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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23006-1992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技术条件及检验方法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的质量评价、检验和选型。 

2．引用标准 
GB242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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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备“i” 

GB5274  气体分析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称量法 

GB5275  气体分析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渗透法 

GB12358  作业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3．术语 
3．1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以下简称仪器) 

用于监测空气中对人体有毒有害气体的仪器(包括检测仪、报警仪、检测报警仪)。 

3．2 零气 

不含被测气体或其它干扰气体的清洁空气或氮气。 

3．3 标准混合气(简称标准气) 

被测气体和零气的混合气，其浓度和不确定度均为已知。 

3．4 标定用标准混合气(简称标定气) 

用仪器全量程(50—70)％浓度的标准气做为标定气。 

4．仪器分类 
表 1 仪器分类表 
 

分类方式 使用方式 显示方式 工作方式 输出方式 采样方式 

袖珍式 指针式 间断式 报警式 泵吸式 

携带式 数字式 连续式 控制式 扩散式 

类 
 
型 

固定式 光柱式    

  

5．技术要求 
5．1 结构要求 

5．1．1 防爆型的仪器必须符合 GB3836．1、GB3836．2和 GB3836．4的规定要求并取得防爆检验合格证。 

5．1．2 仪器要坚固耐用，便于操作、维修、标定和校验。 

5．1．3 仪器与有害气体以及其它腐蚀性物质接触的部分应使用耐腐蚀性材料或经过耐腐蚀处理的材料制作。 

5．2 功能要求 

5．2．1 仪器是否处于工作状态，应有明确显示。 

5．2．2 报警信号应有明显的报警作用。 

5．2．3 设置多点监测报警的仪器，应保证即使某一点正在报警而其它点出现报警条件时，也应该进行报警，并且能够分别

指示报警场所。 

5．2．4 仪器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5．2．5 连续式仪器应有故障报警功能。 

5．3 性能要求 

5．3．1 仪器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的要求。 

 



 2

 

表 2 性能指标 

指标名称 指　　标 

示值误差 ±10％以内(高于容许浓度 3倍的读数) 

重复性 ±20％以内(低于容许浓度 3倍的读数) 

零点漂移 ±3％以内 

稳定性 ±3％P．S／24h以内 

响应时间 ±5％P．S以内 

恢复时间 扩散式 60s；泵吸式 30s以内 

报警点设置误差 ±2％F．S以内 

报警动作响应时间 扩散式 60S；泵吸式 30s以内 

绝缘电阻 20MΩ以上 

耐电压性能 无击穿、飞弧等现象发生 

5．3．2 温度变化影响 

按 6．6．9试验，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应符合 5．3．1要求。 

5．3．3 电源变化影响 

按 6．6．10试验，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应符合 5．3．1要求。 

5．3．4 振动影响 

按 6．6．11试验，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应符合 5．3．1要求。 

5．3．5 跌落影响 

按 6．6．12试验，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应符合 5．3．1要求。 

6 试验 
6．1 技术文件的审查 

送检仪器应备有下列资料： 

a．产品标准或技术条件； 

b．使用说明书； 

c．其它有关材料。 

6．2 试验条件 

6．2．1 环境温度：15℃～35℃ 

6．2．2 环境湿度：≤85％RH 

6．2．3 供电电源 

a．直流电源；额定值±10％ 

b．交流电源：220V+10％ 220V-15％ 

6．2．4 周围环境应无干扰检测的因素 

6．3 仪器外观、结构和功能检查 

a．仪器外表涂层应色泽均匀，不得有明显的擦伤、露底、裂纹及起泡现象； 

b．紧固件、开关、旋钮等部件装配应可靠，使用方便，性能良好； 

c．仪器的结构应符合 5．1要求； 

d．仪器的零点、量程、报警点三个电位器应调节方便，设置可靠； 

e．仪器通电检查其功能应符合 5．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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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试验前的准备 

6．4．1 试验前仪器稳定时间 

按仪器生产厂家规定的稳定时间。 

6．4．2 试验前调零 

经过 6．4．1条规定的稳定时间后，在零气条件下调节仪器的零点使指示值为零。 

6．4．3 试验前仪器标定 

经 6．4．2条调零后，在通入标定气条件下调节仪器使其指示值与标定气浓度值相对应。 

6．5 试验要求 

6．5．1 试验前按 6．4条做好试验准备。 

6．5．2 标准气选用该仪器检测气体与空气(或氮气)的混合气，按 GB5274、GB5275配制，其浓度的不确定度在土 3％以内。

6．5．3 试验时通气方法要严格模拟该仪器的使用情况 

a．泵吸式仪器，标准气流量要恒定在额定值，不应因入口压力变化而使标准气流量波动。 

b．扩散式仪器，标准气接触检测器的压力要求恒定在常压(大气压)或一个微小的压力(其值不得超过 100Pa)，通气流量

要恒定。 

6．6 试验项目及方法 

6．6．1 示值误差试验 

a．示值误差 

指示值与标准气浓度值之差，用相对量表示，按下式计算： 

b．试验方法 

用仪器满刻度值(20±5)％、(40±5)％、(60±5)％、(80±5)％四种浓度的标准气分别通人仪器，待指示稳定后记录示值，

每种浓度的标准气重复试验 3次，各示值分别按上式计算示值误差，选其中最大者为仪器的示值误差。 

6．6．2 重复性试验 

a．重复性 

对同一种标准气短时间内测量结果的重现性，用变异系数 C．V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仪器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N为测量次数； 

Xn为各次测量的指示值。 

b．试验方法 

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仪器满刻度值(40～60)％的任一种浓度的标准气通入仪器，指示稳定后记录示值 Xn，然后仪器

通人零气，重复试验 6次，计算 C．V值。 

6．3．3 零点漂移试验 

a．零点漂移 

连续式仪器，在试验条件下，通人零气连续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其指示值的变化，用下式表示： 

b．试验方法 

连续式仪器通入零气连续工作 24小时，每隔 2小时记录一次指示值，取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按上式计算(指针式仪器

把零点调到最低量程的 5％左右，再开始试验)。 

6．6．4 稳定性试验 

a．稳定性 

仪器在试验条件下连续工作，在一定时间内示值变化程度为仪器稳定性，用下式表示； 

b．试验方法 

仪器在通人零气的状况下，保持一定时间的工作状态，用满刻度值(40±5)％的同一种浓度的标准气试验。 

对间断式仪器，保持 2小时工作状态，期间每隔 0．5小时通入一次标准气，记录示值，共做 5次为一周期，取其中最大

指示值和最小指示值按上式计算。每天试验一周期，重复 3天，取其中最大的计算值为仪器稳定性。 

对连续式仪器保持 72小时连续工作状态，期间每隔 4小时通人一次标准气并记录示值，取其中最大指示值和最小指示值，

按上式计算仪器稳定性。 

6．6．5 响应时间试验 

a．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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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在通入零气的情况下，从瞬时变为通入标定气，到指示值上升到标定气浓度值的 90％所需的时间。 

b．试验方法 

仪器在通入零气的情况下，瞬时变为通入标定气，并同时记录指示值上升到标定气浓度的 90％所需的时间，重复做 3次

取其平均值。 

6．6．6 恢复时间试验 

a．恢复时间 

仪器在通入标定气的情况下，从瞬时变为通入零气到仪器指示值下降到标定气浓度值的 10％所需的时间。 

b．试验方法 

仪器在通入标定气的情况下，瞬时变为通入零气到仪器指示值下降到标定气浓度值 10％所需时间，重复做 3次取其平均

值。 

6．6．7 报警点设置误差试验 

a．报警点设置误差 

仪器开始报警时最低指示值与设定值之差为报警设置误差，用相对值表示，如下式： 

b．报警点的设置 

调节调零电位器，使仪器指示值为报警设置浓度，再缓慢调节报警设定电位器，当报警信号开始出现时，立即停止调节，

然后反方向调节调零电位器使指示值为零，保持其设定值。 

c．试验方法 

报警点设定后，调节调零电位器或者通入 1．5倍报警设定值浓度的标准气，使仪器指示值从零点上升，记录报警信号出

现时的指示值，并按上式计算，重复 3次，取其中最大计算值为报警点设置误差。 

6．6．8 报警动作响时间试验 

a．报警动作响应时间 

仪器在通人零气情况下，从瞬时通入 1．5 倍报警设置浓度的标准气，到报警动作开始所需时间为报警动作响应时间。 

b．试验方法 

仪器通入零气情况下，瞬时变为通入 1．5倍报警设置浓度的标准气，并同时记录时间，直到发生报警动作为止。共做 3次，

取其平均值。 

6．6．9 温度变化对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的影响试验 

6．6．10   将仪器置于试验箱中，在室温按 6．4 条准备后，以小于每分钟 5℃的速率将温度分别下降和上升到 0℃和 40

℃(湿度为≤85％RH)，各恒温保持 1小时后，用满刻度值(40～60)％的任一种浓度标准气，按 6．6．1条做示值误

差试验，再按 6．6．7条做报警点设置误差试验。 

6．6．10 电源变化对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的影响试验 

仪器在额定电源电压下按 6．4条做好准备，使电源电压按 6．2．3规定的极限值变化，然后分别用满刻度值(40～60)％

的任一种浓度标准气按 6．6．1条做示值误差试验，再按 6．6．7条做报警点设置误差试验。 

6．6．11 振动对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的影响试验 

将仪器按 6．4准备后关机并紧固在振动台上，选频率为 10～55Hz，振幅为 0.15mm，扫频时间为每次 4．5分钟，垂直

和水平方向各振动 45分钟，然后开机(只允许调零)，用满刻度值(40～60)％的任一种浓度标准气，按 6．6．1条做示值误差

试验，再按 6．6．7条做报警点设置误差试验。 

6．6．12 跌落对示值误差和报警点设置误差的影响试验 

按 6．4条准备后关机，将仪器自 100mm高处跌落到放置于水泥地面的 30mm厚杉木板上，然后开机(只允许调零)用满

刻度值(40～60)％的任一种浓度标准气，按 6．6．1条做示值误差试验，再按 6．6．7条做报警点设置误差试验。 

6．6．13 绝缘电阻试验 

使用交流电源的仪器，在小于 85％相对湿度下，仪器不通电，用 DC500V绝缘电阻计测量电源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

阻。 

6．6．14 耐电压性能试验 

使用交流电源的仪器，在小于 85％相对湿度下，仪器不通电，在电源端子与外壳之间施加 AC1000V电压，持续 1分钟。

7．试验(测试)报告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被检仪器的名称、型号、编号、制造厂家和制造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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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送检单位、抽样方式、抽样时间和地点； 

c．试验(测试)的环境条件(温度、湿度等)和日期； 

d．标准气名称、浓度及不确定度； 

e．所使用的主要测试仪器的名称及型号； 

f．试验(测试)项目及其结果； 

g．检验结论。 

8．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出厂检验 

8．1．2 型式检验 

8．2 检验项目及判定规则 

8．2．1 出厂检验 

全部出厂仪器逐台检验，检验项目为：示值误差，零点漂移，报警点设置误差、重复性、响应时间。若被检项目全部合

格则该台仪器为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该台仪器为不合格，不合格仪器不得出厂。 

8．2．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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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够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试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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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时，从库存的合格仪器中任意抽取三台按第 6．6条规定的全部试验方法进行检验，若被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该仪器

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该仪器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8．3  复检规则 

   出厂检验不得复检，对于型式检验，如任何一台仪器出现一项指标不合格，允许复检，两项以上指标不合格不允许复检，

复检应从该批产品中抽取加倍数量的仪器按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若每台仪器该项目检验均为合格，认为该仪器型式检验为

合格，若有一台仪器的该项目检验仍不合格，即认为该仪器的型式检验不合格。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劳动安全司提出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化工劳动保护研究所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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