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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 4.5、5.4、5.5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中：附录 A、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TC288/SC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启迪注安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蔷  李春青 常莎 郭建中 李宜民 任毅 顾先凯 侯钢 邓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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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行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镇燃气输配和供应系统中的防尘防毒技术措施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向城市、乡镇或居民点供给居民生活、商业、工业企业生产、采暖通风和空调等各

类用户作为燃料使用的城镇燃气运营维护系统中粉尘和毒物危害控制的工程技术和管理。焦化厂、天

然气净化厂等燃气生产系统的粉尘和毒物危害控制可参照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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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用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8958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 11174 液化石油气 

GB 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3612 人工煤气 

GB 13733 有毒作业采样规范 

GB 17820 天然气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183 石油天燃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494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AQ/T 9002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燃气 city gas 

由气源点，通过城镇或居住区的燃气输配和供应系统，供给城镇或居住区内，用于生产、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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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的，且符合 GB 50494燃气质量要求的气体燃料。城镇燃气一般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

气。 

[GB50494-2009,定义 2.0.1] 

3.2 

燃气输配和供应系统 gas distribution and supply system 

由气源点、输配管网和用户设施三部分组成。气源点指人工制气厂制气或天然气从干线进入城市

管网的配气站（又称门站）。输配管网是气源到用户之间的一系列燃气输送、分配和储存设施，包括管

网、储气库（站）、储配站、调压站、调压箱（或柜）等。用户设施由燃气调压器、入户管、燃气表和

燃烧器具等组成。 

3.3 

城镇燃气设施 city gas facilities 

用于城镇燃气生产、储存、输配和供应的各种设施（含其附属安全装置）和用户设施。本规范不

包含燃气生产系统设施。 

[GB50494-2009,定义 2.0.2] 

3.4 

    燃气危险作业 gas dangerous operations  

    燃气在泄漏状态下或管网设施在带气状态下进行施工、维修、抢修的动火作业。 

3.5 

    闸井作业 underground work 

    指进入燃气（缸）闸井内操作、检查、维修燃气管线、阀门或其它地下燃气设施的作业活动。 

3.6 

燃气场站 gas station     

城镇燃气的接收、储配、调压、灌装、瓶装等场所。包括天然气的接收站、气化站、储配站、调

压站、加气站、瓶组供气站等；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包括储存站、储配站和灌装站）和混气站、气

化站、瓶组气化站、瓶装供应站等；人工煤气的接收站、储备站、调压站等。 

3.7 

    加臭剂 odorant 

    一种具有强烈气味的有机化合物或混合物。当以很低的浓度加入燃气中，使燃气有一种特殊的、

令人不愉快的警示性臭味，以便泄漏的燃气在达到其爆炸下限 20％或达到对人体允许的有害浓度时，

即被察觉。 

[GB50028-2006,定义 2.0.6]  

3.8 

带气作业 gas work 

   指燃气管道和设备在有压力且有燃气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业。包含管线连接、切改、用户设施的通气、

复气和更换设施等。 

4 基本要求 

4.1 城镇燃气工程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28 中的相关要求。输配和供应系统采用的燃气质量应符合

GB11174、GB13612、GB17820 中的相关要求。城镇燃气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和使用的基本要求应符

合 GB 50494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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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镇燃气企业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采取防治措施，控制在燃气危

险作业、闸井作业等有限空间作业以及场站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作业中可能接触的粉尘和毒物的浓度，

使其控制指标符合 GBZ 2.1 的相关要求。 

4.3 城镇燃气企业在可能发生粉尘或有毒物质逸出的场站，应加强密闭，避免或减少人员直接操作，

并应结合工艺流程采取通风净化措施。 

4.4 城镇燃气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的尘毒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4.5 城镇燃气企业宜优先选择先进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无毒或低毒的工艺和设备研发，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对粉尘和毒物危害进行监控及综合治理。 

5 场站选址与布局 

5.1 场站站址的选择应根据周边环境、地质、交通、供水、供电和通信等条件综合确定，并应满足系

统内防尘防毒设施设计的要求。 

5.2 场站内的生产区（包括储罐区、调压计量区、加压区等）和辅助区应分开布置, 出入口设置应符

合紧急事故发生时人员疏散的要求。 

5.3 场站内控制操作室应单独设立，且应设置在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燃气集中放散装置宜设

置在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4 城镇燃气门站宜设置测定燃气组份、发热量、密度、湿度和各项有害杂质的检测装置。 

5.5 场站内作业区的外围宜根据燃气设施的总体布局和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并按照 GB50028 和

GB50183的相关要求进行绿化。 

6 燃气作业过程中的尘毒危害 

6.1 在城镇燃气输配和供应系统中，尘毒危害主要来源于燃气作业过程中的燃气危险作业、有限空间

作业，场站设备设施运行维护作业以及燃气突发事故的抢险作业，见附录 A表。 

6.1.1 在燃气危险作业过程中，可能产生粉尘及燃气或有毒物质的逸出，如燃气引入口带气通堵作业，

用户通（复）气作业，更换引入口阀门作业等。 

6.1.2 在进行燃气有限空间作业时，可能发生缺氧窒息或中毒事故。 

6.2 燃气场站设备设施运行维护作业可能存在尘毒危害的过程包括燃气脱硫、加臭、置换、吹扫、除

尘等作业活动。 

6.2.1 对硫化氢含量超过规定值的人工煤气进行更换脱硫剂作业时，会逸出粉尘、硫化物及少量燃气。 

6.2.2 在加臭剂使用和储存过程中，存在有机物挥发的危害因素。  

6.2.3 根据过滤器的压力级制、气源种类、下游设备的情况等对天然气和人工煤气接收站的除尘设备

（如过滤器）进行清理时会产生粉尘。当天然气含尘量和微尘直径超过规定值时，应进行除尘净化。 

7 尘毒防护措施 

7.1 通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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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燃气场站内应在可能接触粉尘和毒物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说明其危害性、预防措施和应

急处置要求，且应符合 GBZ158和 GB2894的要求。 

7.1.2 城镇燃气场站内燃气放散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放散时安全和卫生的要求。不应在厂房内直接放散

燃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7.1.3 燃气场站内可能发生粉尘和毒物泄漏的场所，应设置防爆型通风装置。 

7.1.4 在管道安装结束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和管道吹扫，并应符合 GB11174、GB13612、GB17820的

规定。 

7.1.5 对各类管廊及敷设在地下室、半地下室等通风不良的场所的燃气管道，应设置事故通风、燃气

泄漏的自动报警及通风联动装置。 

7.2 带气作业 

7.2.1 在从事燃气危险作业时，在可能存在燃气危害作业的区域内，作业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或正压

式空气呼吸器。 

7.2.2 在用户通（复）气作业或用户抢修作业时，应根据燃气泄漏程度确定警戒区并设立警示标志。

进入警戒区的作业人员应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具,作业时应有专人监护。 

7.3 燃气有限空间作业 

7.3.1 在燃气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宜设置固定式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对于不具备设置固定式报警

装置的条件时，应为作业人员配置便携式检测报警装置。 

7.3.2 在进行燃气闸井等有限空间作业前，应为作业人员配备测氧仪、有害气体检测仪和隔离式空气

呼吸器等，并定期进行校验。 

7.3.3 进入燃气密闭空间（设备内）进行检查、检测、检修等作业时，应切断气源，对设备内进行彻

底置换，并对内部有害气体含量和氧含量检测达标后，方可进入。 

7.3.4 检测燃气闸井内氧气浓度时，应将带抽气泵的测氧仪吸气管深入到井内中下部。井室内氧气含

量≤19.5%时，不准许下井，应进行通风处理，同时应检测井室内燃气或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 

7.4 场站设备设施运行维护作业 

7.4.1 在更换脱硫剂及清理脱硫装置的作业现场，应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检测装置。 

7.4.2 城镇燃气管道中的加臭剂浓度添加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选用加臭剂应采用无毒或低

毒的加臭剂，不应对人体有害。加臭剂的燃烧产物不应对人体呼吸系统有损害。 

燃气加臭设备应满足GB 50028的要求，以防止药剂泄漏造成的人身伤害。 

7.4.3 进行燃气置换作业前，作业人员应熟悉作业方案，熟练操作各种设备及仪表，并检查仪表的完

好性及有效性。作业中，应实时监控站场和各放散点仪表的压力值，并在现场设置含氧量测试仪、有

害气体含量测试仪。当发生压力值超过方案要求、阀门设备出现燃气泄漏等不正常情况时，作业人员

应按置换作业方案及应急预案要求进行操作。 

7.4.4 作业人员在清理过滤器前，必须先将残留燃气置换干净，并及时进行有毒有害物质检测，检测

合格后，方可开展除尘工作。 

8 个体防护措施  

8.1 城镇燃气企业应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尘毒危害防护用品及设施，并对尘毒

危害防护用品及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确保防护用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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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城镇燃气企业应按照GB11651的要求及企业的实际工作情况为接触尘毒作业的人员配备个体防护

用品，参见附录B表。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应考虑使用场所的有毒有害因素，应符合GB18664的相关要

求。 

- 进行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的人员应正确佩戴隔离式空气呼吸器，正确使用测氧仪、有害气体检测仪。 

- 进行清理过滤器、更换脱硫剂等有害作业的人员应正确穿戴相应的防尘服、空气呼吸器。进行加臭

作业的人员宜穿戴耐腐蚀性和耐油的个体防护服。 

8.3 城镇燃气企业应督促、教育、指导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 

9 管理措施 

9.1 城镇燃气企业应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健康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负责

本单位的职业危害防治工作。 

9.2 城镇燃气企业应建立健全尘毒职业危害防治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包括职业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职业危害告知制度、职业危害申报制度、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

度、从业人员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职业危害日常监测管理制度、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制度、

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危害防治制度。 

9.3 城镇燃气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危害现状评价。定期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的职业危害防治档案，

向从业人员公布，并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9.4 城镇燃气企业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尘毒危害及其后果、尘毒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从业人员，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城镇燃气

企业应当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缴纳保险费。 

9.5 接触尘毒作业与管理的人员应进行上岗、换岗以及长期停工后复岗前的防尘防毒知识的技能培训，

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9.6 城镇燃气企业每年应对全体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

程、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要求、岗位和环境中存在的尘毒危害因素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应急处

理办法。 

9.7 燃气危险作业应执行审批制度，制定作业方案。方案应明确作业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 

10 职业健康监护 

10.1 城镇燃气企业应建立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

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 

10.2 对接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城镇燃气企业应按照 GBZ188 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从业人员。 

10.3 城镇燃气企业不应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

有职业禁忌的从业人员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

害的从业人员，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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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10.4 城镇燃气企业应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应当及时组织进行健康检查和医

学观察。 

11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1.1 城镇燃气企业应针对产生尘毒的作业场所，按照 AQ/T 9002 及地方相关要求制定粉尘、毒物突

发事故的专项应急预案，预案应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明确应急处置方法。 

11.2 城镇燃气企业应在有毒有害作业区域中易取放处设置有效的应急用空气呼吸器和化学防护服，

并配备快速检测仪器。同时，应配备防止扩散的设备设施。 

11.3 进行燃气有线空间作业时应设置监护人员，并配备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如照明灯、防坠落设备等。 

11.4 气化站等场站内应设置事故切断系统，事故发生时，应切断或关闭可燃气体来源，还应关闭正

在运行可能使事故扩大的设备。 

11.5 存在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应具备现场快速、简易的急救能力。特别是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应

急预案中应明确规定正确的防尘防毒方法和措施。 

11.6 城镇燃气企业应定期组织尘毒专项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对演练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及时修

订应急预案。保存演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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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城镇燃气作业可能导致的职业危害 

（资料性附录） 

 

表 A列出了城镇燃气作业过程中可能产生尘毒危害的工序或作业，以及可能导致的职业危害。 

 

表 A城镇燃气作业可能导致的职业危害 

序号 工序或作业 有害物质 可能导致的职业危害 备注 

1 有限空间作业 
氨、一氧化碳、硫化

氢等有毒物质 
窒息，中毒  

2 添加加臭剂 
加臭剂中所含的有

害物质 
腐蚀、中毒   

3 更换脱硫剂 硫化氢 中毒  

4 

置

换、 

吹 

扫 

天然气 粉尘 呼吸系统损害、中毒  

液化石油

气 
粉尘、硫化合物 呼吸系统损害、中毒  

人工煤气 
粉尘、一氧化碳、硫

化氢 
呼吸系统损害、中毒  

5 清理过滤器 粉尘 呼吸系统损害  

6 燃气带气作业 
粉尘、一氧化碳、硫

化氢、其他有害物质 
呼吸系统损害、中毒  

7 燃气放散 
一氧化碳、硫化氢、

氮气等有害物质 
中毒  

8 抢修作业 
一氧化碳、硫化氢、

其他有害物质 
中毒  

9 带气动火作业 
粉尘、一氧化碳、硫

化氢、 
呼吸系统损害、中毒  

10 电焊、气焊 

烟尘、一氧化碳、锰

及其化合物、氮氧化

物、臭氧、紫外辐射 

尘肺、中毒、职业性电

光性眼炎和职业性电

光性皮炎 

 

11 无损检测 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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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城镇燃气行业个体防护装备列表 

（资料性附录） 

 

根据 GBT11651-2008 和燃气作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防尘防毒个体防护装备列表，见表 B。 

 

表 B 城镇燃气企业个体防护装备列表 

作业类别 可以使用的防护用品 建议使用的防护用品 

编号 类别名称 

A12 易燃易爆场所作业 化学品防护服 

阻燃防护服 

棉布工作服 

防尘口罩（防颗粒物呼吸器） 

防毒面具 

防尘服 

A13 可燃性粉尘场所作业 防尘口罩（防颗粒物呼吸器） 

棉布工作服 

防尘服 

阻燃防护服 

A19 吸入性气相毒物作业 防毒面具 

防化学品手套 

化学品防护服 

劳动护肤剂 

A20 密闭场所作业 防毒面具（供气或携气） 

防化学品手套 

化学品防护服 

安全带 

素砂袋 

空气呼吸器 

劳动护肤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