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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

所、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合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中石化广州

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郑州吉地艾斯仪器有限公司、北京力拓节能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星火博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

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西部管道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管道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卜志军、李麟、刘瑶、朱明露、汪涛、戴叶、潘宇、李玉明、张志凌、王怀义、史学玲、

文科武、纪志军、杨炳雄、刘海峡、关天罡、金生祥、梅东升、马万军、徐德腾、罗方伟、梁爽、马云鹂、沙蓓裔、
陈涛、王永福、刘攀超、李锴、肖连、陈超声、陈小华、靳江红、赵劲松、张黎明、姜巍巍、张卫华、王刚、柳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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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给出智能工厂的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的方法。该方法采用计算机模拟仿真等智能

手段,保障探测器满足智能工厂使用环境的需求,为今后开展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提供适当的参考。安

全监测有效性评估采用定量的方法,计算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等探测器的覆盖率,对探测器布点设

计进行验证、优化。是预防危险事故发生及控制后果严重性的有效手段。它的优点是:
———与定性分析相比较,可以提供量化的覆盖率及布局方案,避免主观因素对安全监测有效性的

影响;
———虽然定量分析过程复杂,但其结果精确,在定性分析之后可以应用该方法对分析结论进行

优化;
———利用三维设计成果开展评估,并提供可视化的分析过程和结果。
安全监测有效性是进行安全监测系统功能安全完整性评估的先决条件,是安全监测系统有效性的

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能实现对涉及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泄漏的行业的可靠、及时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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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 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方法的一般要求,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和超声探测器安全

监测有效性评估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石油化工、天然气领域的智能工厂对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和超声的安全监

测进行有效性评估。其他领域的智能工厂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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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T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燃气体 flammablegas
甲类气体或甲、乙A 类可燃液体汽化后形成的可燃气体或可燃蒸气。
注1:又称易燃气体。
注2:改写GB/T50493—2019,定义2.0.1。

3.2
有毒气体 toxicgas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通过皮肤接触或呼吸可导致死亡或永久性健康伤害的毒性气体或毒性

蒸气。
[GB/T50493—2019,定义2.0.2]

3.3
释放源 sourceofrelease
可释放并能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毒性气体环境的位置或地点。
[GB/T50493—2019,定义2.0.3]

3.4
探测器 detector
将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或氧气的浓度转换为电信号的电子设备。
注1:又称检测器。
注2:改写GB/T50493—2019,定义2.0.4。

3.5
安全监测 safetymonitoring
智能工厂中用于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监视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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