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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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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河北省清洁能源行业协会、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建投河北热力有限公

司、河北建投晨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大醇基河北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北金景达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春燕采暖设备有限公司、河北长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

司、河北晨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玥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任丘市昊野机床有限公司、河北

铭杰采暖设备有限公、河北绿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智畅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新宝丰

科技有限公司、廊坊开发区美华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保定市杰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暖特炉业

有限公司、石家庄工大化工设备有限公司、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贵州龙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温岭华瑞热能设备有限公司、茵卡动力江苏有限公司、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厦门

美双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洛阳石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达瑞化工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庚、苏红维、杨英伟、聂淼、谷永明、刘苏柳、程庆长、张献生、史凤超、

张继军、陈爱兵、王慧、刘熠、陆明媚、彭伟杰、单伟贤、杨康、李月强、刘文川、郭洪卫、杜文龙、

张西强、王金栋、芦同、寇延华、张磊、黄芋森、李海川、吕争军、徐建升、高文建、刘印增、赵运

涛、王冬梅、李旺、林应志、檀荣科、姚晓江、杨进峰、张敏、尚柏鑫、周国平、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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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用醇基燃料清洁取暖、炊事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村民用醇基燃料清洁取暖、炊事用醇基燃料、醇基燃料民用燃器具、户内安装与

施工、醇基燃料的存储、运输与配送、安全运营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政府推动实施的农村民用醇基燃料清洁取暖及炊事项目建设，其他醇基燃料取

暖及炊事项目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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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65  石油产品运动粘度测定法和动力粘度计算法 

GB/T 338  工业用甲醇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508  石油产品灰分测定法 

GB/T 510  石油产品凝点测定法 

GB/T 1884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885  石油计量表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GB/T 5096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GB/T 11132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GB/T 11140  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GB 16663  醇基液体燃料 

GB/T 18612  原油有机氯含量的测定 

GB 25034  燃气采暖炉具 

GB/T 31776  车用甲醇汽油中甲醇含量检测方法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AQ 3002  阻隔防爆橇装式汽车加油(气)装置技术要求 

JT/T 617.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1部分：通则 

JT/T 617.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2部分：分类 

JT/T 617.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3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JT/T 617.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4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NB/SH/T 0704  石油和石油产品中氮含量的测定（舟进样化学发光法） 

NB/SH/T 0913  轻质白油 

NY 312  醇基民用燃料灶具 

SH/T 0161  石油产品中氯含量测定法（烧瓶燃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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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 0162  石油产品中碱性氮测定法 

SH/T 0253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SH/T 0604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U形振动管法） 

SH/T 0657  液态石油烃中痕量氮的测定  氧化燃烧和化学发光法 

DB13/T 5028  醇基燃料中总硫含量的测定  紫外荧光法 

DB13/T 5029  醇基燃料中甲醇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红外光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GB 250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醇基燃料 

以甲醇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具有稳定作用的复合添加剂配制的液态燃料。 

3.2  

醇基燃料燃器具 

以醇基燃料为燃烧介质，用于炊事、供暖用途的燃烧装置的总称。 

3.3  

计算热效率 

燃烧介质输出热量与输入热量百分比计算值。 

3.4  

阻隔防爆橇装式加注装置 

将地面储罐、加注机、自动灭火系统等整体装配于一个橇体的地面加注装置。 

3.5  

加注作业区 

二级配送站中开展醇基燃料加注工作的区域。 

4 醇基燃料 

4.1 用于农村民用取暖、炊事用醇基燃料（以下简称“醇基燃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生产醇基燃料的主要原料甲醇应符合 GB/T 338 的要求； 

b) 醇基燃料中不得添加无机盐、重金属、卤代烃、芳烃、硝基化合物，不得添加与甲醇产生化

学反应的物质以及其他易燃、易爆物质； 

c) 醇基燃料不应含有影响燃器具及附属设施安全运行、影响人体健康、增加空气污染的添加物； 

d) 醇基燃料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规定。 

 

 

 

http://www.baidu.com/link?url=7WX1v1cfawRE2aoRJPNw6Uzq_TjLIwbRH9LxKe-b-66cF2AyXPQ2yvSAo1Mmyqp_&wd=&eqid=8760d95b0000e8b3000000035a0e4c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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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醇基燃料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执行标准 

1 外观 
均匀透明液体，无恶臭，无可

见沉淀物或悬浮物 
目测、感官 

2 甲醇含量
a
（体积分数），% 78～82 DB13/T 5029 

3 密度
b
（20 ℃），g/cm

3
 0.82～0.88 GB/T 1884、GB/T 1885 

4 灰分（质量分数），% ≤0.001 GB/T 508 

5 凝点，℃ ≤-30 GB/T 510 

6 引燃温度，℃ ≥200 GB 16663 4.6 

7 pH值 6～8 GB 16663 4.7 

8 总硫含量
c
，mg/kg ≤1.0 DB13/T 5028 

9 氮含量
d
（质量分数），% ≤0.01 NB/SH/T 0704 

10 总氯含量
e
（质量分数），% ≤0.01 SH/T 0161 

11 芳烃含量
f
（体积分数），% ≤0.1 GB/T 11132 

12 质量低热值，kJ/kg 16000～20000 GB/T 384 

13 运动粘度（20 ℃），mm
2
/s ≤2 GB/T 265 

14 铜片腐蚀（50 ℃，3 h），级 ≤1 GB/T 5096 

15 甲醛试验 品红不呈蓝色 GB 16663 4.12 

a
也可采用GB/T 31776进行测定，在有异议时，以DB13/T 5029方法中的气相色谱法为准。 
b
也可采用SH/T 0604进行测定，在有异议时，以GB/T 1884、GB/T 1885方法为准。 
c
也可采用GB/T 11140、SH/T 0253进行测定，在有异议时，以DB13/T 5028方法为准。

 

d
也可采用SH/T 0162、SH/T 0657进行测定，在有异议时，以NB/SH/T 0704方法为准。 
e
也可采用GB/T 18612进行测定，在有异议时，以SH/T 0161方法为准。 
f
也可采用NB/SH/T 0913附录A,在有异议时，以GB/T 11132方法为准。 

5 醇基燃料民用燃器具 

5.1 农村民用醇基燃料取暖炉具（以下简称“炉具”） 

5.1.1 炉具选用 

5.1.1.1 按结构、安装型式可选用下列两种型式的炉具： 

a) 一体式：燃烧、控制、燃料存储装置紧密集成，不需分体安装的结构形式； 

b) 分体式：燃烧、控制、燃料存储装置未集成，需分体安装并通过管路连接的结构形式。 

5.1.1.2 按使用要求可选用具有以下功能的炉具： 

a) 采暖热水两用型炉具； 

b) 采暖专用炉具。 

5.1.1.3 标记 

炉具应在明显的位置上给出标记，或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必要的参数和有关信息，包括结构型式、

额定功率、适用的醇基燃料、功能等，以确保正确使用。 

5.1.2 炉具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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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材料 

炉具所用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材料的一般要求应符合 GB 25034-2010 中 5.2.1规定； 

b) 保温材料应符合 GB 25034-2010中 5.2.2规定； 

c) 调节控制装置材料应符合 GB 25034-2010中 5.2.3 规定； 

d) 给排管材料应符合 GB 25034-2010中 5.2.4 规定。 

5.1.2.2 部件及功能 

5.1.2.2.1 冷凝水控制装置 

炉具应具有冷凝水控制装置，符合排水功能要求，保证正常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冷凝水排出且不影

响炉具正常运行。 

5.1.2.2.2 燃料箱、燃料管道和供水管道的连接装置 

燃料箱、燃料管道和供水管道的连接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料箱材料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并带有与室外联通的呼吸阀，应装有液位指示装置；燃料箱室

外放置时宜采用金属材料制作，并有保温措施确保燃料正常使用，非金属燃料箱要有防护措

施； 

b) 燃料箱至燃料泵进口之间的金属管道应采耐腐蚀的金属材料； 

c) 与供水管道的连接应符合 GB 25034相关规定。 

5.1.2.2.3 燃料传输通路的密封 

炉具燃料传输通路的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料通路应全部密封，不应有任何燃料渗漏； 

b) 日常维修时可拆装的燃料通路连接件应采用机械方式密封。 

5.1.2.2.4 燃烧系统密封 

炉具燃烧系统密封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日常维修可拆装的且影响炉具燃烧系统密封性的部件连接应采用机械密封方式； 

b) 当炉具外壳构成燃烧系统的一部分时，不应有烟气泄漏到安装炉具的房间内。 

5.1.2.2.5 排烟系统 

应安装废气强制排放装置，且密封良好，废气应排向室外。 

5.1.2.2.6 调节与安全措施 

炉具应有以下调节与安全措施： 

a) 应有点火保护措施，且符合 GB 25034的相关规定,确保炉具在打不着火或熄火时能及时切断

燃料供应； 

b) 应有意外熄火保护措施且符合 GB 25034的相关规定,确保火焰不足时可防止燃料泄漏并显示

故障； 

c) 当控制温度的感温探头损坏时，有自动安全保护装置并显示故障； 

d) 应有循环水过热保护装置，防止循环水过热并显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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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采暖热水两用型炉具应设有热水优先开关和循环水压开关，防止炉具在供水不足的情况下工

作，循环系统缺水显示故障； 

f) 当烟道排烟受阻时，炉具自动关闭并显示故障； 

g) 应设有自动旁通装置保证炉具在不同系统阻力的情况下主换热器有一定量的水流动； 

h) 应有防冻安全装置，该装置确保在炉具通电和有燃料时循环水温度低至 6 ℃时开始启动； 

i) 循环水泵应有防卡死安全装置，炉具在运行期间连续停转 24 h后自动启动循环水泵 1次，运

行不少于 30 s； 

j) 炉具应设有安全阀，当系统水压超过 0.3 MPa时，将自动排水泄压； 

k) 应设有电路短路保护装置； 

l) 燃料箱应有防止用户自行加注燃料的技术措施。 

5.1.2.3 外观质量 

炉具外表面应光滑、无伤痕、锈迹和其它有害缺损，所有的可接近部件都不应有锋利的边缘或尖

角。 

5.1.2.4 性能要求 

5.1.2.4.1 计算热效率及能效等级 

炉具能效等级分为3级，各等级的计算热效率值不应低于表2的规定。 

表 2  计算热效率及能效等级 

类型 

计算热效率，% 

能效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采暖专用炉具 
≥98 ≥95 

≥85 

采暖热水两用型炉具 ≥80 

5.1.2.4.2 额定功率 

实测功率与额定功率之差不应超过10 %。 

5.1.2.4.3 电源电压适用性 

允许电源电压在180 V～260 V范围内工作。 

5.1.2.4.4 自动控制 

炉具应具备以下控制功能： 

a) 根据设定的回水温度上下限启停； 

b) 进出口水温差超过 40 ℃情况下停止工作并报警提示； 

c) 在温度传感器故障或出水温度高于 90 ℃停止工作并报警提示。 

5.1.2.4.5 温度控制精度 

装有固定式控制器的炉具，最高水温控制值误差不超过±10 K；对于装有可调式控制温控器的炉

具，其出水温度可以在制造商标称范围内选择，控制误差不超过±10 K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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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6 耐压 

炉具耐压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箱耐压不小于 0.3 MPa，保压 1h，应无泄压漏水现象； 

b) 燃料进口耐压不小于燃料泵工作压力的 1.5倍，并保持 10 min，无泄压漏液现象。 

5.1.2.4.7 电气安全 

应符合GB 25034的相关规定。 

5.1.2.4.8 电磁兼容安全性 

采用电子控制电路的炉具，其电磁兼容安全性能应符合GB 25034的相关规定。 

5.1.2.4.9 控制装置、安全装置 

炉具控制装置、安全装置应符合GB 25034的相关规定。 

5.1.2.4.10 预清扫 

炉具预清扫应符合GB 25034中相关规定。 

5.1.2.5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使用符合第4章要求的醇基燃料，且炉具正常使用时，污染物排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颗粒物排放浓度≤0.1 mg/m
3
； 

b)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0.01 mg/m
3
； 

c)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0 mg/m
3
； 

d) 一氧化碳排放浓度≤0.05%。 

5.1.2.6 噪声 

炉具正常使用时，其噪声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烧噪声≤65 dB(A)； 

b) 熄火噪声≤85 dB(A)。 

5.1.2.7 标志、警示、包装、运输、贮存 

应符合 GB 25034的相关规定。 

5.1.2.8 试验方法 

5.1.2.4～5.1.2.6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2 农村民用醇基燃料炊事灶具（以下简称“灶具”） 

灶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适用于规定的燃料； 

b) 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有异味和刺激性气体产生； 

c) 应符合 NY 312的相关规定。 

6 户内安装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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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基本规定 

6.1.1 安装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责任制。 

6.1.2 安装燃器具的建筑物应满足燃器具安装的安全技术要求。 

6.1.3 参与燃器具安装施工的单位应满足相关规定。 

6.1.4 安装与施工用管材、阀门等相关产品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6.1.5 所有设施应有防雷防静电装置。 

6.2 燃器具安装房间 

6.2.1 农村居民生活用醇基燃料设施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不应安装在地上密闭（没有直通室

外的窗）房间、地下室、无自然通风的半地下室、套内卧室、起居室等房间内。 

6.2.2 应靠外墙设置且有直通室外的窗。 

6.2.3 房间与建筑内的其他部位宜采取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隔墙或门进行分隔。 

6.2.4 墙面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6.2.5 房间净高不宜低于 2.2 m。 

6.3 管材 

6.3.1 炉具输送燃料用的管材应采用铜管或不锈钢管。 

6.3.2 灶具与燃料管道的连接部位宜选用不锈钢波纹软管连接，其性能应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 

6.4 安装 

6.4.1 采暖炉具系统安装 

6.4.1.1 采暖炉应在室内安装，安装的墙面或地面应能承受所安装炉具的正常使用荷重。 

6.4.1.2 采暖炉具的上部不应有明敷的电线、电器设备及易燃物，在采暖炉具的下部不得设置灶具等

燃具。 

6.4.1.3 安装采暖炉具的墙面应为不燃材料。 

6.4.1.4 供水、回水、给水、生活热水和燃料管道上应设阀门。 

6.4.1.5 采暖水系统的注水压力不小于 0.1 MPa，采暖系统的循环水质硬度（钙、镁化合物）宜≤450 

mg/L，供水硬度超标时应采取防结垢措施。 

6.4.2 分体式采暖炉具安装 

6.4.2.1 燃料存储箱应安装在室外通风良好的位置，安装应固定牢靠，夏天应避免太阳光直射。 

6.4.2.2 管道与相邻其他管道、设备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净距不应小于 50 mm。 

6.4.2.3 当燃料箱在室外，燃料箱与炉具连接管道穿过建筑物外墙或基础时，应设置防护套管，外墙

或基础和套管之间的间隙应防水密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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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4 室内燃料管道上应设置快速式切断阀，设置部位和设置方式应满足运行、维护要求，安装高

度应方便后期的操作和维护等要求。 

6.4.2.5 燃料箱与采暖炉具连接管道应设置阀门。 

6.4.2.6 燃料连接管道应紧贴墙面且与地面平行延伸，并用卡扣固定牢固。 

6.4.2.7 燃料管道进入采暖炉具使用房间后不得在室内地面下敷设。 

6.4.2.8 燃料箱与采暖炉具连接管道应设置过滤器。 

6.4.3 醇基燃料灶具的安装 

6.4.3.1 灶具与墙面的净距不应小于 100 mm。 

6.4.3.2 灶具的灶面边缘与木质门、窗、家具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200 mm。 

6.4.3.3 灶具与上方装饰的建筑物部件净距不得小于 1000 mm；安装灶具的房间应安装强制通风设施。 

6.4.3.4 灶具的燃料供给管道应采用不锈钢波纹软管，不锈钢波纹软管的接口位置应低于灶具灶面且

不小于 30 mm。 

6.4.3.5 灶具与相邻采暖炉具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500 mm。 

6.4.3.6 不锈钢波纹软管不得穿墙、顶棚、地面、窗和门。 

6.4.3.7 不锈钢波纹软管与灶具连接时，其长度不应超过 2 m，中间不得有接口。 

6.4.3.8 不锈钢波纹软管与管道、灶具或采暖炉具的连接处应有固定措施。 

6.5 质量验收 

6.5.1 燃料箱、燃料管道与采暖炉具连接安装后，应进行气密性试验。 

6.5.2 排烟管道与采暖炉具连接安装后，应检查密封性。 

6.5.3 供暖系统安装后，应进行水压试验。 

6.5.4 按采暖炉具使用说明书要求调试设备运行，燃烧器燃烧应正常；各种阀门的开关应灵活；安全、

调节和控制装置应可靠、有效。 

7 醇基燃料的存储、运输与配送 

7.1 储配送站分级 

7.1.1 一级储配站指民用醇基燃料配送体系中负责调配、储藏的中心。 

7.1.2 二级配送站指民用醇基燃料配送体系中负责加注、配送的站点。 

7.2 储配送站建设要求 

7.2.1 一级储配站 

建设按照GB 50074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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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二级配送站 

7.2.2.1 向二级配送站供醇基燃料时应经阻隔防爆橇装式装置的卸油口向其中注入醇基燃料。 

7.2.2.2 醇基燃料二级配送站应使用符合 AQ3002的阻隔防爆橇装式加注装置。当与汽车加油站、液

化石油气（LPG）加气站、压缩天然气（CNG）加气站和液化天然气（LNG）加气站联合建站时，并应符

合 GB 50156规定。 

7.2.2.3 按照其存储体积应分为 50 m
3
、40 m

3
、30 m

3
三个等级。 

7.2.2.4 二级配送站选址应处于交通便利处。 

7.2.2.5 二级配送站的橇装式阻隔防爆装置与站外建、构筑物的最小安全距离应该符合表 3要求。 

7.2.2.6 二级配送站内设施之间的安全和防火间距起讫点、站外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划分、站内爆炸

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划分，应符合 GB 50156相关规定。 

7.2.2.7 二级配送站橇装式阻隔防爆设备与站房、卫生间之间距离不小于 4 m。 

7.2.2.8 加注作业区内不得有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 

表 3 橇装式阻隔防爆加注装置与外界构、建筑物的最小安全距离 

7.3 运输 

7.3.1 运输车辆应符合 JT/T 617.1 的相关规定。 

7.3.2 道路运输条件、运输条件豁免、国际多式联运相关要求、人员培训要求、各参与方的安全要求

以及安保防范要求应符合 JT/T 617.1的相关规定。 

站外建、构筑物 最小安全距离，m 

重要公共建筑物 35.0 

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 12.5 

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 

一类保护物 11.0 

二类保护物 8.5 

三类保护物 7.0 

甲、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甲、乙类液体储罐 12.5 

丙、丁、戊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丙类液体储罐以及单

罐容积不大于 50 m
3
的埋地甲、乙类液体储罐 

10.5 

室外变配电站 12.5 

铁路 15.5 

城市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 5.5 

次干路、支路 5.0 

架空通信线 5.0 

架空电力线路 无绝缘层 6.5 

有绝缘层 5.0 

注：加注装置不同容积通用，站外建、构筑物和重要公共建筑物等术语定义应符合GB 5015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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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道路运输包装类别应符合 JT/T 617.2的相关规定。 

7.3.4 道路运输的货物品名的一般要求、运输要求索引、特殊规定以及有限数量货物和例外数量货物

的道路运输要求应符合 JT/T 617.3的相关规定。 

7.3.5 道路运输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大型包装、可移动罐柜、罐式车辆罐体的使用要求应符合 JT/T 

617.4中相关规定，如无特殊说明，危险货物包装是指容积小于 450 L或净重不大于 400 kg 的包装。 

7.3.6 道路运输的装卸作业的基本要求、包件运输装卸条件、散装运输装卸条件、罐式运输装卸条件

和装卸作业要求应符合 JT/T 617.4的相关规定。 

7.3.7 道路运输的装备条件、人员条件及运输作业应符合 JT/T 617.4的相关规定。 

7.4 配送 

7.4.1 燃料加注完成后空间甲醇浓度应符合甲醇职业接触限值（PC-TWA为 25 mg/m
3
，PC-STEL为 50 

mg/m
3
）。 

7.4.2 醇基燃料配送加注应配置不少于 2具 4 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或 1具 4 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加 1

具 6 L抗溶性泡沫灭火器。 

7.4.3 配送加注车的车载存储装置应符合 AQ 3002 的规定且存储罐的体积不大于 5000 L。 

7.4.4 配送加注机加注软管前应设醇基燃料过滤器，过滤孔径不大于 40 μ m。 

7.4.5 配送加注车应设置带有报警功能的静电接地装置，加注前应先接好接地线，卸油完毕静置 2 min

后拆除接地线。 

7.4.6 配送加注车上应有明显的安全标识及安全操作规程。 

8 安全运营与维护 

8.1 基本要求 

8.1.1 所有用户应有明确的运营维护单位。 

8.1.2 农村用户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及运行、维护、抢修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体系，组织实施演习每年不得少于 1次； 

b) 建立安全事故报告和事故统计分析制度； 

c) 制定隐患排查及分级治理整改制度； 

d) 制定安全宣教培训制度,定期进行安全知识宣教,提高农村用户使用安全意识； 

e) 应建立安全巡查制度,建立用户设施的报修制度； 

f) 应建立日常运行中发现问题或事故处理的报告程序。 

8.1.3 负责运营维护的单位，其工作程序和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负责单位应设置并向社会公布维保电话,维保人员应 24 h值班； 

b) 燃料储存箱及切断阀应设置清晰醒目的标识,并定期对燃器具、燃料管路、燃料储存箱进行检

查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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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负责单位保障防雷防静电装置应完好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防雷防静电装置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定期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8.2 运行维护 

8.2.1 燃料管路系统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定期检查阀门、管件连接处,应无泄漏、损坏等现象； 

b) 阀门应定期进行启闭操作和维护保养,确保启闭灵活,阀杆机械传动部位应润滑良好； 

c) 无法启闭或关闭不严的阀门,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d) 阀门维修保养周期,每年不少于 1次。 

8.2.2 用户设施运行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运营维护单位应对农村居民生活设施每两年至少检查 1次,并应对用户进行安全的宣传； 

b) 入户检查应做好检查记录； 

c) 确认用户设施有无人为碰撞、损坏； 

d) 燃器具及其配套设施不得被私自改动,不得被作为其他电器设备的接地线使用,不得锈蚀、重

物搭挂； 

e) 设备安装应符合安装规程。 

8.2.3 进行室内维护和检修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入室内作业应首先检查有无泄漏； 

b) 设施和器具的维护和检修工作,应由燃器具供应单位专业人员进行。 

8.2.4 运营维护单位应告知用户遵守下列规定： 

a) 正确使用设施和用具;不得使用不合格的或已达到报废年限的设施和用具； 

b) 不得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c) 发现室内设施或用具异常、泄漏时,应立即关闭阀门、不得动用明火,并应及时向运营维护单

位报修； 

d) 应协助运营维护单位对设施进行检查、维护、抢修工作； 

e) 需要迁改或拆除时,应提前通知运营维护单位，由运营维护单位进行迁改或拆除。用户不得私

自迁改或拆除。 

8.3 运维安全 

8.3.1 加注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醇基燃料加注应配备洗眼器、护目镜、耐腐蚀手套等安全应急防护装具； 

b) 醇基燃料加注人员不应随身携带火种，严禁吸烟； 

c) 醇基燃料加注时发动机应熄火；雷雨天气加注时，应确认避雷电措施有效； 

d) 醇基燃料加注时燃器具应停止使用。 

8.3.2 皮肤接触：醇基燃料溅到皮肤上，应用清水及时清洗； 

8.3.3 眼睛接触：醇基燃料溅入眼中，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严重时紧急就医。 

8.4 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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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运营维护单位应制定事故抢修制度和事故上报程序。 

8.4.2 运营维护单位应根据供应规模设立抢修机构和配备必要的抢修车辆、抢修设备、抢修器材、通

信设备、防护用具、消防器材、检测仪器等装备,并应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8.4.3 接到抢修报警后应迅速出动,并应根据事故情况联系有关部门协作抢修。抢修作业应统一指挥,

服从命令,并应采取安全措施。 

8.4.4 当发生火灾事故,危及设施和周围人身财产安全时,应协助公安、消防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抢

救、保护现场和疏散人员。 

8.4.5 为确保设施的安全平稳运行,除了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正确操作设备、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和检验检测外,还应建立包括但不限于管道或阀门泄漏、卸车着火、突发停电等内容的应急处置预案并

进行定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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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醇基燃料民用采暖炉具试验方法 

A.1 概述 

醇基燃料民用采暖炉具试验方法见图A.1. 

 

 

1—燃烧炉；               8—膨胀水箱； 

2—热交换器；             9—循环泵； 

3—控制阀Ⅰ；            10—称重容器； 

4—控制阀Ⅱ；            11—三通； 

5—控制阀Ⅲ；            12—温度测量； 

6—稳压水箱；            13—水压表； 

7—或连接到恒压分配管； 

                           图A.1 醇基燃料民用采暖炉具试验方法 

A.2 试验条件 

A.2.1 炉具按图1安装，当炉具处在热平衡状态，采暖水流量在±0.1 %时，即可开始热效率测量。 

A.2.2 C100型炉具试验用燃烧液态介质为符合GB/T 338的工业甲醇。 

A.2.3 其他型号炉具试验用燃烧液态介质为符合本标准的醇基燃料。 

A.2.4 水压0.25 MPa±0.02 MPa。 

A.2.5 生活热水进出水温度: 进水温度：20 ℃±1 ℃，出水温升40 K±1 K。 

A.2.6 采暖进出水温度：出水60 ℃±1 ℃，回水40 ℃±1 ℃；经供需双方商定也可采用其他出水、

回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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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进、出水温度应在水流中心并尽可能靠近炉具测定。 

A.2.8 应在有通风、无强对流及强排风装置的室内空间进行试验，环境温度20 ℃±5 ℃。 

A.2.9 通风换气良好，室内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应小于0.002 %，二氧化碳含量应小于0.2 %，试验炉

具周围1 m处空气流动速度≤0.3 m/s（可用自有便携式烟气分析仪检测）。 

A.2.10 电源条件：试验室使用的交流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在±2 %以内。 

A.3 试验方法 

A.3.1 概述 

材料、部件及功能、外观质量采用资料审查、目测观察及用满足精度要求的通用量具或仪器测试

的方法。 

A.3.2 计算热效率 

A.3.2.1 热水流入一个放在秤上的容器内（测量前应称重）同时读取试验前燃料重量。 

A.3.2.2 在此时连续测量出水温度t2和给水温度t1,30 min为一个循环，取其平均值。 

A.3.2.3 在30 min测试时间内收集到的水的质量为M1；为了评估在测试期间水的蒸发量，等待30 mi

n，水的质量为M2。测试期间水的蒸发量为M3=M1-M2。修正后水的质量为M=M1+M3。 

A.3.2.4 连续2次测量热效率。如果2次的测试结果之差与平均值不超过2 %，则取2次测试品均值为测

试结果。否则，应重新测试。或者进行连续10次的测试，取10次测试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 

计算热效率按公式（1）计算： 

100
)(18.4 12 






DC

DPttM
 „„„„„„„„„„（1） 

式中： 

η ——计算热效率，%； 

Μ——修正后实测出水热水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DP——对应平均出水温度下的测试装置热损失，包括循环泵产生的热量，单位为千焦，kJ； 

t2 ——出水温度，K； 

t1 ——进水温度，K； 

C ——所用燃料重量差，kg； 

D ——燃料低热值，kJ/kg。 

A.3.3 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按公式（2）计算： 

i

1

3.6
Q H V   „„„„„„„„„„„„„„„„（2） 

式中： 

Q ——额定功率，W； 

Hi——燃料低热值，kJ/kg； 

V ——试验燃料用量，kg。 

A.3.4 电源电压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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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调压器，调压到180 V、260 V，采暖炉正常工作、输出功率变化不超过±30%。调压恢复220 V

后各项性能正常。 

A.3.5 自动控制功能 

炉具在正常工作状态，使用采暖炉面板设置条件，通过水泵及阀门水量调节来模拟停机条件，应

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a) 操作面板开关，采暖炉可以正常启停； 

b) 设定回水温度高于冷水温度 10 ℃，控制阀门处在自循环状态，当回水温度达到设定值时燃

烧机停止工作； 

c) 控制采暖炉处在自循环状态，使出水温度高于 85 ℃，采暖炉停止工作并报警提示。 

A.3.6 温度控制精度 

温度控制精度按以下方法试验： 

a) 常温试验：设定温度为高于水温 10 ℃，温度稳定后读取水温，与设定温度比较，误差小于

±10 ℃； 

b) 高温试验：设定温度为高于水温 50 ℃，温度稳定后读取水温，与设定温度比较，误差小于

±10 ℃。 

A.3.7 炉具耐压 

A.3.7.1 关闭水箱截止阀，向水箱中打压到0.3 MPa，并保持1 h，水箱没有泄压漏水现象。 

A.3.7.2 关闭打压用截止阀，启动打压机，向燃料进口管道处加燃料泵工作压力的1.5倍压力，并保

持10 min，压力变化小于1 kPa，没有趋势性变化为合格。 

A.3.8 电气安全 

按照GB 25034-2010中附录F进行试验。 

A.3.9 电磁兼容安全性 

按照GB 25034-2010中附录G的要求执行。 

A.3.10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颗粒物排放量按GB/T 16157执行，二氧化硫排放量按HJ 57执行，氮氧化物排放量按HJ 693执行，

一氧化碳排放量按HJ/T 44执行。 

A.3.11 噪声 

燃烧噪声、熄火噪声按照GB 25034-2010中7.10试验方法进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