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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热摧化甲烷检测报警仪的命名、分类、规格、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 I类爆炸环境便携式热催化原理的甲烷检测报警仪器(以下简称

仪器)。 

2 引用标准 

  GB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 

  GB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B：高温试验方法 

  GB2423.4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2423.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Ea：冲击试验方法 

  GB2423.8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Ed：自由跌落试验方法 

  GB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Fc：振动(正弦)试验方法 

  GB3836.1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通用要求 

  GB3836.2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隔爆型电气设备“d” 

  GB3836.4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本质安全电路和设备“i” 

  GB2829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3 术语 

 3.1 显示值： 

  由仪器的显示器显示的测量数值。 

 3.2 零点： 

  仪器在新鲜空气中正常工作时显示值。 

 3.3 标定点： 



  仪器为满足测量精度所选择的标准气样浓度的显示值。 

 3.4 报警点： 

  仪器依据使用要求所预先设置的警报启动值。 

 3.5 基本误差： 

  在正常试验条件下确定的仪器测量误差值。 

 3.6 稳定性： 

  在规定的工作条件和时间内，仪器的零点、标定点和报警点保持在允许变化范

围内的性能。 

4 仪器分类 

 4.1 分类： 

  仪器按使用功能可分为： 

  a. 检测仪：以显示功能为主的仪器。以下称 A类仪器。 

  b. 报警仪：以报警功能为主的仪器。以下称 B类仪器。 

  c. 测报仪：兼有显示报警两种功能的仪器。以下称 C类仪器。 

 4.2 仪器命名和型号编制方法 

仪器按下面的方法命名和编制型号： 

  

 

  

4.3 规格 

 4.3.1 仪器测量范围可采用 

  a: 0--2.5%CH4； 

  b: 0--4%CH4； 

  c: 0--10%CH4； 

 4.3.2 仪器报警点设置范围可采用： 



     0.5%--2%CH4

5 技术要求 

 5.1 仪器应能适应下列环境大气条件： 

  a. 贮存温度：-40--+60℃； 

  b. 工作温度：0--40℃； 

  c. 相对温度：≤98%； 

  d. 气压：68--115kPa； 

  e. 风速：0--8m/s。 

 5.2 仪器基本功能 

  a. A 类和 C类仪器的显示值为三位有效读数，且有显示值极性标志； 

  b. B 类和 C类仪器应有声光报警和报警自检功能； 

  c. 各类仪器均应有电源欠压显示或电压测量功能。 

 5.3 仪器的防爆性能应符合 GB3836.1、GB3836.2 和 GB3836.4 的有关规定。 

 5.4 仪器应结构合理、坚固耐用、易于操作和调整、便于维修和携带。并能有效

地防尘防潮、抗干扰。 

 5.5 仪器表面、镀层或涂层不应有气泡、裂痕、明显剥落和斑点；仪器内部的元

器件应安装焊接牢固，布局合理齐整。 

 5.6 仪器的观察孔罩应透光良好，表头、数码、符号应清晰完好。 

 5.7 配备外套的仪器，外套上开孔应合理适用，便于操作和从不同的方位对报警

光信号进行观察及报警声信号的传出。 

 5.8 与仪器配套使用的充电器，应有充电指示及防过充功能。 

 5.9 A 类、C类仪器允许的基本误差应符合表 1的要求，B类、C类仪器允许的报

警误差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1                          %CH4 

检测范围 0--1.00 ＞1.00 

允许误差 ±0.10 真值的±10% 

                                    表 2                          %CH4 

  报警范围            0.50--1.00    1.00--2.00 

允许误差 ±0.10    真值的±10% 

 5.10 仪器的工作位置偏离规定状态时，其显示值或报警点产生的附加误差为±

0.03%CH4。 

 5.11 仪器的响应时间：检测元件连续工作的仪器应不大于 30s，间断工作的仪

器应不大于 15s，其中，自动间断工作的仪器的响应时间还应比其设定的测量时间

少 5s。 

 5.12 仪器的报警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报警点应能在 0.50%--2.00%CH4 范围内任意设置； 

  b. 报警时，在距讯响器 1m 远处其报警声音强度应不小于 80dB，其报警光信号

在暗处的能见度应不小于 10m 远。 

 5.13 仪器工作时间：电池正常充电后，A类仪器测量次数应不小于 100 次，B

类和 C类仪器工作时间应大于 8h。工作中，均不应出现欠压和超差，且 B类和 C类

仪器的报警性能应正常。 

 5.14 仪器连续运行 7天时(每天工作 8h 或测量 100 次)，其基本误差或报警误差

每天均不应超差。 

 5.15 仪器经风速、工作温度、贮存温度、交变湿热、振动、冲击和跌落后，均

应符合 5.9 条的要求；仪器的外观和内部均不应产生松动、变形、损伤和锈蚀；具

有报警功能的仪器，其报警性能应正常。 

 5.16 仪器的工作电流应不大于设计值，短路电流应符合电气防爆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 



  规定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为： 

  a. 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45%--75%； 

  c. 气压：86--106kPa。 

 6.2 试验用的计量器具 

 6.2.1 电流表的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5 级；声级计的分辨率不低于 1dB。 

 6.2.2 测试气样应采用经国家计量部门考核认证的单位提供的气样，其不确定度

为±3%。 

  各项试验所用气样应符合表 3要求 

                                       表

3                              %CH4 

试验项目 所需气样取值范围 

基本误差试验 0.50±0.05；1.50±0.10；2.50±0.15；3.50±0.20 

响应时间试验 A 类、C 类：2.00±0.10；B 类：报警点浓度值+15% 

报警误差试验 0.90，1.00，1.10；   1.35，1.50，1.65 

  试验中，气样的流量按仪器技术文件要求确定。 

 6.3 基本误差试验 

  对 A类和 C类仪器，样准其零点和标定点(以下简称校准仪器)，按仪器的量称

选用表 3中列出的相应气样，由低浓度到高浓度依次进行测试。每种气样测 4次(每

次测量 lmin，在空气中恢复时间不小于 lmin)，取后 3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值，

与气样的差值，即为基本误差。自动间歇工作的仪器按其规定的周期进行测试。 

  试验装置见附录 A。误差表达式为(1)式： 

………………………………   (1) 

式中：D：标准气样值(%CH4)； 

      Di：某次测量值(%CH4)； 



      n：测量次数。 

 6.4 报警误差试验 

  对 B类和 C类仪器，均先设定报警点为 1.0%CH4 和 1.5%CH4 依次通入表 3规定

的气样，记录仪器报警时所对应的气样值。每种气样测量 4次(每次测量 lmin，在

空气中恢复时间不小于 lmin)，取后 3次的算术平均值与设定报警点之差作为报警

误差。 

 6.5 响应时间试验 

 6.5.1 A 类、C类仪器的响应时间试验按下列步骤进行： 

  a. 校准仪器，通入表 3中规定的气样，记录仪器稳定值； 

  b. 用新鲜空气清洗仪器后，重新通入上述气样，并开始计时，记录仪器显示原

稳定值 90%的时间； 

  c. 测量 4次(每次测量 lmin，在空气中恢复时间不小于 lmin)，取后 3次的算

术平均值，即为响应时间。 

 6.5.2 B 类仪器的响应时间是在 6.4 条基础上进行。在确定仪器报警点后，通入

高于其报警点浓度值 15%的气样，记录仪器从通气至报警时的时间，即为 B类仪器

的响应时间。 

 6.6 工作位置变动试验 

 6.6.1 A 类、C类仪器按其规定的使用位置校准仪器零点，通入 2.00%CH4 气样，

lmin 后，记录仪器工作位置的显示值。然后，使仪器偏离正常工作位置 45°，并沿

该 45°轴线旋转，记录与正常工作位置显示值的最大差值，作为 A类、C类仪器工

作位置影响的附加误差。 

 6.6.2 B 类仪器按其规定的使用位置先测量报警值，然后使仪器前后左右分别偏

离正常位置 45°，按 6.4 条方法，确定不同位置时的报警值与正常位置的报警值之

最大差值，作为 B类仪器工作位置影响的附加误差。 

 6.7 声级强度试验 



  在环境噪声不大于 30dB 的条件下，使 B类、C类仪器报警，在距仪器讯响器中

心 1m 远处测量其声级强度，测量 3次，取平均值。 

 6.8 光信号观测 

  B 类、C类仪器的报警光信号能见度在黑暗中进行观测。 

 6.9 工作的时间试验 

  校准仪器，将仪器置于 0.50%CH4 气样中。对 A类仪器进行 100 次测量(每次测

量 0.5min)，对 B类和 C类仪器进行 8h 试验，在最后 4次(或 10min)检查仪器的零

点、标定 

点、报警点、欠压情况和 B类 C类仪器报警性能。误差计算按(1)式。 

 6.10 稳定性试验 

  仪器的稳定性试验，按下列方法进行： 

  a. 首先，校准仪器，记录仪器的零点、报警点和标定示值。校准后的仪器，在

试验过程中不允许再次校准。 

  b. 仪器在 0.50%CH4±0.20%CH 　 4 的气样中接连试验 7天，每天试验后，均按

规定对仪器进行充电。 

  c. A 类仪器，每天工作 100 次，在最后 4次测试并记录标定点的显示值，取后

3次的算术平均值。误差计算按(1)式。 

  d. B 类和 C类仪器，每天试验 8h，在最后 10min 测试并记录 B类仪器报警点和

C类仪器标定点的显示值。测量 4次，取后 3次的算术平均值。误差计算按(1)式。 

 6.11 工作温度试验 

 6.11.1 低温试验按 GB2423.1 中试验 Ad 方法进行。严酷程度： 

  (温度 0±3℃，持续时间 2h)。 

 6.11.2 高温试验按 GB2423.2 中试验 Bd 方法进行。严酷程度： 

  (温度 40±2℃，持续时间 2h)。 



  试验前，应在 20±2℃室温下校准仪器。试验中，气样温度须与试验温度一致，

B类和 C类仪器一直通电，A类仪器在最后 20min 通电；温度稳定 2h 后测量并记录

零点、报警点和标定点显示值，测量 3次，取算术平均值，并与原零点、报警点和

标定点进行比较。 

 6.12 贮存温度试验 

 6.12.1 低温试验按 GB2423.1 中试验 Ab 方法进行。严酷程度： 

  (温度-40℃，持续时间 16h)。 

 6.12.2 高温试验按 GB2423.2 中试验 Bb 方法进行。严酷程度： 

  (温度+60℃，持续时间 16h)。 

 6.12.3 高、低温试验后，均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 12h，再按 6.3 条 6.4 条进

行测试。 

 6.13 交变湿热试验 

  按 GB2423.4 的试验 Db 方法进行。严酷程度： 

  温度 40±2℃，周期 2d，试验中，样机不通电，不进行中间检测。试验后，在

正常 

环境条件下恢复 2h，按 h，按 6.3 条、6.4 条进行测试。 

4 条进行测试。 

  仪器为做防爆检验而进行的湿热试验，必须按防爆检验规定的周期进行。 

 6.4 振动试验 

  校准仪器，然后将仪器固定在振动台上，按 GB2423.10 试验 Fc 方法进行，严酷

等级为： 

  频率范围：10--150Hz，加速度 20m/s
2
(2g)； 

  每轴线上的扫频循环次数：20 次。 

  仪器做振动试验时，为非工作、非包装状态； 

  三个轴向均做试验，试验后按 6.3 条、6.4 条进行测试。 



 6.15 冲击试验 

  按 GB2423、5 试验 Ea 方法进行。严酷等级： 

  峰值加速度：50m/s
2
(5g)； 

  脉冲持续时间：11ms； 

  脉冲波形：半正弦波； 

  连续冲击次数：三个轴向每个轴向 3次，共 18 次； 

  试验后按 6.3 条、6.4 条进行测试。 

 6.16 自由跌落试验 

  校准仪器，按 GB2423.8 试验 Ed 方法进行。试验台面为光滑平整的混凝土台面，

跌落 4次，跌落高度为 1m(指针式仪器为 0.5m)，配备外套的仪器，应将仪器装入外

套内进行试验。试验后按 6.3 条、6.4 条进行测试。 

 6.17 风速影响试验 

  调整仪器零点后，将仪器放入通风试验装置中，装置内的甲烷含量为 1.1%CH4，

校正仪器。启动风机，由低到高调整风速，风速等级为：1m/s, 3m/s, 8m/s。改变

仪器的放置方位，观测记录仪器在不同风速不同方位下的报警点和显示值。每种风

速的保持时间不小于 10min。 

 6.18 工作电流试验 

  用电流表(最大量程为 500mA)串入电池组供电回路中，使仪器工作，记录电流

值。 

 6.19 短路电流试验 

  用内阻不大于 0.1Ω的电流表(最大量程为 15A)，并联在充满电的电池组的输出

端并记录电流值。 

7 检验规则 

  仪器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7.1 出厂检验 



 7.1.1 出厂检验由制造厂质检部门逐台进行，检验合格并发给合格证后方可出

厂。 

 7.1.2 出厂检验按本标准 5.2，5.4，5.5，5.6，5.7，5.8，5.9，5.10，5.11，

5.12 条的要求进行。 

 7.1.3 每批仪器抽器抽样 2%(至少 3台)，按本标准第 5.14 条稳定性要求进行出

厂检验。检验中如有一台不合格，则应加倍检验；加倍检验后仍有不合格，则该批

产品逐台进行检验。 

 7.2 型式检验 

 7.2.1 仪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须按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数量后，应周期性进行检验，每年不小于 1

次，每次不小于 3台； 

  d. 停产一年后的产品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内容包括本标准的全部技术要求内容。 

 7.2.3 进行型式检验的仪器在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按GB2829标准进行抽样(至少3

台)。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其中 DL＝I，RQL＝30。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仪器的标志内容包括： 

  a. 制造厂名； 

  b. 仪器型号名称； 

  c. 产品编号； 

  d. 国家质检机构的防爆检验合格证号； 



  e. 国家质检机构的仪表检验合格证号； 

  f. GB3836 所规定的其它内容。 

 8.2 成套性 

  随同仪器供应的附件应保证其成套性。并包括下列条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产品说明书。 

 8.3 包装 

  仪器的出厂包装，应保证仪器在长途运输期间能防止潮气，雨水和风沙浸入。 

  仪器的包装箱上应印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商标或厂名； 

  b. 仪器名称、数量、重量和包装箱尺寸(长×宽×高)； 

  c. 运输中的作业标志，如“小心”、“防潮”、“防震”等。 

 8.4 运输 

  仪器应能适应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运输中要求防雨、防摔砸。 

 8.5 贮存 

  仪器应贮存在干燥清洁无硫化物、硅化物等有害物质的室内。 

  

附  录  A 

基 本 试 验 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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