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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2 7 2 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城镇燃气 

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 批 准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为行业标 

准 ，编号为 01】94 - 2009，自 2009年 10月 1 日起实施。其中， 

第 3.2 .1、 3.2 .2、 4.2 .1、 6.3 .1、 6.4.1、 7.2.3、 8.1 .3、 

8.2 .4、8.2 .5、8. 3. 2、 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0 1  94 - 2003同时 

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9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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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建设部《关 于 印 发 〈2005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 

修 订 计 划 〈第 一 批 的 通 知 》 （建 标 〔2005〕84号）的要求， 

本规范由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经广 

泛调査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 

定；4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及检验；5 燃气计量表安装及检验 ; 

6 家用、商业用及工业企业用燃具和用气设备的安装及检验 ; 

7 商业用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燃气系统安装及检验；8 试验 

与验收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增加了铝塑复合管的连接、燃气管道的防雷接地、敷设 

在管道竖井内的燃气管道的安装、沿外墙敷设的燃气管道的安装 

等方面的规定；

2 增加了燃气计量表与燃具、电气设施的最小净距要求、 

燃气计量表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等要求；

3 增加了燃气热水器和采暖炉安装及烟道安装的要求等；

4 增加了调压装置安装、监控系统安装的要求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 释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小酱坊胡同甲 4 0号 ; 

邮政编码：100032〉。

本规范主编单位：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城市燃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用工程质量监督站 

成都康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铜业协会（中国^

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吉大地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前卫克罗姆表业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圣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振威燃气安装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戚大明 罗 庆 朱立建 严茂森

白丽萍 吴 珊 杨永慧 井 帅

姜国芳 黄 炜 李白千 易洪斌

张申正

本 规 范 审 查 人 ：金石坚 李恒敬 杜 霞 元永泰

于京春 陈秋雄 张 琳 沈其铭

李美竹 黄崇智 洪运来 魏秋云

顾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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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1 为统一城镇燃气室内工程的施工与质量验收，保证城镇 

燃气室内工程的施工质量，确保安全供气，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供气压力小于或等于匕8^1？3 〔表压）的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镇居民住宅、商业用户、燃气锅炉房（不 

含锅炉本体〕、实验室、工 业 企 业 （不含用气设备）等用户室内 

燃气管道和用气设备安装的施工与质量验收。

1 - 0 .3 燃气室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接通燃气的工作应由燃 

气供应单位负责。

1. 0丨4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的施工与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1. 0^ 1 城 镇 燃 气 室 内 工 程 丨 职 3 6明丨狀打丨叩

指城镇居民、商业和工业企业用户内部的燃气工程系统，含 

引人管到各用户燃具和用气设备之间的燃气管道〔包括室内燃气 

道及室外燃气管道〉、燃具、用气设备及设施。

2 . 0 . 2 室内燃气管道丨 0化0131 833 口丨口6

从用户引人管总阀门到各用户燃具和用气设备之间的燃气  

管道。

2 . 0 . 3  引入管 36〜丨⑶口1 口6

室外配气支管与用户室内燃气进口管总阀门〔当无总阀门 

时，指距室内地面1.0！̂高处）之间的管道。含沿外墙敷设的燃 

气管道。

配气支管指最靠近燃气用户的室外燃气配气管道。

1. 0^ 4 管道组成件  口丨口丨 118 00111̂ 0116111:5

用于连接或装配管道的元件。它包括：管子、管件、法兰、 

垫片、紧固件、阀门、挠性接头、耐压软管及过滤器等。

1. 0̂  5 轩焊连接 0叩 1113『7 301(161-1118 01- 1)1'&2102

将熔点比母材低的钎料与母材一起加热，在母材不熔化的情 

况下，钎料熔化后润湿并填充母材连接处的缝隙，钎料和母材相 

互溶解和扩散，从而形成牢固的连接。

1. 0̂  6 硬轩焊连接匕泣丨叩 0̂1111:1118 

钎料熔点大于4501：的钎焊连接。

2 . 0 . 7 目视检査 01)561-^6 1̂1:11 6^6

通过眼睛并可辅以必要的检查工具，对安装质量进行检查的 

方法。

1. 0# 8 管道暗埋  口丨口 6111136̂ 1716111：

2



管道直接埋设在室内墙体、地面内。

0 .9  管道暗封  口I口1叫

管道敷设在管道井、吊顶、管沟、装饰层等内。



3 基 本 规 定

3丨1 一 般 规 定

3̂  1 .1 承担城镇燃气室内工程和燃气室内配套工程的施工单位， 

应具有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与承包范围相应的资质。

1  1 . 2 从事燃气钢质管道焊接的人员必须具有锅炉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资格证书，且应在证书的有效期及合格 

范围内从事焊接工作。间断焊接时间超过六个月，再次上岗前应 

重新考试合格。

3̂  1 . 3 从事燃气铜管钎焊焊接的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并持相关部门签发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书，方可上岗操作。

3丨1 .4 从事燃气管道机械连接的安装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合 

格 ，并持相关部门签发的上岗证书，方可上岗操作。

3 . 1 . 5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必须按已审定的设计文件实施。 

当需要修改设计文件或材料代用时，应经原设计单位同意。

3 . 1 . 6 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特点制定施工方案，并应经有关部 

门批准。

3 . 1 . 7 在质量检验中，根据检验项目的重要性分为主控项目和 

一般项目。主控项目必须全部合格，一般项目经抽样检验应合  

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除有专门要求外，一般项目的合格点率 

不应低于 80”，且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差 

值 的 1 .2倍。

3 . 1 . 8 工程完工必须经验收合格，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或投入使 

用。工程验收的组织机构应符合相关规定。

分项工程验收宜按本规范附录八表六~ 0丨1 的要求填写验收 

结果；分 部 （子分部）工程验收宜按本规范附录八 表 八  ̂0 . 2 的 

要求填写验收结果；单 位 （子单位）工程验收宜按本规范附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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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 3 的要求填写验收结果。

3 . 1 . 9 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通过返修或采取安全措施仍不能满 

足设计文件要求时，不得对该项目验收。

3̂  1. 1 0 室内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和燃具、用气设备燃烧器采用 

的 额 定 压 力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城 镇 燃 气 设 计 规 范 》08 

50028的有关规定。

3 . 1 . 1 1 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计数规定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管段：每 2001为 一 个 计 数 单 位 （不 足 20爪 按 2001

计）；

2 引入管：每一个引人管为一个计数单位；

3 室内安装：每一个用户单元为一个计数单位；

4 管道连接：每个连接口〔焊接、螺纹连接、法兰连接等） 

为一个计数单位。

3 . 2 材料设备管理

3 . 2 . 1 国家规定实行生产许可证、计量器具许可证或特殊认证 

的产品，产品生产单位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施工单位必须在 

安装使用前査验相关的文件，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不得安装使用。 

3 . 2 . 2 燃气室内工程所用的管道组成件、设备及有关材料的规 

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设计文件的规定，并应有 

出厂合格文件；燃具、用气设备和计量装置等必须选用经国家主 

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不合格者不得选用。

3 . 2 . 3 燃气室内工程采用的材料、设备及管道组成件进场时， 

施工单位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及设计文件组织检查验收，并填写相 

应记录。验收应以外观检査和查验质量合格文件为主。当对产品 

的质量或产品合格文件有疑义时，应 在 监 理 （建设〉单位人员的 

见证下，由相关单位按产品检验标准分类抽样检验。

3 . 2 . 4 对工程采用的材料、设备进场抽检不合格时，应按相关 

产品标准进行抽测。抽测的材料、设备再出现不合格时，判定该 

批材料、设备不合格，并严禁使用。



1 1. 5 管道组成件和设备的运输及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组成件和设备在运输、装卸和搬动时，应避免被污 

染，不得抛、摔、滚、拖等；

2 管道组成件和设备严禁与油品、腐蚀性物品或有毒物品 

混合堆放；

3 铝塑复合管、覆塑的铜管、覆塑的不锈钢波纹软管及其 

管件应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库房或棚内，不得露天存放，应远离热 

源且防止阳光直射；

4 管子及设备应水平堆放，堆 置 高 度 不 宜 超 过 0！！！。管件 

应原箱码堆，堆高不宜超过3 层。

3 . 3 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3 . 3 . 1 在施工过程中，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交接双方应 

共同检查确认工程质量，并应做书面记录。

3 . 3 . 2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按分项、 

分 部 〔子分部〉、单 位 （子单位）工程进行。

3 . 3 . 3 燃气室内工程验收单元可按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 

(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进行划分。分 部 〔子分部〉、分项工程 

的 划 分 可 按 表 3 .3 进行。

表 玉 玉 3 燃 气 室 内 工 程 分 部 丨 子 分 部 1、分 项 工 程 划 分 表

分部 ( 子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引入管安装
管道沟槽、管道连接、管道防腐、沟槽回填、管道设施防  

护 、阴极保护系统安装与测试、调压装置安装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
管道及管道附件安装、暗埋或暗封管道及其管道附件安装、 

支架安装、计量装置安装

设备安装 用气设备安装、通风设备安装

电气系统安装
报警系统安装、接地系统安装、防爆电气系统安装、 自动 

控制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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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4 施工单位应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检验，并真实、准确、 

及时地记录检验结果。记录表格宜符合本规范附录八的要求。 

3 . 3 . 5 质量检验所使用的检测设备、计量仪器应检定合格，并 

应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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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及检验

4.1 ― 般 规 定

4 . 1 . 1 室内燃气管道系统安装前应对管道组成件进行内外部  

清扫。

1 1. 2 室内燃气管道施工前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施工图纸及有关技术文件应齐备；

2 施工方案应经过批准；

3 管道组成件和工具应齐备，且能保证正常施工；

4 燃气管道安装前的土建工程，应能满足管道施工安装的 

要求；

5 应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清除垃圾、杂物。

4 . 1 . 3 在燃气管道安装过程中，未经原建筑设计单位的书面同 

意，不得在承重的梁、柱和结构缝上开孔，不得损坏建筑物的结 

构和防火性能。

4 . 1 . 4 当燃气管道穿越管沟、建筑物基础、墙和楼板时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燃气管道必须敷设于套管中，且宜与套管同轴；

2 套管内的燃气管道不得设有任何形式的连接接头（不含 

纵向或螺旋焊缝及经无损检测合格的焊接接头  ̂；

3 套管与燃气管道之间的间隙应采用密封性能良好的柔性 

防腐、防水材料填实，套管与建筑物之间的间隙应用防水材料  

填实。

4 . 1 . 5 燃气管道穿过建筑物基础、墙和楼板所设套管的管径不 

宜小于表 4 .1 .5的规定；高层建筑引人管穿越建筑物基础时，其 

套管管径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4 . 1 . 6 燃气管道穿墙套管的两端应与墙面齐平；穿楼板套管的



上端宜高于最终形成的地面51；！！！，下端应与楼板底齐平。

表 4. 1. 5 燃气管道的套管公称尺寸

燃气管 0 ^ 1 0 0 ^ 1 5 01^20 0 ^ 2 5 0 ^ 3 2 0 湖 0 1 ^ 0 0 鳩 5 0 ^ 8 0 顯 100 0 ^1 50

套管 削 25 謝 32 0 ！\！40 0 廳 0 ^ 6 5 0 ^ 8 0 0 卿 0 0 ^1 2 5 層 150 0^200

4 . 1 . 7 阀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的规格、种类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2 在安装前应对阀门逐个进行外观检查，并宜对引入管阀 

门进行严密性试验；

3 阀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且便于操作和 

维修，并宜对室外阀门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4 寒冷地区输送湿燃气时，应按设计文件要求对室外引人 

管阀门采取保温措施；

5 阀门宜有开关指示标识，对有方向性要求的阀门，必须 

按规定方向安装；

6 阀门应在关闭状态下安装。

4 . 2 引 入 管

主 控 项 目

4 . 2 . 1 在地下室、半地下室、设备层和地上密闭房间以及地下 

车库安装燃气引入管道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 

明确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引入管道应使用钢号为10、20的无缝钢管或具有同等及 

同等以上性能的其他金属管材；

2 管道的敷设位置应便于检修，不得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 

且应避免被碰撞；

3 管道的连接必须采用焊接连接。其焊缝外观质量应按现 

行 国 家 标 准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68  50236进行评定， I 级合格；焊缝内部质量检查应按现行国 

家 标 准 《无损检测金属管道熔化焊环向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测》 

0 8 /7  12605进行评定， I 级合格。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和査看无损检测报告。

4 . 2 . 2 紧邻小区道路（甬路〉和楼门过道处的地上引人管设置 

的安全保护措施应符合设文件要求。

检査数量：100^检査。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和查阅设计文件。

一 般 项 目

4 . 2 . 3 当 引 入 管 埋 地 部 分 与 室 外 埋 地 管 相 连 时 ，其连接位 

置 距 建 筑 物 基 础 不 宜 小 于 5！！！，且应采用钢塑焊接转换接头。 

当采用法兰转换接头时，应对法兰及其紧固件的周围死角和空隙 

部分采用防腐胶泥填充进行过渡，进行防腐层施工前胶泥应干 

实。防腐层的种类和防腐等级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接头钢质部 

分的防腐等级不应低于管道的防腐等级。

检査数量：100“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针孔检漏仪检测。

4 . 2 . 4 当引人管采用地下引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地引入管敷设的施工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 】33的有关规定；

2 当引人管穿越建筑物基础或管沟时，燃气管道的套管管 

径应符合本规范第 I  1. 5 条的规定；

3 埋地引人管的回填与路面恢复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 

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3的有关规定；

4 引人管室内部分宜靠实体墙固定。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或检查隐蔽工程记录。

4 . 2 . 5 当引人管采用地上引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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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人管升向地面的弯管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17条的 

规定；

2 引人管与建筑物外墙之间的净距应便于安装和维修，宜 

为 01. 10〜匕 1501；

3 引人管上端弯曲处设置的清扫口宜采用焊接连接，焊缝 

外观质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50236进行评定， I I级合格；

4 引入管保温层的材料、厚度及结构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 

定，保温层表面应平整，凹凸偏差不宜超过士 20101。

检查数量：抽査不少于 1 0 ^，且不少于 2 处 ，其中第 3 款 

检查数量为1005^检査。

检査方法：目视检査、测针测量保温层厚度、査验保温材料 

合格证。

4 . 2 . 6 输送湿燃气的引入管应坡向室外，其坡度宜大于或等

于  13. 01。

检查数量：抽 查 1 0 ^，且不少于 2 处。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必要时使用水平仪量测。

4 . 2 . 7 引入管最小覆土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 

计规范》08  50028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1005^检查。

检查方法：在施工过程中用尺量检査。

4 . 2 . 8 当室外配气支管上采取阴极保护措施时，引人管的安装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引人管进人建筑物前应设绝缘装置；绝缘装置的形式宜 

采用整体式绝缘接头，应采取防止高压电涌破坏的措施，并确保 

有效；

2 进人室内的燃气管道应进行等电位联结。

检査数量：100^检査。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及查看产品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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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室内燃气管道

一 般 规 定

4 . 3 . 1 燃气室内工程使用的管道组成件应按设计文件选用；当 

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08 50028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管子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0~ 50，且管道设计压力为 

低压时，宜采用热镀锌钢管和镀锌管件；

2 当管子公称尺寸大于0 X 5 0时，宜采用无缝钢管或焊接 

钢管；

3 铜管宜采用牌号为丁？2 的铜管及铜管件；当采用暗埋形 

式敷设时，应采用塑覆铜管或包有绝缘保护材料的铜管；

4 当采用薄壁不锈钢管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  60：！̂

5 不锈钢波纹软管的管材及管件的材质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的规定；

6 薄壁不锈钢管和不锈钢波纹软管用于暗埋形式敷设或穿 

墙时，应具有外包覆层；

7 当工作压力小于101^3，且环境温度不高于601时，可 

在户内计量装置后使用燃气用铝塑复合管及专用管件。

1 1  2 当室内燃气管道的敷设方式在设计文件中无明确规定时， 

宜按表 4 .3 .2选用。

表 4. 3. 2 室内燃气管道敷设方式

管道材料 明设管道
暗 设 管 道

暗封形式 暗埋形式

热镀锌钢管 应 可

无缝钢管 应

铜管 应 可 可

薄壁不锈钢管 应 可 可

不锈钢波纹软管 可 可 可

燃气用铝塑复合管 可 可 可

注 ：表 中 ” 一” 表示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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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 3 室内燃气管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公称尺寸不大于0 X 5 0的镀锌钢管应采用螺纹连接；当 

必须采用其他连接形式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2 无缝钢管或焊接钢管应采用焊接或法兰连接；

3 铜管应采用承插式硬钎焊连接，不得采用对接钎焊和软 

钎焊；

4 薄壁不锈钢管应采用承插氩弧焊式管件连接或卡套式、 

传压式、环压式等管件机械连接；

5 不镑钢波纹软管及非金属软管应采用专用管件连接；

6 燃气用铝塑复合管应采用专用的卡套式、卡压式连接 

方式。

1  3̂  4 燃气管子的切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碳素钢管宜采用机械方法或氧-可燃气体火焰切割；

2 薄壁不锈钢管应采用机械或等离子弧方法切割；当采用 

砂轮切割或修磨时，应使用专用砂轮片；

3 铜管应采用机械方法切割；

4 不锈钢波纹软管和燃气用铝塑复合管应使用专用管剪 

切割。

4 . 3 . 5 燃气管道采用的支撑形式宜按表4 .3 .5选择，高层建筑 

室内燃气管道的支撑形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表 4. 3. 5 燃气管道采用的支撑形式

公称尺寸 砖砌墙壁 混凝土制墙板 石膏空心墙板 木结构墙 楼板

〜 咖 20 管卡 管卡 管卡、夹壁管卡 管卡 吊架

0 ^ 2 5 - 0 ^ 4 0 管卡、托架 管卡、托架 夹壁管卡 管卡 吊架

0 X 5 0 〜IX獅 管卡、托架 管卡、托架 夹壁托架 管卡、托架 吊架

^ 0 ^ 6 5 托架 托架 不得依敷 托架 吊架

主 控 项 目

4 . 3 . 6 燃气管道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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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无明确规定时，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10卜？3 的管道以及布置 

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空间内的管道，除采用加厚的低 

压管或与专用设备进行螺纹或法兰连接以外，应采用焊接的连接

方式。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査方法：目视检査和査阅设计文件。

4 . 3 . 7 钢质管道的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子与管件的坡口与组对

1^ 管子与管件的坡口形式和尺寸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 

定 ，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02  50236和本规范附录8 的规定；

2、管子与管件的坡口及其内、外表面的清理应符合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02  50235的规定；

3 ^ 等壁厚对接焊件内壁应齐平，内壁错边量不应大  

于 1111111；

4 ^ 当不等壁厚对接焊件组对且其内壁错边量大于10101 

或外壁错边量大于3111111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 

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06  50235的规定 

进行修整。

2 相质管道宜采用手工电弧焊或手工钨极氩弧焊焊接，当 

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0~ 40时，也可采用氧-可燃气体焊接；

3 焊 条 （料〉、焊丝、焊剂的选用

1 ^ 焊 条 （料\ 焊丝、焊剂的选用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 

定 ，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现 

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08 

50236的规定选用；

2 ^ 严禁使用药皮脱落或不均匀、有气孔、裂纹、生锈 

或受潮的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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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道的焊接工艺要求

V 管道的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现场设备、工业 

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8 50236的有关 

规定；

2 ^ 管子焊接时，应采取防风措施；

3 ^ 焊缝严禁强制冷却。

5 在管道上开孔接支管时，开孔边缘距管道环焊缝不应小 

于 100111111；当小于 100111111时，应对环焊缝进行射线探伤检测， 

且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无损检测金属管道熔化焊环向  

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测方法》 丁 12605中的 01级 ；管道环焊 

缝与支架、吊架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5017101；

6 管道对接焊缝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当设计文件 

无明确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V 焊后应将焊缝表面及其附近的药皮、飞溅物清除干 

净，然后进行焊缝外观检査；

2 ^ 焊缝外观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现场设备、 

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8  50236中的 

I I级焊缝质量标准；

3 ^ 对接焊缝内部质量采用射线探伤检测时，其质量不 

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无损 检测 金属 管道 熔化焊  

环向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测方法》（̂只/丁 12605中的 

III级焊缝质量标准。

检查数量：当管道明设或暗封敷设时，焊缝外观质量应  

100^检查，焊缝内部质量的检査比例不少于5《且不 少 于 1 个 

连接部位。当管道暗埋敷设时，焊缝外观和内部质量应100^检  

查 。

检査方法：焊缝外观检査采用目视检査或焊缝检査尺检查； 

焊缝内部质量检査査看无损检测报告。

4 . 3 . 8 钢管焊接质量检验不合格的部位必须返修至合格。设计 

文件要求对焊缝质量进行无损检测时，对检验出现不合格的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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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 ，应按下列规定检验与评定：

1 每出现一道不合格焊缝，应再抽检两道该焊工所焊的同 

一批焊缝，当这两道焊缝均合格时，应认为检验所代表的这一批 

焊缝合格；

2 当第二次抽检仍出现不合格焊缝时，每出现一道不合格 

焊缝应再抽检两道该焊工所焊的同一批焊缝，再次检验的焊缝均 

合格时，可认为检验所代表的这一批焊缝合格；

3 当仍出现不合格焊缝时，应对该焊工所焊全部同批的焊 

缝进行检验并应对其他批次的焊缝加大检验比例。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检查记录和无损检测报告。

4 . 3 . 9 法兰焊接结构及焊缝成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管路法 

兰技术条件》18/丁 74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抽查比例不少于10乂，且不少于 1对法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焊缝检查尺量测。

4 . 3 . 1 0 铜管接头和焊接工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铜管接头》 

11618执行，铜管的钎焊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钎焊前，应除去钎焊处铜管外壁与管件内壁表面的污物 

及氧化物；

2 钎焊前，应将铜管插人端与承口处的间隙调整均匀；

3 钎料宜选用含磷脱氧元素的铜基无银或低银钎料，铜管 

之间钎焊时可不添加钎焊剂，但与铜合金管件钎焊时，应添加钎 

焊剂；

4 钎焊时应均匀加热被焊铜管及接头，当达到钎焊温度时 

加入钎料，应使钎料均匀渗入承插口的间隙内，加热温度宜控制 

在 645〜7901之间，钎料填满间隙后应停止加热，保持静止冷 

却，然后将钎焊部位清理干净；

5 钎焊后必须进行外观检査，钎焊缝应圆滑过渡，钎焊缝 

表面应光滑，不得有较大焊瘤及铜管件边缘熔融等缺陷。

检查数量：100^钎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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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1  3̂  1 1 铝塑复合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铝塑复合管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塑复合压力 

管》。已/丁 18997的规定。铝塑复合管连接管件的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铝塑复合管用卡压式管件》口/丁 190和 《铝塑复 

合管用卡套式铜制管接头》口/丁 111的规定。并应附有质量合 

格证书；

2 连接用的管件应与管材配套，并应用专用工具进行操作；

3 应使用专用刮刀将管口处的聚乙烯内层削坡口，坡角为 

20。〜30。，深度为 1.0〜 1 . 5111111，且应用清洁的纸或布将坡口残 

屑擦干净；

4 连接时应将管口整圆，并修整管口毛刺，保证管口端面 

与管轴线垂直。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1 3 . 1 2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的水平距离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当燃气相对密度比空气轻时，水平距离应控制在 0.5〜 

8.011！范围内，安装高度应距屋顶0.3：！！之内，且不得安装于燃 

具的正上方；

2 当燃气相对密度比空气重时，水平距离应控制在 0 .5〜 

4.0111范围内，安装高度应距地面匕3111以内。̂

检查比例：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及尺量检査。

1  3̂  1 3 室内燃气管道严禁作为接地导体或电极。

检查比例：100^检杳。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

4 . 3 . 1 4 沿屋面或外墙明敷的室内燃气管道，不得布置在屋面上 

的檐角、屋檐、屋脊等易受雷击部位。当安装在建筑物的避雷保 

护范围内时，应每隔 25111至少与避雷网采用直径不小于811111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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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圆钢进行连接，焊接部位应采取防腐措施，管道任何部位的 

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 1 0 0 ；当安装在建筑物的避雷保护范围外  

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査比例：100 X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和接地摇表测试。

一 般 项 目

1 1 1 5 在建筑物外敷设的燃气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沿外墙敷设的中压燃气管道当采用焊接的方法进行连接 

时，应采用射线检测的方法进行焊缝内部质量检测。当检测比例 

设计文件无明确要求时，不应少于 5 ^ ，其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 

家 标 准 《无损检测金属管道熔化焊环向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测  

方法》（̂丑/丁 12605中的13级。焊缝外观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 准 《现 场设 备 、工 业 管 道 焊 接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 0 8  

50236中的13级。

2 沿外墙敷设的燃气管道距公共或住宅建筑物门、窗洞口 

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3  50028的 

规定。

3 管道外表面应采取耐候型防腐措施，必要时应采取保温 

措施。

4 在建筑物外敷设燃气管道，当与其他金属管道平行敷设 

的净距小于 100111111时，每 30111之间至少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6爪012的铜绞线将燃气管道与平行的管道进行跨接。

5 当屋面管道采用法兰连接时，在连接部位的两端应采用 

截面积不小于61111112的金属导线进行跨接；当采用螺纹连接时， 

应使用金属导线跨接。

检查数量：按 本 条 第 1 款的规定执行；其 余 （保温除外） 

1 0 0 ^ 检查；当燃气管道有保温时，保温检査数量，抽查不应少 

于 1 0 ^ ，且不得少于 2 处。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检查无损检测报告及钢管质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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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

4 . 3 . 1 6 管子切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切口表面应平整，无裂纹、重皮、毛刺、凹凸、缩口、 

熔渣等缺陷；

2 切 口 端 面 （切割面）倾斜偏差不应大于管子外径的1^ ， 

且不得超过3爪01；凹凸误差不得超过1X1101；

3 应对不锈钢波纹软管、燃气用铝塑复合管的切口进行整 

圆。不诱钢波纹软管的外保护层，应按有关操作规程使用专用工 

具进行剥离后，方可连接。

检査数量：抽查 5^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

4 . 3 . 1 7 管子的现场弯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50235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弯制时应使用专用弯管设备或专用方法进行；

2 焊接钢管的纵向焊缝在弯制过程中应位于中性线位置处；

3 管子最小弯曲半径和最大直径、最小直径差值与弯管前 

管子外径的比率应符合表 I  3，17的规定。

表 4. 3. 1 7 管子最小弯曲半径和最大直径、最小 

直径的差值与弯管前管子外径的比率

钢管 铜管 不锈钢管 铝塑复合管

最小弯曲半径 3‘ 5 0 0 5 0 。

弯管的最大直径与最小 

直径的差与弯管前管子 

外径之比率

8 ^ 9 ^ ― ―

注：0 。为管子的外径。

检査数量：100^检查。

检査方法：尺量和目视检查。

4 . 3 . 1 8 法兰连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

19



列规定：

1 在进行法兰连接前，应检查法兰密封面及密封垫片，不 

得有影响密封性能的缺陷；

2 法兰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不得紧贴墙壁、楼板和管 

道支架；

3 法兰连接应与管道同心，法兰螺孔应对正，管道与设备、 

阀门的法兰端面应平行，不得用螺栓强力对口；

4 法兰垫片尺寸应与法兰密封面相匹配，垫片安装应端正， 

在一个密封面中严禁使用2 个或 2 个以上的法兰垫片；当设计文 

件对法兰垫片无明确要求时，宜采用聚四氟乙烯垫片或耐油石棉 

橡胶垫片，使用前宜将耐油石棉橡胶垫片用机油浸泡；

5 不锈钢法兰使用的非金属垫片，其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 

50乂10-6；

6 应使用同一规格的螺栓，安装方向应一致，螺母紧固应 

对称、均匀；螺母紧固后螺栓的外露螺纹宜为1〜3 扣 ，并应进 

行防锈处理；

7 法兰焊接检验合格后，方可与相关设备进行连接。

检査数量：抽査比例不小于10^ ，且不少于 2 对法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

4丨3丨1 9 螺纹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在切割或攻制螺纹时，焊缝处出现开裂，该钢管严 

禁使用；

2 现场攻制的管螺纹数宜符合表1 3丨19的规定：

表 4. 3. 1 9 现场攻制的管螺纹数

管子公称尺寸 4 ^ ^ 0 1 ^ 2 0
0 腦 〈么 

^ 0 ^ 5 0 ^ 0 ^ 6 5

0 X 6  5〈：义 

^ 0 ^ 1 0 0

螺纹数 9 〜 11 10 〜 12 11 〜 13 1卜 14

3 钢管的螺纹应光滑端正，无斜丝、乱丝、断丝或脱落， 

缺损长度不得超过螺纹数的10^ ；

20



4 管道螺纹接头宜采用聚四氟乙烯胶带做密封材料，当输 

送湿燃气时，可采用油麻丝密封材料或螺纹密封胶；

5 拧紧管件时，不应将密封材料挤入管道内，拧紧后应将 

外露的密封材料清除干净；

6 管件拧紧后，外露螺纹宜为1〜3 扣，钢制外露螺纹应进 

行防锈处理；

7 当铜管与球阀、燃气计量表及螺纹连接的管件连接时， 

应采用承插式螺纹管件连接；弯头、三通可采用承插式铜管件或 

承插式螺纹连接件。

检査数量：抽查比例不小于105。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

1  3̂  2 0 室内明设或暗封形式敷设的燃气管道与装饰后墙面的净 

距 ，应满足维护、检查的需要并宜符合表4.3 .20的要求；铜管、 

薄壁不锈钢管、不锈钢波纹软管和铝塑复合管与墙之间净距应满 

足安装的要求。

表 4. 3. 2 0 室内燃气管道与装饰后墙面的净距

管子公称尺寸 ^ 0 . ^ 2 5 0 〜25〜0 獅 0 .^5 0 〉0 嶋

与 墙 净 距 （⑴⑴） ^ 3 0 ^ 5 0 ^ 7 0 彡 90

检查数量：抽查比例不小于5 5 。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4 . 3 . 2 1 敷设在管道竖井内的燃气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安装宜在土建及其他管道施工完毕后进行；

2 当管道穿越竖井内的隔断板时，应加套管；套管与管道 

之间应有不小于10111111的间隙；

3 燃气管道的颜色应明显区别于管道井内的其他管道，宜 

为黄色；

4 燃气管道与相邻管道的距离应满足安装和维修的需要；

5 敷设在竖井内的燃气管道的连接接头应设置在距该层地 

面 1. 0〜1. 2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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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査数量：抽查比例不小于20^ 。

检査方法：目视检査和尺量检查。

4 . 3 . 2 2 采用暗埋形式敷设燃气管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设管道的管槽不得伤及建筑物的钢筋。管槽宽度宜为 

管道外径加 20爪111，深度应满足覆盖层厚度不小于 1001111的要 

求。未经原建筑设计单位书面同意，严禁在承重的墙、柱、梁、 

板中暗埋管道。

2 暗埋管道不得与建筑物中的其他任何金属结构相接触， 

当无法避让时，应采用绝缘材料隔离。

3 暗埋管道不应有机械接头。

4 暗埋管道宜在直埋管道的全长上加设有效地防止外力冲 

击的金属防护装置，金 属 防 护 装 置 的 厚 度 宜 大 于 当 与  

其他埋墙设施交叉时，应采取有效的绝缘和保护措施。

5 暗埋管道在敷设过程中不得产生任何形式的损坏，管道 

固定应牢固。

6 在覆盖暗埋管道的砂浆中不应添加快速固化剂。砂浆内 

应添加带色颜料作为永久色标。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颜料宜为 

黄色。安装施工后还应将直埋管道位置标注在竣工图纸上，移交 

建设单位签收。

检查数量：100“ 检査。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查阅设计文件。

4 . 3 . 2 3 铝塑复合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敷设在室外和有紫外线照射的部位；

2 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0 X 2 0的管子，可以直接调直；公 

称尺寸大于或等于0~ 25的管子，宜在地面压直后进行调直；

3 管道敷设的位置应远离热源；

4 灶前管与燃气灶具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0.5！！！，且严禁在 

灶具正上方；

5 阀门应固定，不应将阀门自重和操作力矩传递至铝塑复

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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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100^检查灶前管与燃气灶具的水平净距。

检査方法：尺量检查、目视检查。

1  3̂  2 4 燃气管道与燃具之间用软管连接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 

定，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软管与管道、燃具的连接处应严密，安装应牢固；

2 当软管存在弯折、拉伸、龟裂、老化等现象时不得使用；

3 当软管与燃具连接时，其长度不应超过201，并不得有接

口；

4 当软管与移动式的工业用气设备连接时.其长度不应超 

过 30111，接口不应超过2个 ；

5 软管应低于灶具面板3011101以上；

6 软管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穿过墙、搂板、顶棚、门和窗；

7 非金属软管不得使用管件将其分成两个或多个支管。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

4 . 3 . 2 5 立管安装应垂直，每层偏差不应大于3111111/1̂ 且全长不 

大于 20111111。当因上层与下层墙壁壁厚不同而无法垂于一线时， 

宜做乙字弯进行安装。当燃气管道垂直交叉敷设时，大管宜置于 

小管外侧。

检查数量：抽査比例不小于5^ 。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尺 量 （吊线〉检查。

4 . 3 . 2 6 当室内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设备平行或交 

叉敷设时，其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I  3̂  26的要求。

检查数量：抽査比例不小于10^ 。

检査方法：尺量检查，目视检查。

4 . 3 . 2 7 管道支架、托架、吊架、管 卡 （以 下 简 称 “支架”）的 

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的支架应安装稳定、牢固，支架位置不得影响管道 

的安装、检修与维护；

2 每个楼层的立管至少应设支架1处；

23



表 4 .1  2 6 室内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 

设备之间的最小净距

名 称 平行敷设 交叉敷设

电气

设备

明装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25 10

暗装或管内绝缘电线
5 (从所作的槽或管子 

的边缘算起）
1

电插座、电源开关 15 不允许

电压小于 1000乂的裸露电线 100 100

配电盘、配电箱或电表 30 不允许

相邻管道
应保证燃气管道、相邻管道的 

安装、检查和维修
2

燃 具

主立管与燃具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3001^ 

灶前管与燃具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2(^11！；当 

燃气管道在燃具上方通过时，应位于抽油 

烟 机 上 方 ，且 与 燃 具 的 垂 直 净 距 应 大

于 100。！！！

注 ：1 当明装电线加绝缘套管且套管的两端各伸出燃气管道 10。巾时 .套管与燃

气管道的交叉净距可降至匕爪；

2 当布置确有困难时 . 采取有效措施后可适当减小净距；

3 灶前管不含铝塑复合管；

3 当水平管道上设有阀门时，应在阀门的来气侧 1111范围 

内设支架并尽量靠近阀门；

4 与不镑钢波纹软管、铝塑复合管直接相连的阀门应设有 

固定底座或管卡；

5 钢管支架的最大间距宜按表4.3.27-1选择；铜管支架的 

最大间距宜按表 I  3̂  27-2选择；薄壁不锈钢管道支架的最大间 

距宜按表 ^  3̂  27-3选择；不锈钢波纹软管的支架最大间距不宜 

大 于 1^1；燃气用铝塑复合管支架的最大间距宜按表 4.3.27-4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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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27-1 钢管支架最大间距

公称直径
最大间距 

(⑴）
公称直径

最大间距

(爪）

0 ^ 1 5 2 .5 0 ^ 1 0 0 7 .0

0 ^ 2 0 3 .0 0 ^ 1 2 5 8丨0

0 ^ 2 5 3’ 5 0 ^ 1 5 0 10.0

0 ^ 3 2 4 .0 0 ^ 2 0 0 12.0

0 ^ 4 0 1  5 01^250 14. 5

0 ^ 5 0 5 〇̂ 01\300 16. 5

[獨 5 6’ 0 01^350 18. 5

0,^180 5 撕 400 20‘ 5

表 4. 3. 27-2 铜管支架最大间距

外 径 （̂!!!!!) 15 18 22 28 35 42 54 67 85

垂 直 敷 设 （爪） 1.8 1.8 4 2.4 3 .0 3 .0 3 .0 3丨5 3̂  5

水 平 敷 设 （爪） 1. 2 1. 2 1. 8 1.8 2.4 2.4 2 .4 3̂  0 3̂  0

表 4. 3. 27-3 薄壁不锈钢管支架最大间距

外 径 （⑴⑴）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垂 直 敷 设 （爪） 2 .0 2 .0 1. 5 1. 5 3 .0 3 .0 3 〇̂ 3̂  0 3.5

水 平 敷 设 （爪） 1.8 2 .0 2丨5 1. 5 3 .0 3 .0 3̂  0 3丨0 3̂  5

表 4. 3. 27-4 燃气用铝塑复合管支架最大间距

外 径 〈111111 ̂ 16 18 20 25

水 平 敷 设 （⑴） 1.2 1. 2 1. 2 1. 8

垂 直 敷 设 （⑴） 1. 5 1.5 1. 5 2.5

6 水平管道转弯处应在以下范围内设置固定托架或管卡座 : 

1 ^ 钢质管道不应大于 1.001；

2 〕不锈钢波纹软管、铜管道、薄壁不锈钢管道每侧不 

应大于 0’ 501；

3 〕铝塑复合管每侧不应大于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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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架的结构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排列整齐，支架与管 

道接触紧密，支架安装牢固，固定支架应使用金属材料；

8 当管道与支架为不同种类的材质时，二者之间应采用绝 

缘性能良好的材料进行隔离或采用与管道材料相同的材料进行隔 

离；隔离薄壁不锈钢管道所使用的非金属材料，其氯离子含量不 

应大于 50X 104；

9 支架的涂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铝塑复合管和不锈钢波纹软管支架抽查不少于  

1 0 ^、其他材质的管道支架抽查不小于5^ ，且不少于 10处。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查。

4 .3 .2 8 室内燃气钢管、铝塑复合管及阀门安装后的允许偏差和 

检验方法宜符合表 I  3̂  28的规定，检查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 4. 3. 2 8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后检验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

标 高 士 1 0而11

水平管道
管径小于或等于 0 X 1 0 0 2^1111/171 且《 131110^

纵横方
們目

管径大于 0X100 3111171/111 且

向弯曲 铝塑复合管 1 . 5111111/111 且《 2 5 汀1111

立管垂 钢管 301111/111 且《 801111

直度 铝塑复合管 2111111/171 且《 8111111

引人管阀门 阀门中心距地面 1)1150101

厚度 (扪
十。. 1 ^  

一 0 5 沒

-目退休胆

表面不整度
卷材或板材 土

涂抹或其他 士 2171111

1 管道与墙面的净距，水平管的标高：检查管道的起点、 

终点，分支点及变方向点间的直管段，不应少于 5 段 ；

2 纵横方向弯曲：按系统内直管段长度每 3001应 抽 査 2 

段，不 足 3001的不应少于 1 段 ；有分隔墙的建筑，以隔墙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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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数，抽 查 5 ^ ，且不应少于5段 ；

3 立管垂直度：一根立管为一段，两层及两层以上按楼层 

分段，各抽查 5 ^ ，但均不应少于10段；

4 引人管阀门：100^检查；

5 其他阀门：抽 查 1 0 ^，且不应少于5 个；

6 管道保温：每 20爪抽查 1处，且不应少于5 处。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水平尺、直尺、拉线、吊线等尺量 

检查。

1  3̂  2 9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安装后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检查测试。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查方法：查看检查记录。

4 . 3 . 3 0 室内、外燃气管道的防雷、防静电措施应按设计文件要 

求施工。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按设计文件要求检测。

4 . 3 . 3 1 室内燃气管道的除锈、防腐及涂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明设钢管、暗封形式敷设的钢管及其管道附件连接 

部位的涂漆，应在检查、试压合格后进行；

2 非镀锌钢管、管件表面除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装 

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08  8923中规定的不低于312 

级的要求；

3 钢管及管道附件涂漆的要求

1 ^ 非镀锌钢管：应刷两道防锈底漆、两道面漆；

2〕镀锌钢管：应刷两道面漆；

3 ^ 面漆颜色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未明 

确规定时，燃气管道宜为黄色；

涂层厚度、颜色应均匀。

检查数量：抽 査 5“。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查阅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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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气计量表安装及检验

5.1 ― 般 规 定

5 . 1 . 1 燃气计量表在安装前应按本规范第3 .2 .1、3 .2 .2条的规 

定进行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计量表应有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书；标牌上应有 

标志、最大流量、生产日期、编号和制造单位；

2 燃气计量表应有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检定合格证书， 

并应在有效期内；

3 超过检定有效期及倒放、侧放的燃气计量表应全部进行 

复检；

4 燃气计量表的性能、规格、适用压力应符合设计文件的 

要求。

5̂  1. 2 燃气计量表应按设计文件和产品说明书进行安装。

5 . 1 . 3 燃气计量表的安装位置应满足正常使用、抄表和检修的 

要求。

5 . 2 燃气计量表

主 控 项 目

5̂  1 .1 燃气计量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和査阅设计文件。

5丨1. 2 燃气计量表前的过滤器应按产品说明书或设计文件的要 

求进行安装。

检查数量：100^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查阅设计文件和产品说明书。

5 . 2 . 3 燃气计量表与燃具、电气设施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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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3 的要求。

表 5. 2. 3 燃气计量表与燃具、电气设施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 )

名 称 与燃气计量表的最小水平净距

相邻管道、燃气管道 便于安装、检查及维修

家用燃气灶具 30 (表高位安装时）

热水器 30

电压小于 1000乂的裸露电线 100

配电盘、配电箱或电表 50

电源插座、电源开关 20

燃气计量表 便于安装、检查及维修

检查数量：100^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测量。

一 般 项 目

5 . 2 . 4 燃气计量表的外观应无损伤，涂层应完好。

检查数量：100”。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5 . 2 . 5 膜式燃气计量表钢支架的安装应端正牢固，无倾斜。

检查数量：抽 查 20、，并不应少于 1个。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手检。

5 . 2 . 6 支架涂漆种类和涂刷遍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并应 

附着良好，无脱皮、起泡和漏涂。漆膜厚度应均匀，色泽一致， 

无流淌及污染现象。

检查数量：抽 查 2 0 ^，并不应少于 1个。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查阅设计文件。

5̂  1. 7 当使用加氧的富氧燃烧器或使用鼓风机向燃烧器供给空 

气时，应检验燃气计量表后设的止回阀或泄压装置是否符合设计 

文件的要求。

检查数量：100“。

29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和査阅设计文件。

5̂  1. 8 组合式燃气计量表箱应牢固地固定在墙上或平稳地放置 

在地面上。

检查数量：100^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5 . 2 . 9 室外的燃气计量表宜装在防护箱内，防护箱应具有排水 

及通风功能；安装在楼梯间内的燃气计量表应具有防火性能或设 

在防火表箱内。

检査数量：100、。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5 . 2 . 1 0 燃气计量表与管道的法兰或螺纹连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  18条或第 4  3̂  19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家用燃气计量表抽查 20、，商业和工业企业用 

燃气计量表 100 X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5 . 3 家用燃气计量表

主 控 项 目

5̂  3̂  1 家用燃气计量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计量表安装后应横平竖直，不得倾斜；

2 燃气计量表的安装应使用专用的表连接件；

3 安装在橱柜内的燃气计量表应满足抄表、检修及更换的 

要求，并应具有自然通风的功能；

4 燃气计量表与低压电气设备之间的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5̂  1. 3 的要求；

5 燃气计量表宜加有效的固定支架。

检査数量：抽 查 20、，且不少于 5 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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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商业及工业企业燃气计量表

主 控 项 目

5 .1  1 最大流量小于 65013 7卜的膜式燃气计量表，当采用高位 

安装时，表后距墙净距不宜小于3011101，并应加表托固定；采用 

低位安装时，应平稳地安装在高度不小于200111111的砖砌支墩或 

钢支架上，表后与墙净距不应小于300101。

检查数量：100^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及尺量检查。

5 . 4 . 2 最大流量大于或等于65013几的膜式燃气计量表，应平 

正地安装在高度不小于200111111的砖砲支缴或钢支架上，表后与 

墙净距不宜小于 150111：11；腰轮表、涡轮表和旋进旋涡表的安装 

场所、位置、前后直管段及标高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并应按 

产品标识的指向安装。

检查数量：100 X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查阅设计文件。

5̂  1  3 燃气计量表与燃具和设备的水平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距金属烟囱不应小于80。！！！，距砖砌烟囱不宜小于6(̂ 111；

2 距炒菜灶、大锅灶、蒸箱和烤炉等燃气灶具灶边不宜小 

于 801*111；

3 距沸水器及热水锅炉不宜小于1500111；

4 当燃气计量表与燃具和设备的水平净距无法满足上述要 

求时，加隔热板后水平净距可适当缩小。

检查数量：100 ̂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及尺量检查。

5̂  4̂  4 燃 气 计 量 表 安 装 后 的 允 许 偏 差 和 检 验 方 法 应 符 合  

表 ^ 4.4的要求。

检查数量：抽 查 5 0 ^，且不少于 1 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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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4 燃气计量表安装后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最大流量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爪!!!） 检验方法

表底距地面 ± 1 5

吊线和尺量表后距墙饰面 5

中心线垂直度

^251113711
表底距地面 士 15 吊线、尺量、 

水平尺中心线垂直度 表高的 0 .4 “

一 般 项 目

5 . 4 . 5 当采用不镑钢波纹软管连接燃气计量表时，不锈钢波纹 

软管应弯曲成圆弧状，不得形成直角。

检查数量：100^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5 . 4 . 6 当采用法兰连接燃气计量表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18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100^ 。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

5 . 4 . 7 多台并排安装的燃气计量表，每台燃气计量表进出口管 

道上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安装阀门；燃气计量表之间的净距应满 

足安装、检查及维修的要求。

检查数量：100^ 。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查阅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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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用、商业用及工业企业用燃具 

和用气设备的安装及检验

石. 1 一 般 规 定

6 . 1 . 1 燃具和用气设备安装前应按本规范第3.2.1、3.2，2 条的 

规定进行下列检验：

1 应检查燃具和用气设备的产品合格证、产品安装使用说 

明书和质量保证书；

2 产品外观的显见位置应有产品参数铭牌，并有出厂日期；

3 应核对性能、规格、型号、数量是否符合设计文件的  

要求。

6 . 1 . 2 家用燃具应采用低压燃气设备，商业用气设备宜采用低 

压燃气设备。

6 . 1 . 3 家用、商业用及工业企业用燃具和用气设备的安装场所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的有关 

规定。

6 . 1 . 4 烟道的设置及结构应符合燃具和用气设备的要求，并应 

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对旧有烟道应核实烟道断面及烟道抽力， 

不满足烟气排放要求的不得使用。

6 . 2 家 用 燃 具

主 控 项 目

6 . 2 . 1 家用燃具的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 

具安装及验收规程》011 12的有关规定。

检查方法：查阅资料和目视检查。

6 . 2 . 2 燃气的种类和压力、燃具上的燃气接口、进出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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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口应符合燃具说明书的要求。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和查阅资料。

6 . 2 . 3 燃气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并应符合设计文件 

的要求；

2 热水器和采暖炉应安装牢固，无倾斜；

3 支架的接触应均匀平稳，并便于操作；

4 与室内燃气管道和冷热水管道连接必须正确，并应连接 

牢固、不易脱落；燃气管道的阀门、冷热水管道阀门应便于操作 

和检修；

5 排烟装置应与室外相通，烟 道 应 有 坡 向 燃 具 的 坡 度 ， 

并应有防倒风装置。

检查数量：100^ 。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查。

6 . 2 . 4 当燃具与室内燃气管道采用螺纹连接时，应按本规范第 

4̂  3̂  19条的规定检验。

检査数量：抽 査 20^ ，且不少于2 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6 . 2 . 5 当燃具与室内燃气管道采用软管连接时，软管应无接头 ; 

软管与燃具的连接接头应选用专用接头，并应安装牢固，便于操作。 

检查数量：抽 查 20^ ，且不少于 2 台。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手检和尺量检查。

6 . 2 . 6 燃具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 

表 6 .2 .6的规定。

表 6. 2. 6 燃具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

名 称
与燃气灶具的 

水平净距

与燃气热水器 

的水平净距

明装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30 30

暗装或管内绝缘电线 20 20

34



续 表 6，2̂  6

名 称
与燃气灶具的 

水平净距

与燃气热水器 

的水平净距

电插座、电源开关 30 15

电压小于 1000乂的裸露电线 100 100

配电盘、配电箱或电表 100 100

注：燃具与燃气管道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  3̂  2 6 的规定。

检查数量：100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查。

一 般 项 目

6 . 2 . 7 燃气灶具的灶台高度不宜大于8(^01；燃气灶具与墙净距 

不得小于 100111，与侧面墙的净距不得小于151:111，与木质门、窗 

及木质家具的净距不得小于20|：01。

检查数量：抽 查 2 0 ^，且不少于 1 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查。

6 . 2 . 8 嵌人式燃气灶具与灶台连接处应做好防水密封，灶台下 

面的橱柜应根据气源性质在适当的位置开总面积不小于8001112 

的与大气相通的通气孔。

检查数量：抽 查 2 0 ^，且不少于 1 台。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查。

6 . 2 . 9 燃具与可燃的墙壁、地板和家具之间应设耐火隔热层， 

隔热层与可燃的墙壁、地板和家具之间间距宜大于10^ ^ 。

检查数量：100“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査。

6̂  1 .1 0 使用市网供电的燃具应将电源线接在具有漏电保护功能 

的电气系统上；应使用单相三极电源插座，电源插座接地极应可 

靠接地，电源插座应安装在冷热水不易飞溅到的位置。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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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控 项 目

6 . 3 . 1 当商业用气设备安装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 

间内时，应严格按设计文件要求施工。

检査方法：查阅设计文件。

6，3^ 2 商业用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气设备之间的净距应满足设计文件、操作和检修的 

要求；

2 用气设备前宜有宽度不小于1.5111的通道；

3 用气设备与可燃的墙壁、地板和家具之间应按设计文件 

要求做耐火隔热层，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其厚度不宜小于  

1.501111，隔热层与可燃的墙壁、地板和家具之间的间距宜大  

于 50171111。

检査数量：1 0 0 ^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査。

一 般 项 目

6 . 3 . 3 砖砲燃气灶的燃烧器应水平地安装在炉膛中央，其中心 

应对准锅中心；应保证外焰有效地接触锅底，燃烧器支架环孔周 

围应保持足够的空间。

检查数量：1 0 0 ^ 检查。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查。

6 . 3 . 4 砖砌燃气灶的高度不宜大于800:111，封闭的炉膛与烟道应 

安装爆破门，爆破门的加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查数量：1 0 0 ^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和查阅设计文件。

6̂  3̂  5 沸水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沸水器的房间应按设计文件检查通风系统；

6.3 商业用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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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沸水器应采用单独烟道；当使用公共烟囱时，应设防止 

串烟装置，烟囱应高出屋顶 101以上，并应安装防止倒风的装  

置，其结构应合理；

3 沸水器与墙净距不宜小于0.501，沸水器顶部距屋顶的净 

距不应小于 0丨6111；

4 当安装 2 台或 2 台以上沸水器时，沸水器之间净距不宜 

小于 0̂  5^10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尺量检查和查阅设计文件。

6 . 4 工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

主 控 项 目

6丨1  1 工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的安装场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的规定；当用气设备安装在地下 

室、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间内时，应严格按设计文件要求  

施工。

检查方法：査阅设计文件和目视检査。

6 . 4 . 2 当工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与燃气供应系统连接时，应按 

设计文件进行核查，不符合设计文件要求不得连接。

检査方法：査阅设计文件和目视检査。

6 . 4 . 3 当用气设备为通用产品时，其燃气、自控、鼓风及排烟 

等系统的检验应符合产品说明书或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设备铭牌、查阅产品说明书和设计文件。

6 . 4 . 4 当用气设备为非通用产品时，其燃气、自控、鼓风及排 

烟等系统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烧器的供气压力必须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2 用气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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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100“ 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设备铭牌、产品说明书和设计文件。

6̂  1  5 用气设备燃烧装置的安全设施除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燃烧装置采用分体式机械鼓风或使用加氧、加压缩空 

气的燃烧器时，应安装止回阀，并应在空气管道上安装泄爆  

装置；

2 燃气及空气管道上应安装最低压力和最高压力报警、切 

断装置；

3 封闭式炉膛及烟道应按设计文件施工，烟道泄爆装置的 

加工及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和目视检査。

一 般 项 目

6̂  4̂  6 下列阀门的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1 各用气车间的进口和用气设备前的燃气管道上设置的单

独阀门；

2

1、1 ^
每只燃烧器燃气接管上设置的单独的有启闭标记的阀

1 \ ；

3 每只机械鼓风的燃烧器，在风管上设置的有启闭标记的

阀门；

4 大型或互联装置的鼓风机，其出口设置的阀门；

5 放散管、取样管、测压管前设置的阀门。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查阅设计文件和尺量检查。燃气管 

道 、阀门和用气设备的气密性用压缩空气、测漏仪、压力表、II 

形压力计或发泡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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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烟 道

主 控 项 目

6 . 5 . 1 用气设备的烟道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施工。居民用气设 

备的水平烟道长度不宜超过5爪，商业用户用气设备的水平烟道 

不宜超过 601，并应有 I X 坡向燃具的坡度。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及尺量检查。

6 . 5 . 2 烟道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6 

50028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100 ̂ 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计算及检测。

6 . 5 . 3 商业用大锅灶、中餐炒菜灶、烤炉、西餐灶等的烟道应 

按设计文件的要求安装。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

一 般 项 目

6 . 5 . 4 用镀锌钢板卷制的烟道卷缝应均匀严密，烟道应顺烟气 

流向插接，插接处不应有明显的缝隙和弯折现象。

检查数量：居民用户抽查2 0 ^，且不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

6 . 5 . 5 用钢板制造的烟道，连接面应平整无缝隙，连接紧密牢 

固，表面平整，应对烟道进行保温，保温材料及厚度应符合设计 

要求，并应保证出口排烟温度高于露点。

检查数量：100“ 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和手检。

6 . 5 . 6 用非金属预制块砌筑的烟道，砌筑块之间应粘合严密、 

牢固，表面平整，内部无堆积的粘合材料，砖砌烟道的厚度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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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出口排烟温度高于露点。

检查数量：100乂检査。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和手检。

6 . 5 . 7 金属烟道的支（吊）架 ，结构和设置位置应符合设计文 

件的规定，安装应端正牢固，排列应整齐。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手检或查阅设计文件。

6 . 5 . 8 碳素钢板烟道和烟道的金属支（吊）架所涂油漆种类和 

涂刷遍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并应附着良好，无脱皮、起泡 

和漏涂，漆膜应厚度均匀，色泽一致，无流淌及污染现象。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和查阅设计文件。

6 . 5 . 9 当多台用气设备合用一个水平烟道时，应按设计文件要 

求设置导向装置。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査和查阅设计文件。



7 商业用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 

燃气系统安装及检验

7.1 一 般 规 定

1. 1. 1 商业用室内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的相关规定。

1. 1- 2 商业用燃气锅炉和燃气冷热水机组的设置应符合设计文 

件的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的相 

关规定。

1. 1. 3 商业用燃气锅炉和燃气冷热水机组的烟道施工应符合设 

计文件的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 

的相关规定。

7 . 2 管 道

主 控 项 目

7 . 2 . 1 引人管的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4 2 节的相关要求，引人 

管阀门至室外配气支管之间的管道试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 

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11 33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同本规范第4 .2节的相关要求，严密性试验稳压 

24匕 修 正 压 力 降 符 合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⑶ 33的规定。

7 . 2 . 2 管道组成件使用的材质、规格和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燃气管道的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4丨3 节的相关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材质书、合格证，其余同本规范第4 .3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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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

7 . 2 . 3 地下室、半地下室和地上密闭房间室内燃气钢管的固定 

焊口应进行 100 ^射线照相检验| 活动焊口应进行10^射线照相  

检验，其质量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无损检测金属管道熔化焊环 

向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测》0 8 /7  12605中的]|[级。

检查数量：100^检査。

检查方法：外观检查、查阅无损探伤报告和设计文件。

7 . 2 . 4 商业用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室内燃气管道末端的放散 

管应按设计文件要求安装，放散管尚应设手动快速切断阀。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査方法：目视检查和尺量检査。

一 般 项 目

7 . 2 . 5 引人管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4 .2节的相关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査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4 .2节的要求。

7 . 2 . 6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同本规范第4 .1节和第 4 3 节的相关 

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4 .1节和第 4 3 节的要求。

7 . 3 调 压 装 置

主 控 项 目

1 3 . 1 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的燃气调压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 

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

1. ^  2 调压装置与燃气管路的连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I  3 节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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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100“ 检查。

检查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4 3 节的相关规定。

1. 3̂  3 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的燃烧器系统及调压装置的性能、 

规格、型号必须符合设计文件及所供气源的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检查产品说明书和设备铭牌。

7 . 3 . 4 调压装置安装的环境、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和现 

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8  50028的相关规定。

检查数量：100 X 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及相关标准。

一 般 项 目

7 . 3 . 5 设置调压装置的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雷装置、设备接 

地装置和报警系统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测试或查阅安装测试记录。

7 . 4 自控安全系统

主 控 项 目

1. 4̂  1 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的燃烧器应具有安全保护及自动 

控制的功能。

1. 4丨2 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断阀应按设计文件安装 ; 

当管线进行系统强度和严密性试验时，紧急自动切断阀应呈开启 

状态。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手检，查阅产品说明书和设计文件。

1. 4̂  3 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用气场所设置的燃气浓度自动报 

警系统，应按要求同独立的防爆排烟设施、通风设施、紧急自动 

切断阀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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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査数量：100^检査。

检査方法：查阅设计文件及设备安装说明书，进行联动测试

试验。

1. 4̂  4 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的用气场所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查数量：100“ 检査。

检査方法：查阅设计文件，按国家现行标准《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08  50166、《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检 

测报警系统安全技术规范》37 6503和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08 50261检验及测试。

一 般 项 目

7 . 4 . 5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火灾检测报警器的安装位置应符 

合产品说明书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査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查看产品说明书及设计文件、尺量检査。

7 . 4 . 6 燃气浓度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紧急自动 

切断阀的供电导线的规格、型号、敷设方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 

要求。

检查数量：100^检查。

检查方法：目视检查、査阅设计文件和产品合格证。

7 . 4 . 7 燃气锅炉和燃气冷热水机组控制室的设备安装，应符合 

设计文件的要求。

检査数量：100“ 检查。

检查方法：查阅设计文件及产品说明书、按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 8  50093进行调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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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与验收

8.1 一 般 规 定

8 . 1 . 1 室内燃气管道的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自引入管阀门起至燃具之间的管道的试验应符合本规范 

的要求；

2 自引入管阀门起至室外配气支管之间管线的试验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11 33的 

有关规定。

8 . 1 . 2 试验介质应采用空气或氮气。

8 . 1 . 3 严禁用可燃气体和氧气进行试验。

8̂  1. 4 室内燃气管道试验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已制定试验方案和安全措施；

2 试验范围内的管道安装工程除涂漆、隔热层和保温层外， 

已按设计文件全部完成，安装质量应经施工单位自检和监理（建 

设）单位检查确认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8̂  1. 5 试验用压力计量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验用压力计应在校验的有效期内，其量程应为被测最 

大压力的 1.5〜2倍。弹簧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0 .4级。

2 I；形压力计的最小分度值不得大于1爪111。

8 . 1 . 6 试验工作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监 理 （建设〕等单位 

应参加。

8 . 1 . 7 试验时发现的缺陷，应在试验压力降至大气压力后进行 

处理。处理合格后应重新进行试验。

8̂  1. 8 家用燃具的试验与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家用燃气 

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0 0  12的有关规定。

8，1.9 暗埋敷设的燃气管道系统的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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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隐蔽前进行。

8 . 1 . 1 0 当采用不锈钢金属管道时，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检查 

所用的发泡剂中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25X101。

8 . 2 强 度 试 验

8̂  1. 1 室内燃气管道强度试验的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管敷设时，居民用户应为引人管阀门至燃气计量装置 

前阀门之间的管道系统；暗埋或暗封敷设时，居民用户应为引人 

管阀门至燃具接人管阀门（含阀门）之间的管道；

2 商业用户及工业企业用户应为引人管阀门至燃具接人管 

阀 门 （含阀门）之间的管道（含暗埋或暗封的燃气管道\

8 . 2 . 2 待进行强度试验的燃气管道系统与不参与试验的系统、 

设备、仪表等应隔断，并应有明显的标志或记录，强度试验前安 

全泄放装置应已拆下或隔断。

8 . 2 . 3 进行强度试验前，管内应吹扫干净，吹扫介质宜采用空 

气或氮气，不得使用可燃气体。

2.4 强 度 试 验 压 力 应 为 设 计 压 力 的 1 .5 倍 且 不 得 低  

于 0̂

8 . 2 . 5 强度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低压燃气管道系统达到试验压力时，稳压不少于 0.511 

后，应用发泡剂检查所有接头，无渗漏、压力计量装置无压力降 

为合格；

2 在中压燃气管道系统达到试验压力时，稳压不少于 0.5(1 

后 ，应用发泡剂检查所有接头，无渗漏、压力计量装置无压力降 

为合格；或 稳 压 不 少 于 讣 ，观察压力计量装置，无压力降为 

合格；

3 当中压以上燃气管道系统进行强度试验时，应在达到试 

验压力的5 0 ^ 时停止不少于15111丨II，用发泡剂检査所有接头，无 

渗漏后方可继续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并稳压不少于111后，压力 

计量装置无压力降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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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1 严密性试验范围应为引入管阀门至燃具前阀门之间的管 

道。通气前还应对燃具前阀门至燃具之间的管道进行检查。

3̂  2 室内燃气系统的严密性试验应在强度试验合格之后进行。

8 . 3 . 3 严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低压管道系统

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且不得低于 51^*3。在试验压力下， 

居 民 用 户 应 稳 压 不 少 于 商 业 和 工 业 企 业 用 户 应 稳 压 不 少  

于 并 用 发 泡 剂 检 查 全 部 连 接 点 ，无渗漏、压力计无压力 

降为合格。

当试验系统中有不锈钢波纹软管、覆塑铜管、铝塑复合管、 

耐油胶管时，在试验压力下的稳压时间不宜小于111，除对各密 

封点检查外，还应对外包覆层端面是否有渗漏现象进行检查。

2 中压及以上压力管道系统

试 验 压 力 应 为 设 计 压 力 且 不 得 低 于 在 试 验 压 力 下  

稳压不得少于211，用发泡剂检查全部连接点，无渗漏、压力计 

量装置无压力降为合格。

8̂  3̂  4 低压燃气管道严密性试验的压力计量装置应采用口形压 

力计。

8’ 4 验 收

8 . 4 . 1 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自检合格的基础上，监理单位应组 

织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 

报告并申请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竣工 

验收。

新建工程应对全部施工内容进行验收，扩建或改建工程可仅 

对扩建或改建部分进行验收。

8̂  1  2 工程竣工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的各参建单位向验收组汇报工程实施的情况；

8 . 3 严密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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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组应对工程实体质量（功能性试验〕进行抽査；

3 对本规范第8 .1  3 条规定的内容进行核査；

4 签署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8 . 4 . 3 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具有下列文件，并宜按附录六及附录  

8 表格填写：

1 设计文件；

2 设备、管道组成件、主要材料的合格证、检定证书或质 

量证明书；

3 施工安装技术文件记录（附 录 0 ：焊 工 资 格 备 案 （表 

匸』 . 1〕、阀门试验记录（附 表 （̂(^二）、射线探伤检验报告（表 

超声波试验报告（表 隐 蔽 工 程 （封闭〉记录 

(表 燃 气 管 道 安 装 工 程 检 查 记 录 （表 室 内 燃  

气系统压力试验记录（表 已 0̂  ”  ；

4 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5 城镇燃气工程质量验收记录〈附录八 \燃气分项工程质  

量 验收记录（表八  ̂0 .1〉、燃 气 分 部 （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 

录 （表六…』）、燃 气 单 位 （子单位）工 程 竣 工 验 收 记 录 （表 

八. 0^3)5

6 其他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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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燃气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表八  ̂0. 1 燃气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I ：稃名称 分部丁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 I：单位 位 贤 主要工程数蚨

序弓 共控项目 躲收依据 质 最 怡 况 监理( 逑设〉单位验收竞见
1
2
3
4
5

序号 一般项目

验收依据爿允许偏差 

(规定值士偏差值）
验收点偏差或实测悄 应最

测点

数

合格

点数

合格韦
监理(建 

设〉单位 

验收意见
2 3 4 6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2
3
4
5
6
7
8

施工单位自检结果 施工单位项目质置负资人 检奄口期 年 月 日

监理(违设〉 

单位验收意见

II&
(逑设单位项0 负责人》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表八丨0 . 2 燃 气 分 部 （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 目 技 术 （质 

量 ）负责人
分包单位

序 号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自检意见

监 理 （建设〉 

单位验收意见

1

2

3

4

5

6

7

8

观感质量

质量控制资料

验收结论

验
收
单
位

分包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监 理 〈建设〉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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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入‘ 0 . 3 燃 气 单 位 （子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设计概算 施工决算

验收范围及数量〈附 页 共 页 \

验收意见：

验 收 组 组 长 （签字 \

建 设 单 位 （签字、公章〉： 监 理 单 位 〈签字、公章〕：

设 计 单 位 〔签字、公章 \ 施 工 单 位 〈签字、公章 \

单 位 〈签字、公章〉： 单 位 〈签字、公章

竣工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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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厚度
丁

( 爪爪）

口
称

坡
名 坡口形式 间隙

( 爪爪）

钝边

广
( 爪爪)

2〜 30 1'形接头 

I 形坡口

附录 3 管道焊接常用的坡口形式和尺寸

表 8 钢制管道焊接坡口形式及尺寸

坡口尺寸

管径 

匕 76
座
口
 

管
坡

50 〜 60 
〔30〜 

35̂

炉 100  3=70 尺：5

管径
幅〜

133

座
口
 

管
坡 0̂ \ 2〜3 45 〜 60

1〜 3 I 形坡口
^11117777^

3〜 9

V 形坡口

9〜 26

0〜 2 0 〜2 65 〜 75

55 〜 65

备注
口
度
)̂
，
 

坡
角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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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尺 ̂ 1 . 4  丁, 
且不大 

于颈部 

厚度；

且不大

于丁

尺一1.4 丁, 
且不大 

于颈部 

厚度

序
厚度
丁 口

称
 

坡
名 坡口形式

( ⑴爪）

钝边

( 爪!!!）

法兰角

焊接头

承插焊

接法兰

坡口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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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施工安装技术文件记录内容及格式

表 0  0. 1 焊工资格备案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致 监 理 （建设〉单位：

我单位经审查，下列焊工符合本工程的焊接资格条件 . 请查收备案。

序

号
焊工姓名 焊工证书编号

焊工代号 

(钢印 ^
考试合格项目代号 考试日期 备注

施工单位部门负责人 项目经理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54



表 0  0 . 2 阀门试验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试验

日期
类型 数量

规格型号 强度试验 严密性试验 外观检查 

及

试验结果

公称

直径

公称

压力

试验

介质

压力 时间

( ^ ! ! )

试验

介质

压力 时间

( ^ ! ! ! )

监理（建设〉单位

施 工 单 位

项目负责人 质检员 试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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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  0.3 射线探伤检验报告

I.分散夹渣 13 
8^ 夹钨 14 
9丨气孔 15 
10.长形气孔  16
I I .过熔透  ”  
12.凹陷  18

缺陷代号

审核人： 评片： 暗房处理： 拍片1
年 月 曰 年 月 日 年 月 口 年 月 日

项目： 

管线号

工号：

委托单位 试验编号

规格及厚度 焊接方法 执行标准

材质 增感方式 透视方法

底片编兮
缺 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评定等级 返修位置 焊工号

纹 

液

纹纹
1

透合夹
 

裂裂坑焊熔状
 

横纵弧未未条

1
 

1
 
丄

'
 ̂
1
^
5
6̂ 槽

陷 

办 

满孔缺边口面
 

溢缩伪咬错表



表 0 ^ 0 .4 超声波试验报告

项目： 工号：

委托单位 受检件名称 试验编号

材 质 试 块 执行标准

规 格 人射点 指示长度

厚 度  

(^!!!!!)

折射角

(^)

最大射波高 

(北 值 ）

耦合剂 表面状态 灵敏度余量

使用仪器

序 号 检验部位
超 标 缺 陷

评 级
性 质 深 度 位 置

附注：

年 月 日

审核人  ’ 年 月 日 报告人  年 月 日

证号： 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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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0 . 5 隐 蔽 工 程 （封闭丨记录

项目 :

隐蔽
I

封闭 -
部位

工号：

施工图号

封闭

前的检查：

隐蔽

封闭一

方法 :

简图说明：

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

年 月

施工单位：

施工人员：

检验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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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0 . 6 燃气管道安装工程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检查部位 检查项目

检查数量

检

查

内

容 填表人：

示

意

简

图

检查

结果

及

处理

意见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复 

查 

^ 结 、 

果 复查人： 复查日期： 年 月 曰

监 理 （建设〉单位
施 工 单 位

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 质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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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0 . 7 室内燃气系统压力试验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管道材质 接口做法

设计压力 试验压力

压力计种类 口 弹 簧 表 ；口数字式压力计；口 1；形压力计；口

压力计量程 

及精度等级
灿 … 级 试验项目 口 强 度 ；口严密性

试验介质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试验范围：

试验过程：

试验结果：

监 理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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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 

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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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6  50028

2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 6  50093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0650166

4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6 50235

5 《现 场 设 备 、工 业 管 道 焊 接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 

08  50236

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08  50261

7 《无损检测金属管道熔化焊环向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  

测方法》 丁 12605

8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08 8923

9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01】12-99

1 0 《城镇燃气输配气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1】33

1 1 《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系统安全技术规 

范》3丫 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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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01.1 94 ― 2009

条 文 说 明



修 订 说 明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94 - 2009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9年 4 月 7 日以第272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第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参 

编单位是成都市煤气总公司、上海市燃气市北销售有限公司、沈 

阳市煤气总公司、昆明市煤气总公司、国 际 铜 业 协 会 （中国\ 

北京市煤气工程公司。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增加第 2 章术语，第 3 章基本规定；

2 原 规 范 第 2、3、4、5 章的内容汇编为本规范第 3、4、 

5、6、7 章 ；

3 第 4 章是在原规范第2 章的基础上，增加了铝塑复合管 

的连接、燃气管道的防雷接地、敷设在管道竖井内的燃气管道的 

安装、沿外墙敷设的燃气管道的安装等方面的规定，且汇编了原 

规范第 5 章中有关室内燃气管道检验的内容；

4 第 5 章是在原规范第3 章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燃气计 

量表与燃具、电气设施的最小净距要求、燃气计量表安装的允许 

偏差和检验方法等要求，且汇编了原规范第5 章中有关燃气计量 

表安装检验的内容；

5 第 6 章是在原规范第4 章的基础上，增加了燃气热水器 

和采暖炉安装及烟道安装的要求等，且汇编了原规范第5 章中有 

关家用、商业用及工业企业用燃具和用气设备安装检验的内容；

6 第 7 章是在原规范第5 章中第 5 .5节的基础上，增加了 

调压装置安装、监控系统安装的要求等；

7 第 8 章是对原规范第6 章中有关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 

的具体规定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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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 

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 

请将意见函寄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 

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小酱坊胡同甲40号，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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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丨1 提出制定本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 

工及验收的标准，保证城镇燃气室内工程的施工质量，确保安全

供气。

1. 0丨2 对本规范适用范围明确为供气压力小于或等于 8 ^  

(表压〉的城镇燃气室内管道和设备工程。燃气户外引人管和设 

置在建筑物外墙的燃气管道也属于本规范适用的范围，燃气厂、 

站的设备本体〈包括燃气发电机组、燃气调压装置、燃气加气装 

置、液化石油气储存、灌瓶、气化、混气、液化天然气、液化石 

油气等设备）、燃气锅炉本体及工业企业用气设备的施工及验收 

不属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本规范所指压力均为表压。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2006中对用户室内燃气管道的 

最高压力规定见表1 ；对用气设备燃烧器的额定压力规定见表2。

表 1 用户室内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表压乂! ^ )

燃 气 用 户 最高压力

工业用户
独立、单层建筑 0̂  8

其 他 0’ 4

商业用户 0’ 4

居 民 用 户 （中压用户） 13. 2

居 民 用 户 （低压用户） 〈0.01

表 2 居民低压用气设备燃烧器的额定压力（表压设 ^ )

\  燃气 天 然 气

\

燃烧器\ \

人工煤气
矿井气

天然气、油田伴生气、 

液化石油气混空气

液化石油气

民用燃具 1.0 1 .0 2 .0 2丨8 或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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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3 明确了燃气通气的时机、通气的责任单位和工作职责划 

分的界线。燃气供应单位一般是指当地的燃气公司。

竣工验收是指在建设单位组织下，各参建单位参加，并有工 

程质量监督部门对验收过程进行监督，按规定的工作程序所进行 

的活动。

1. 0̂  4 本规范为指导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及验收的综合性规 

范，所提出的是基本要求，因此城镇燃气室内工程除应符合本规 

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有关的国家现行标准和规范，主要有：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8  50028 

2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 8  50235 

3 《现 场 设 备 、工 业 管 道 焊 接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 

0 8  50236

4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3 

5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12 

6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IV 丁 4730 

7 《铜及铜合金焊接及钎焊技术规程》 223 

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013 50016 

9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0 8  50045 

1 0 《无损检测金属管道熔化焊环向对接接头射线照相检 

测方法》 丁 12605

1 1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08  8923

1 2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60 50093 

1 3 《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安全技术规 

范》3丫 6503

1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0850166 

1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0 8  50261 

1 6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0 8  50057 

1 7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0 8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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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章所列术语，其定义及范围仅适用于本规范。

1. 0̂  1 本条所指的燃气室内工程的燃气管道包括室外配气支管 

与用户引人管总阀门之间的管道、燃气外爬墙管道和沿屋顶敷设 

的燃气管道。

2.0.7 “辅以必要的检查工具” 一般指低倍放大镜。

2.0.8 引用

2.0.49 条。

2.0.9 引用

1. 0̂  50 条。

《城 镇 燃 气 设 计 规 范 》 08 50028 - 2006第

《城 镇 燃 气 设 计 规 范 》 50028 - 200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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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丨1 .1 本条是对从事室内燃气工程及其配套工程施工单位的资 

质要求。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是指：燃气工程施工资质由建设主管部门 

颁发；配套工程根据消防有关法规的规定，其资质由消防主管部 

门颁发。

本条编制依据是199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第 62号 令 《城市燃气管理办法》。

3丨1 . 2 焊接连接的钢质管道一般敷设于重要的或对安全有特殊 

要求的场所，因此对焊接人员的资格提出要求是必要的。国务院 

令 第 373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对受监察的压力管道给 

出了明确的界定，本 条 所 指 “压力管道”是指受监察的压力管 

道，对于从事受监察的压力管道以外的钢质管道的焊接，其焊接 

人员资格可参照本款的要求执行。焊接人员的考试及管理要求见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焊工考试与管理规则》（国质检锅 0002〕 

109 号

焊工间断焊接时间较长后，操作手法容易生疏，难以保证焊 

接质量，因此再次上岗前还应进行考试，以适应该工程对焊接质 

量的要求。考试的组织部门可以为施工单位的焊工考试委员会等 

具有培训考试资格的机构。

3 . 1 . 3 从事燃气铜管钎焊作业的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以保证铜管钎焊的质量。同时，钎焊作业属于特种作业焊工的作 

业范围，因此应持有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书方可上岗，以确保作 

业安全。

3 . 1 . 4 薄壁不锈钢管、不锈钢波纹软管及铝塑复合管机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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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装人员的上岗资格，目前国家尚无明确的统一规定。为了保 

证上岗人员正确进行施工，保证工程质量，本规范强调上岗人员 

应经技术培训。

本 条 所 说 “相关部门”可以是具有培训能力的管材生产单  

位、施工企业的培训主管部门或燃气行业管理部门等。

3 . 1 . 5 设计文件是工程施工的主要依据，按 图 施 工 是 《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因此必须执行。本条强调了设计文件 

的地位，当设计文件有误或因现场条件的原因不能按设计文件执 

行时，必须事先经原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施工单位不 

得随意改变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包括施工图、设计变更、设计洽商函等。

3 . 1 . 6 施工方案对指导工程施工、规范施工要求、统一施工质 

量、明确验收标准具有实效，同时便于监理或建设单位依据此进 

行检查。

3 . 1 . 7 主控项目是对工程质量起决定性影响的检验项目，因此 

必须全部符合本规范的规定，这意味着主控项目不允许有不符合 

要求的检验结果，这种项目的检验结果具有否决权。由于主控项 

目对工程质量起重要作用，从严要求是必须的。

当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超过其允许偏差值的1. 2 倍时，原 

则上应进行返修（返工〉处理，特殊情况下，应按设计文件的要 

求处理。

返修：在原有基础上，对不合格的问题进行处理。

返工：将原有不合格的项目拆除，重新安装。

当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返修（返工〉处理后，应重新进行合 

格点率的计算。

3̂  1. 8 本条参考《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50300 - 

2001第 6 章和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暂行规定》（建 建 〔2000〕142号）第八条的规定制定。

“工程完工” 既可以是分项或分部工程的完成，也可以是已 

按设计文件施工完成。本条强调的是每一项工作完成，均应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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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资格的人员参与下，按一定的工作程序所进行的验收

工作。

对无监理的工程，验收工作均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组织。

3 . 1 . 9 此条为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时的处理原则。因 

燃气工程的安全特殊性要求，故对存在的超标准缺陷一般均应按 

要求进行返修（返工〉处理。当设计变更文件对该超标准缺陷有 

特殊处理要求（如放行）时，对相应的文件应存档备查。

3 . 1 . 1 0 本 条 编 制 依 据 为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08 50028 ~ 

2006 第 10. 2̂  1 条。

3 . 1 . 1 1 当以下条文规定进行计数检查时，计数的划分按此

规定。

1 本 款 200！以上的直管段主要是指干管和公共区域的分

支管。

3 . 2 材料设备管理

3 . 2 .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家用燃气灶具、家用燃气快速热水 

器、燃气调压器（箱 \ 防爆电气、电线电缆、电焊条、铜合金 

管材、压力仪表、燃气表、易 燃易 爆气 体 检 测 （报警〉仪等产 

品，其质量好坏直接涉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国家规定对 

这些产品实行生产许可证或计量器具许可证制度。施工单位在安 

装前必须对生产许可证或计量器具许可证进行核査。属于建设单 

位采购的设备，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索取相应的资料。

不符合规定要求是指产品的认证文件不齐全。

3 . 2 .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出厂合格文件包括：合格证、质量 

证明书，有些产品应有相关性能的检测报告、型式检验报告等。 

对进口产品应有中文说明书，按国家规定需要对进口产品进行检 

验的，还应有国家商检部门出具的检验报告。

室内燃气管道在安装前应按下列国家现行标准进行检验：

1 燃气管道的管材应采用下列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管道：

73



1 ^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0 8 /丁 8163 

2〉《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艮/丁 3091 

3〕《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衫/丁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0 8 /7  12771 

5〉《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 丁 18033 

《铝塑复合压力管》（̂只/丁 18卯7

2 燃气管道及阀门的连接管件和附件应符合下列国家现行 

标准规定：

1 ^ 《可锻铸铁管路连接件》0 8 /7  3287

2〉《六角头螺栓》 丁 5780〜 5784

另）《六角螺母》 6170〜 6171

4〕《平面、突面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0 6 /7  9119

幻 《凸面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18/7 81

6 ^ 《卡套式直通管接头》0 8 /7  3737

1、《卡套式可调向端三通管接头》（̂只/丁 3741 

8 ^ 《卡套式焊接管接头》0 8 /7  3747

9〉《铜管接头》 丁 11618 

10 ^《建筑用铜管管件》01/丁 117 

11〉《管路法兰技术条件》18/丁 74 

12 ^《铝塑复合管用卡压式管件》01/丁 190 

1 3 ^《铝塑复合管用卡套式铜制管接头》（̂/丁  111 

3 燃气阀门应采用符合下列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阀门：

V 《钢制阀门一般要求》 丁 12224

2、《城镇燃气用球墨铸铁、铸钢制阀门通用技术要求》 

0 1 丁 3056

3 ^ 《家用燃气具旋塞阀总成》〔11/1 3072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自动燃气阀》01/丁 132

4 燃具和表具与燃气管道连接使用的软管可采用符合下列 

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软管：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 丁 14525

74



《燃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口/丁 197 

3〉《液化石油气（丨上̂ 橡胶软管》0 8  10546 

5 燃气用垫片应采用符合下列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产品：

1 ^ 《平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0 8 /7  9126.1 

2 ^ 《管法兰用非金属平垫片技术条件》（̂只/丁 9129 

3 ^ 《管法兰用聚四氟乙烯包覆垫片》013/丁 13404 

《管法兰用金属包覆垫片》013/丁 15601

3 . 2 . 3 加强对材料进场验收工作，对提高工程质量是非常必要 

的。根据燃气室内工程的特点，本条强调验收检查的主要项目是 

质量合格文件和产品实体的观感质量，即主要检查外观有无损 

伤、包装有无损坏。若包装有损坏，说明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了较 

大的外力，因此在检查中应引起特别的注意。当对实物质量或质 

量合格文件有怀疑时，为保证检验取样的公正性，应在监理或建 

设单位有关人员的见证下由施工单位抽取样品进行送检复验。

该条明确了进场检查的主体是施工单位。其他第三方机构可 

以是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或其他有关机构。

3 . 2 . 4 燃气设备一旦存在质量隐患，将造成极大危害，因此把 

好安装前的质量检查至关重要，对进口设备也应如此，一旦检验 

不合格，严禁使用。

组批的原则：同一合同、同 一供货 厂（商〉、同一批到达口 

岸的产品。

3 . 3 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1 1  3 工程验收单元可参照下列内容进行划分：

1 单 位 （子单位）工程

1 ^ 具有独立的施工合同、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 

独立使用功能的为一个单位工程；

2 ^ 对安装规模较大的单位工程，可将其能形成独立使 

用功能的部分划分为若干个子单位工程。

2 分 部 （子分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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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部工程的划分应按专业、设备的性质确定；

2〕当分部工程量较大或较复杂时，⑴按楼栋号、区域、 

专业系统等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

3 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应按主要工种、施工工艺、设备类别等进行划分。 

有些小工程，如食堂、室内燃气设施改造、扩容等，若完全 

按正规项目对验收单元进行要求时，则显过于繁琐，因此本款是 

对简化验收环节的程序要求。此情况下，施工单位应在施工方案 

中明确验收单元的划分，并据此执行，监理单位按方案的划分进 

行验收。

3 . 3 . 5 检测设备、计量仪器的准确性影响着检验的结果，根据 

计量法规的规定，必须定期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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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及检验

4.1 ― 般 规 定

4 . 1 . 1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前应对管道组成件进行内部清扫，保 

持其内部清洁，以便保证后续工作的正常进行。

4 . 1 . 2 为保证室内管道安装的质量及施工工期，安装施工前的 

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

4 本款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燃气管道的施工质量，防止燃 

气管道施工完毕后土建工程的施工可能会损坏已敷设的燃气管道 

和设备。

1.7

6 阀门如果在开启状态下安装，则无法避免安装时产生的 

脏物进人阀门，从而有可能导致阀口被破坏。

4 . 2 引 入 管

主 控 项 目

4 . 2 .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编 制 依 据 为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013 50028 - 2006 第 10. 2丨 23 条的规定。

一 般 项 目

4 . 2 . 4 本条编制依据为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33 ~ 2005第 4 节的有关规定。

丄 2 . 8

1 本款编制依据为《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蚀控制技术 

规程》⑶ 95 一 2003 ^  6̂  3 .3条 和 第 3’ 5 条 ;

2 本款编制依据为《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⑶ 50057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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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室内燃气管道

一 般 规 定

4̂  3̂  1

3 铜 管 牌 号 丁 四 为 2 号 磷 脱 氧 铜 ，其氧含量不高于

0.01^ ，仅为丁 2铜 的 1/6，使铜管的机械加工性能，特别是钎 

焊性能大大改善。暗埋铜管采用塑覆铜管或包有绝缘保护材料的 

铜管，可保证铜管与墙内金属物件绝缘，又能防止墙槽填充材料 

对铜管的腐蚀；

6 参 照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08  50028 - 

2006，薄壁不锈钢管和不锈钢波纹软管必须有防外部损坏的保护 

措施。

1  3.3

3 铜管钎焊连接的接头强度是由钎焊面积来实现的，因此 

必须采用承插式连接，以保证必要的钎焊搭接面积。软钎焊即锡 

钎焊，其接头强度比硬钎焊低，且易产生假焊，为了确保接头的 

质量和安全，故不得采用软钎焊；

4 目前薄壁不锈钢管的机械连接方式，在已有的卡套式、 

卡压式连接方式的基础上有改进和发展；例如已在室内燃气管道 

上采用环压式的连接方式，可达到燃气系统的检验要求；目前这 

种连接方式已有四川省工业建设地方标准《燃气用环压连接薄壁 

不锈钢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08 51/75035及公安消防部门的  

推荐；

6 卡套式、卡压式连接是目前铝塑复合管国内外主流的连 

接方式。

4̂  3.4

2 不锈钢管用砂轮切割与修磨时，应使用专用砂轮片，不 

得使用切割碳素钢管的砂轮片，以免受污染而影响不锈钢管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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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控 项 目

1 钢管焊接时，为了确保焊缝能焊透，需对管子与管件进 

行坡口处理。管口组对时，内壁的错边直接影响焊缝根部的成形 

与质量，应尽量保持齐平，当错边量大于 III！：！！时，应进行修 

整，以保证焊缝根部的成形与质量。外壁错边量过大会造成焊缝 

边缘的应力集中，不利于接头的承载，故错边量大于 301111时应 

进行修整。

2 直径小于或等于醫 0 的钢管采用手工电弧焊有较大操 

作难度，故可采用氧-可燃气体焊接。

3 焊接材料的选用与匹配，直接影响焊缝的质量与性能， 

应采用与钢管材质以及工作要求相匹配的，且产品质量合格的焊 

材。例如高寒地区应选用碱性焊条，有药皮脱落或不均勻，有气 

孔 、裂纹、生锈或受潮的焊条严禁使用。

4 3〉焊缝强制冷却，会改变焊缝的组织与性能，且增加接 

头的焊接应力，使焊缝的承载力下降。

4 . 3 . 8 为了保证焊缝的内在质童，需对焊缝进行必要的无损检 

测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焊缝，除必须返修到合格外，应对所代 

表的其他未检焊缝扩大检测，以保证该焊工所焊焊缝的质量是合 

格的。

4，3，9 本条具体指应符合《管路法兰技术条件》 丁 74 ~ 94 

中 附 录 的 有 关 规 定 。

1 3 . 1 0 《铜管接头》0 1 / 丁 11618附录八，规定了铜管接头采 

用铜基无银、低银焊料钎焊工艺，本条对燃气铜管的钎焊工艺及 

质量要求，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1 3 . 11

1 本条编制依据为《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8  50028 - 2006 

第 1 0 .2 . 7 条文；

2 引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给水铝塑复合

I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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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105： 2000第 3丨1. 3 条文；

3 引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给水铝塑复合 

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0 0 3 3  105： 2000第 5 .3 .4  0 条文；

4 引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给水铝塑复合 

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1：以：3 105： 2 0 0 0第 5 .3 .4  ( 丨）、 〔4〕 

条文。

4 .3 .1 4 本条编制依据为《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0 8  50057 - 

94 第 3̂  1. 3 、 3̂  1 条和第 4̂  1. 1 条。

一 般 项 目

1  3̂  16

3 不锈钢波纹软管、铝塑复合管的切割应采用专用工具以 

保证切口质量。铝塑复合管还需要用专用整圆器整圆。

4 .3 .1 7 本条具体指燃气管道弯管的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 业 金 属 管 道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0 8  50235 - 9 7 中第 

4丨1. 1〜 I  2丨6 及 皂 8 和 皂 9 条的规定。铝塑复合管的弯曲 

半径为最小极限值，施工中应尽量大于此值。

1  3̂  19

7 本条要求铜管与阀门、表具等实施螺纹连接时，必须采 

用一端为承插式焊接连接，一端为螺纹连接的铜合金管件实施  

连接。

4 .3 .2 0 本条规定的距离主要是考虑安装时使用工具所需的空  

间。不锈钢波纹软管和铝塑复合管属于柔性管道，可不需要与墙 

面保留维护检修的净距。

1  3̂  22

4 为有效防止暗埋管道受到外力的冲击而损坏，推荐在直 

埋管道的全长上，加设厚度大于1. 20101的金属防护装置。

6 覆盖的砂浆中不允许添加固化剂是为了防止砂浆迅速固 

化而使被覆盖的管道产生应力；砂浆中添加带色颜料是为了让住 

户在安装吊橱或低柜时，避开燃气管管位，起警示作用。

80



1  3̂  23

1 防止紫外线加速铝塑复合管塑料的老化；

2 公称尺寸小于0 〜20的铝塑复合管，柔软的盘卷管材便 

于直接用手调直；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口~ 25的管材，刚性增 

加，需要在地面预先调直；

3 铝塑复合管的塑料需要远离热源；

4 参照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给水铝塑复合 

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105： 2000第 4 .1 .7条文；原条文 

规定，与燃气灶具边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0’ 4II！；

5 铝塑复合管的刚度比金属管小，故不应承受阀门等重量 

大的管道附件的重量和操作力矩，防止接口松动漏气。

4 . 3 . 2 5 如果采用管件连接，则至少要使用2个弯头，这样不仅 

不便于安装，而且因为接头数量的增多，漏气的可能性也会增 

加。本条所指的 “外侧” 是指远离墙壁的一侧。

4 . 3 . 2 6 本 条 编 制 依 据 为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08 50028 - 

2006 第 10. 2‘ 36 条。

4 . 3 . 2 7 钢管支架的最大间距是参考《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 93中表 7 .2 .23的数据，在 08  50028 - 93修订时，经与 

该规范主编单位协商，认为该条规定偏重于施工验收范畴，故将 

其移人本规范。铜管支架的最大间距的规定是参考《建筑给水排 

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08 50242 - 2002中 第 3̂  3̂  10 

条的规定。不锈钢管支架最大间距参考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燃气用环压连接薄壁不镑钢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08 51/丁 

5035 -2007的规定编制。铜管及铝塑复合管比镀锌钢管管壁薄， 

刚度差，因此支架间距较钢管要小。

8 采用钢质支撑时，撑与铜管之间用绝缘材料隔离是为了 

防止两种金属产生电化学腐蚀。

4 . 3 . 2 8 本条内容根据相关施工经验编写，其他管材或新型管材 

参照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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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气计量表安装及检验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本规范 3，1. 1 条 和 1. 2 条为强制条文，其要求也适用 

本条文。为节约国家资源，保护燃气用户利益，燃气计量表必须 

准确。

1 “0 ^ ：” 是 国 家 对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认定标 

记。而具有出厂合格证是证明该产品为已经厂家质量检验合格的
立 口  
广 叫 ；

2 燃气计量表实行强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第九条规定提出的；

3 国家明文规定计量器具必须实行定期检查，并在有效期 

内使用；不按规定方法放置的燃气计量表，会使传动机构受到影 

响。从而造成计量不准确；

4 燃气计量表的种类很多，性能、规格及适用压力也各不 

相同，燃气计量表在安装前应该对其性能、规格、适用压力进行 

认真的校核。

5 . 1 . 3 燃气计量表一般每月进行一次抄表，因此必须方便出人。 

保证便于检修的目的是为确保安全用气。

5 . 2 燃气计量表

主 控 项 目

5 . 2 . 3 燃气计量表与燃具、电气设施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可对 

其计量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同时也考虑用气安全及安装、检修的 

方便。表 2，3 的规定为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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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项 目

5 . 2 . 7 对于机械鼓风助燃的用气设备，当燃气或空气因故突然 

降低压力或者操作失误时，均会出现燃气、空气的窜混现象，导 

致燃烧器回火产生爆炸事故，将燃气表、调压器、鼓风机等设备 

损坏。设泄压装置是为了防止一旦发生爆炸时，不至于损坏  

设备。

5 . 2 . 9 本条针对户外安装的天然气计量表及南方冬季温度在  

+ 5 1 以上地区安装在户外的燃气计量表制定的，着重考虑了对 

燃气计量表的安全防护。

5 . 3 家用燃气计量表

主 控 项 目

1

2 采用专用连接件安装燃气计量表，是考虑便于安装维修 

和统一管理，方便调整表与墙的距离，同时达到管件使用标准化 

的目的；

3 在橱柜内安装的燃气表应便于抄表及维修，自然通风避 

免燃气计量表产生少量漏气造成不必要的事故及表的防潮；

5 主要考虑燃气计量表本身重量在不加表托时会使表接口 

受力，可根据燃气计量表的实际重量来考虑，对于燃气计量表为 

软连接时，必须要加表托固定。

5 . 4 商业及工业企业燃气计量表

主 控 项 目

5 . 4 . 1 最大流量小于 6 5 # 几的燃气计量表较重，故高位安装 

要加表托固定；低位安装时，安放在支敦或支架上，可保证表的 

平稳，避免螺纹接头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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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4 . 2 最大流量大于或等于 651^/11的燃气计量表，体积和重 

量均较大，低位安装可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安 

全，故规定低位安装。表后与墙净距不宜小于 1500101是为了安 

装和检修保证松紧法兰上的螺栓（母）有所需的空间与位置。 

5 . 4 . 3 燃气计量表与燃具和设备间的净距，主要考虑安全因素， 

本条是参考各地方标准制定。

5 . 4 . 4 主要考虑了计量准确和安装的美观。本条由实践经验总 

结编制。

一 般 项 目

5 . 4 . 5 软管材质本身较软，施工时易形成直角，规定弯曲成圆 

弧状，尽量保持原口径，可减少局部阻力，保证流量，流速不受 

影响。

5 . 4 . 7 工业企业多台并联的燃气计量表，规定每块燃气计量表 

进出口管道上安装阀门，是考虑当某一块燃气计量表需要更换或 

维修时，不影响其他燃气计量表的正常供气。燃气计量表之间的 

净距规定满足安装管子、组对法兰和维修换表的需要，是因为燃 

气计量表规格不一，尺寸大小不等，故只提出此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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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用、商业用及工业企业用燃具和 

用气设备的安装及检验

6丨1 一 般 规 定

^  1- 1 本 规 范 1. 1 条 和 3丨2’ 2 条为强制条文，其要求也适用 

本条文。对燃具和用气设备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不符合本条要 

求的产品不得安装，以保证用户使用的安全。

6̂  1. 3 本条编制依据为《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 - 2006 

第 10. 4 和 第 10. 5 节的有关规定。

6̂  1. 4 按设计文件要求正确安装烟道才能保证燃具和用气设备 

的正常燃烧。

6 . 2 家 用 燃 具

主 控 项 目

6 . 2 . 2 本条操作时说明书中未说明的内容应符合《家用燃气燃 

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11 12的有关规定。

6 . 2 . 3 本条规定，基本采用辽宁省建筑标准化办公室出版的  

《煤气设计手册》城市住宅与公共建筑部分中相关条款，同时参 

照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有关技术规定，可方便操作，易于维修管 

理，保证正常燃烧。

6 . 2 . 5 软管连接是安装中的薄弱环节和事故多发点，必须进行

检查。

6 . 2 . 6 本条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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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商业用气设备

主 控 项 目

6̂  3̂  1 本 条 为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的强制性条文。 

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间均为通风不良场所，严格按设 

计文件要求施工，可达到泄漏及时报警、自动熄火、快速切断气 

源，避免造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负面影响。

6 . 3 . 2 本条规定主要从安全卫生，便于操作的角度出发。

1 综合了炊事人员一般身高、体形，房间的健康卫生标准， 

操作互不影响等因素作出的规定；

2 不小于 1.51！！宽度的通道是考虑到方便通行和紧急疏散 

的需要；

3 采取本措施可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一 般 项 目

6 . 3 . 3 燃烧器对准锅中心，可以保证火焰分布均匀。燃烧器与 

锅底距离大，造成燃烧时间长，浪费能源；燃烧器与锅底距离 

小，容易形成火焰外溢。燃气灶环孔周围保持足够空间，可保证

6 . 3 . 4 如操作不当或灶前阀门泄漏发生事故时，爆破门先损坏， 

可避免重大事故发生。

6 . 4 工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

主 控 项 目

6 . 4 .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主要是为了保证安全，避免由于通 

风不良、漏气、不完全燃烧而造成爆炸和中毒事故。现行国家标 

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 - 2006中 10. 6，9 条规定：工 

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专业房间内。当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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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需要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的场所时，应符合本 

规范第 10.1. 2 1条和第 10. 5̂  3 条的规定。

6 . 4 . 2 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用气设备使用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6 . 4 . 4 非通用产品受到材料、制造工艺和生产厂能力等等因素 

限制，对产品检验要求有所提高。第 2 款具体指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 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 - 2006中第 10. 6 节 共 9 条 

的有关规定。

6 . 4 . 5 主要是保证用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1 是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燃气脱压或操作不当时，空气进入 

燃气管而引起爆炸事故的可能；

2 对燃气和空气而言，任一气体脱压或超压均可能造成事 

故给生产带来损失，故当压力低于或超过正常燃烧所需压力时要 

报警，便于及时发现采取措施；

3 对于封闭式的炉膛及烟道如不设置必要的泄爆装置，或 

即使有了泄爆装置但泄爆面积不够，一旦发生爆炸就会产生炸坏 

炉膛或烟道的事故。泄爆装置应安装在避开人流或经常有操作的 

部位，以免泄爆时伤人。

一 般 项 目

6 . 4 . 6 主要是便于今后对设备和管道的维护保养，安全操作。

6 . 5 烟 道

主 控 项 目

6 . 5 . 1 烟道符合设计要求，可保证烟道具有良好的抽力，保证 

用气设备正常燃烧，达到最大热效率。

6.5.2 —定的烟道抽力能保证烟气的顺利排出室外。现行国家 

标 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13 50028 - 2006中第 10.1. 8 条中规 

定用气设备排烟设施的烟道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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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负荷 301^狄 以 下的用气设备，烟 道 的 抽 力 （余压〉不 

应小于 3？3；

2 热负荷 30^挪 以 上的用气设备，烟 道 抽 力 （余压〉不应 

小 于 10？3；

3 工业企业生产用气、工业窑炉的烟道抽力不应小于烟道 

系统总抽力的1 .2倍。

一 般 项 目

6 . 5 . 5 对烟道进行保温是为了保证出口排烟温度高于烟气的  

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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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业用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 

燃气系统安装及检验

7.1 一 般 规 定

1. 1-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 - 2006第 10.1. 1 条的 

规定屮商业用户室内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为0丨4^4？3 (表压 

1. 1. 2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 - 2006第 10. 5̂  6 条的 

具体要求为：

1 宜设置在独立的专用房间内；

2 设置在建筑物内时，燃气锅炉房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首层， 

不应布置在地下二层及二层以下；燃气常压锅炉和燃气直燃机可 

设置在地下二层；

3 燃气锅炉房和燃气直燃机不应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 

一层、下一层或贴邻的房间内及主要疏散口的两旁；不应与锅炉 

和燃气直燃机无关的甲、乙类及使用可燃液体的丙类危险建筑 

贴邻；

4 燃气相对密度（空气等于 1〉大于或等于0 .75的燃气锅 

炉和燃气直燃机，不得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5 宜设置专用调压站或调压装置，燃气经调压后供应机组 

使用。

1. 1. 3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8 50028 - 2006第 10. 7 节共有 

10条规定，施工单位在进行烟道施工时均应执行。

7 . 2 管 道

1.1. 1 本条所指的规定具体为《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 33 - 2005中 第 12. 1、12.4节的规定。引人管阀门后 

管道的试验按本规范第8.2、8 .3节的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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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是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0 8  50028 - 20 06第 1 0 . 2 3条 第 3 款的规定编制。

7 . 2 . 4 本条中放散管设置的依据为《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出 

50028- 2006 第 10.2.39、10.2.40 条的规定。

7 . 3 调 压 装 置

主 控 项 目

7 . 3 . 4 本 条 所 指 相 关 规 定 具 体 为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 ― 2006 中第 6丨 6，2、6’ 6，3、第 6’ 6’ 6 条和第 6， 8 条。

一 般 项 目

7 . 3 . 5 本 条 与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011 33 - 

2005 中 11 .3 .4  相同。

7 . 4 自控安全系统

主 控 项 目

1. 1  1 本 条 依 据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8  50028 - 2 0 0 6中第 

1 0 . 5 . 7 条的规定编制。

7 . 4 . 2 手动快速切断阀、紧急自动切断阀的设置依据《城镇燃 

气设计规范》0 8  50028- 2 0 0 6中 第 10. 5丨3 、10. 3、 10. 8丨4 条 

的规定编制。

1. 4 . 3 本 条 依 据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8  50028 - 2 0 0 6中第 

10. 8 .2条的规定编制。

^  4 . 4 本 条 依 据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0 8  50028 - 2 0 0 6中第

1 0 .5 . 7 条的规定编制，自动灭火系统除自动喷水系统外，尚有 

卤代烷、二氧化碳、干粉、泡沫等固定灭火系统，具体操作实施 

应依据设计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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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与验收

8.1 一 般 规 定

8丨1 .1 引入管阀门以前的管道应和埋地配气支管连通进行试验。 

8 . 1 . 2 试验介质可以采用氮气或惰性气体，用水可能会对管道 

和设备造成污染。

8 . 1 .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为保证试验安全，严禁用可燃气体 

和氧气做试验介质。

8 . 1 . 4 本条两项条件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燃气管道压力试验的

安全。

8丨1 . 5 试验用压力计量装置的量程和精度关系到压力试验结果 

的准确性。

8.1.6 1991年建设部、劳动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第 1 0号令 

《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中要求城市燃气工程在竣工验收时， 

应组织城建、公安消防、劳动等有关部门及燃气安全方面的专家

参加。

8 . 1 . 7 降至大气压力进行修补是为了保证修补工作的安全和修 

补的质量。

8 . 1 . 8 本条具体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及验收规程》⑶ 12 ― 9 9 中 第 0̂  3〜6丨0̂  8 条的规定。

8 . 2 强 度 试 验

8 . 2 . 3 吹扫介质严禁使用可燃气体。

8 .1  4〜8 . 2 . 5 两条均为强制性条文。根据我国一些省市的强度 

试验规定提出了本规范中强度试验的条文规定，凡城镇燃气（含 

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均应执行本规范规定。

我国一些省市的强度试验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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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的规定：

1^ 北京市对室内人工煤气管道和设备的强度试验作了 

如下规定：

试验介质可采用空气或惰性气体，严禁采用氧气；

①对于家庭住宅内煤气管道：在安装燃气计量表  

前，用 1001^3的压力对总进气管到表前阀门的管段 

(包括引入管及总阀门以后的管道〉进行强度试验， 

用肥皂水涂抹所有接头，不漏气为合格；

②对于公共建筑的室内煤气管道：试验范围是由总 

进气管到用具阀门；低压管道试验压力为 1001̂ ？3， 

中压管道试验压力为1501^3，用肥皂水涂抹所有接 

头，不漏气为合格；燃气计量表不做强度试验。

2〉北京市对室内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管道和设备的强 

度试验作了如下规定：

①试验压力：当设计压力小于等于 51^3时，试验 

压 力 为 匕 当 设 计 压 力 大 于 51^3时，试验压 

力为设计压力的1. 5倍 ，且不得小于

②试验方法：压力应缓慢升高，达到试验压力后， 

稳 压 仆 ，用肥皂水涂刷所有接头，阀门、法兰不漏 

气无压降为合格。

2 四川省燃气管道强度试验的规定见表3：

表 3 四川省燃气管道强度试验标准

序号 燃气管道的种类 强 度 试 验 压 力 （…!^ )

1 低 压 管 道 （小 于 51^ 3 〕，分配管道 0 ’ 3

2 与 分 配 管 道 (副〈咖)连 接 的 单 独建 筑 物 引人 管 1

3 中 压 31̂ 3〕管道 0  ̂45

3 沈阳市的规定：

沈阳市对公共建筑和工业企业室内低压燃气管道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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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见表 4：

表 4 沈阳市燃气管道强度试验标准

试验介质 试验压力 仪表类型 观测时间 允许压力降 备 注

空 气 0̂  02\4？3 I I 形压力计 30111111 4、允许 不包括煤气表

4 上海市的规定：

上海市规定对于中压8 级制的室内燃气管道和设备进行强 

度试验时，试验介质应为压缩空气，严禁用水；试验压力为设计 

压力的 1 .5倍，试验时间为 211，以不漏为合格。室内低压管道 

一般不做强度试验。

5 深圳市的规定：

试验介质为惰性气体或空气；中压管道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

0 .4 ^ ？̂ 稳 压 30爪丨11，无泄漏，目测无变形为合格；室内低压 

管道一般不做强度试验。

8.3 严密性试验

8 .1  1 引人管阀门以前的管道应和埋地配气支管连通进行试验。 

8.3.2〜8.3 . 3 这两条均为强制性条文。根据我国一些省市的严 

密性试验规定，提出了本规范严密性试验的条文规定，凡城镇燃 

气 （含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均应执行本规范的  

规定。

我国一些省市的严密性试验规定如下：

1 北京市的规定：

1^ 北糸市对室内人工煤气管道和设备的严密性试验作 

广如下规定：

试验介质可采用空气或惰性气体，严禁采用氧气；

①对于家庭住宅内煤气管道：严密性试验分两步进 

行，在安装燃气计量表前，用 71̂？3 的压力对总进气 

管 到 用 具 阀 门 前 的 管 道 进 行 严 密 性 试 验 ，观测 

10011！！，压力降不超过200？3 为合格；接通燃气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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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后，用 31̂？3 的压力对总进气管到用具阀门前的管 

道系统进行严密性试验，观 测 5011：！，压力降不超过 

200？3 为合格；

②对于公共建筑的室内煤气管道：低压管道试验压 

力 为 观 测 10111丨II，压力降不超过 200？3 为合 

格 ；中压管道试验压力为100卜？3，稳压不少于 3卜， 

观测化压力降不大于 1. 为合格；燃气计量表 

只做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31^3。

1、北京市对室内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管道和设备的严 

密性试验作了如下规定：

①对居民用户：在未接通燃气表前，用 101^3的压 

力对燃气管道进行严密性试验，观 测 1011110，压力 

降不超过40匕 为 合 格 ；接通燃气表后，用 31^3的 

压力从用户调压器后总进气管阀门到燃气用具阀门 

前的管道系统进行严密性试验，观 测 5111；0，压力降 

不 超 过 为 合 格 。

②对商业和工业企业用户：从用户调压器后总进气 

管阀门到计量装置前阀门的管段及从计量装置（不 

含）至燃烧设备接人管阀门前低压燃气管道按居民 

用户的规定进行；对中压管道，试验压力不应低于

0.1^11^，稳 压 不 少 于 3匕 观 测 化 压 力 降 不 大 于  

1011101隶柱为合格。

2 四川省燃气管道严密性试验的规定见表5：

表 5 四川省燃气管道严密性试验标准

序号 燃气管道的种类 严密性试验压力

1 低 压 管 道 （小 于 51̂ 4 ，分配管道 0 ’  1

2 与 分 配 管 道 连 接 的 单 独 建 筑 物 引 人 管 0.01

3 中 压 管 道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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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低压管道只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介质为空气，试验压 

力为 51̂？3，试验温度为常温；

试验范围：自调压箱出口起，至灶前倒齿管止或自引人管上 

总 阀 （或丁字接头〕起，至灶前倒齿管接头；压力测量采用 II 

形压力计，稳 压 10111出，压力降不超过40？3 为合格。

3 沈阳市的规定：

① 民 用 室 内 燃 气 管 道 只 进 行 严 密 性 试 验 ，试验压力为  

5匕？3，观测压力计 10“ ！！，以无压力降为合格；

②公共建筑和工业企业室内低压燃气管道的试验标准见  

表 6：

表 6 沈阳市燃气管道严密性试验标准

试验介质 试验压力 仪表类明 观测时间 允许压力降 备 注

空 气 1；形压力计 10111111 不允许 包括煤气表

4 上海市的规定：

” 当燃气管道为钢管时，地下及架空管道（除地上低 

压管道〉的严密性试验规定如下：

①当设计压力户《 51̂？3 时，试验压力应为 201̂ ？3； 

当设计压力尸〉 时，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15倍 ，但不得小于301^3；

②严密性试验的时间宜为 2化，实际压力降不超过 

允许压力降4尸为合格；

当 设 计 压 力 尸 时 ，

'卩 ― 广 7^ 0 \厂1十 0 ：；1 2 十 十 乙 ”〉

^  :  0 0^1；

当设计压力尸〉5旧^ 时，

、 卩 ― 407X01厂1十 0.2乙2 ~1~… 十 0 ”乙”〕
: ~ 0 -11̂ 十 这 。 十 … + 找厂 , , ~

式 中 … ― 允许压力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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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试 验 时 间 （匕）；

0 |、0 2、0 ” 一 各 管 段 内 径 (⑴）;

厂丨丄2、1 ― 各管段长度（爪）。

试验实测的压力降，根据在试压期间管内温度和大气压的变 

化按下式予以修正：

^  ^  (叶 十 氏 ）一 ^叶 十 执 〉| | | ^

式 中 泣 '― 实际压力降（户3);

汗 、咏 一 试 验 开 始 和 结 束 时 压 力 计 读 数 （户^)；

战 、3 2 ― 试验开始和结束时气压计读数（户^)；

^^2 一一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管内的温度 （̂ 。

2 ^ 当燃气管道为钢管时，地上低压管道的严密性试验 

规定如下：

①室内民用户管道严密性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2 

倍，但 不 小 于 3匕？3，要 求 观 测 10014无压力降为  

合格；

②工业企业及公共建筑工程管道严密性试验压力为 

工作压力的2 倍 ，但不小于 31^3，管径大于或等于 

100111111时，要求观测 30111111无压降为合格，管径小 

于 100111111时，要求观测 10111！11无压降为合格；

③居民零星用户的燃气装置，可用工作压力直接检 

验，要求观测 3014无压降为合格。

3 ^ 中压 8 级制的室内燃气钢管道，试验压力应为设计 

压力的 1.15倍 ，当管内压力达到试验压力后，应先 

稳 压 211，再 经 24卜的试验，以不漏为合格；试验的 

检测工具为口形汞柱压力计。

室内低压燃气铜管只做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工 

作 压 力 的 2 倍 ，但 是 不 应 小 于 6迚 3，要求观测  

100！；！！，压力不下降为合格，试验介质为空气。

5 深圳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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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介质为惰性气体或空气；

1〉中 压 管 道 强 度 试 验 试 验 压 力 为 41̂ 八爪2，稳压  

3001111 ；无泄漏，目测无变形为合格；

1、中压管道严密性试验，应在强度试验合格后将压力 

降 至 匕 稳 压 244，平均泄漏率按下式计算：

24 I 7 1̂\ I

25尺为合格

^  ―  300

一瓦

式 中 X ― 小时平均泄漏率（义）；

^  ― 试验开始时介质绝对温度（尺）；

1\ 一~ 试验终了时介质绝对温度（尺）；

八一一试验开始时介质的绝对压力（̂ / 。爪2);

匕 试 验 终 了 时 介 质 的 绝 对 压 力 （匕八^ 2);

4 - 一管段的公称直径（爪出）。

当液化石油气系统有不同管径时，按平均管径计，平均管径 

按下式计算：

厂，] 1 — 1
式 中 0 ；— 一 平 均 管 径 （爪!!!)；

― 第纟段异径管管径（⑴爪)；

匕,一一第 〗段异径管管长（爪）。

3 ^ 室内低压管道严密性试验压力为500^1⑴水柱，用肥 

阜水方法检查，无泄漏，再 稳 压 10111丨II，用 0 形水 

柱压力计观察，压力降不大于4爪⑴水柱为合格；

室内低压管道长度超过10：！！时，其严密性试验应按 

中压管道的严密性试验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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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收

本节是根据国务院279号 令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现 

状验收经验总结提出的相关条文。

8̂  1  3 设计文件包括设计变更和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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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书号：15112 ： 17636 

1  ^ 1 8 . 0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