(LFL)”被视为同义词。同样,术语“爆炸上限(UEL)”

和“燃烧上限(UFL)”也被视为同义词。为便于引用,对所示的这两组术语可在正文中使用它们的缩写词

LEL和UEL。

注4:本部分中,术语“显示至体积比X%”包括测量范围上限等于或小于X%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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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836(所有部分) 爆炸性环境

GB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3836.1—2010,IEC60079-0:2007,

MOD)

GB/T3836.11 爆 炸 性 环 境 第11部 分:气 体 和 蒸 气 物 质 特 性 分 类 试 验 方 法 和 数 据

(GB/T3836.11—2017,IEC60079-20-1:2010,IDT)

GB/T17626.1 电 磁 兼 容 试 验 和 测 量 技 术 抗 扰 度 试 验 总 论(GB/T17626.1—2006,

IEC61000-4-1:2000,IDT)

GB/T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GB/T17626.3—

2016,IEC61000-4-3:2010,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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