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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灭火系统综述

| 1、驱动气体瓶组 |

设备名称
钢瓶容积

（L）

贮存压力

（MPa）

工作压力

（MPa）
高压二氧化碳灭

火设备

IG541 气体灭火

设备

七氟丙烷灭火

设备

EQP04/6 HQP04/6 QQP04/6 4

6 6.6EQP10/6 HQP10/6 QQP10/6 10

EQP40/6 HQP40/6 QQP40/6 40

气密试验压力

（MPa）

钢瓶连接

螺纹

钢瓶高度

（mm）

钢瓶外径

（mm）

空瓶重量

（Kg）
配置量

6.6 PZ27.8 440/640/1340 ￠140/￠165/￠219
7.2/15.3/

55.4
1/每防护区

一 概述

本公司气体灭火产品包含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七

氟丙烷灭火设备、IG541气体灭火设备三大产品系列。其

性能指标先进，结构合理，部件品种规格齐全，各种阀件

密封可靠，系统开启灵活快捷，控制方式先进，使用安全

可靠，操作维修方便。系统具有电动（自动和手动）、气

动、机械应急启动等多种启动方式，保证系统在任何情况

下均能可靠启动。系统配置本公司生产的灭火控制器和相

关部件后，具有自动报警、故障监控、联动控制、自动灭

火等功能。

目前各类灭火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各地大中小工程。

二 系统工作原理

系统集报警、联动控制、灭火控制为一体。当防护区

发生火情，报警及灭火控制器接收到感温和感烟探测器同

时报警，发出火警声、光报警信号，同时，安装于防护区

内的警铃、防护区门口的声光音响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以提醒人员迅速撤离现场，继而联动控制相关设备（如防

排烟设备，防火门、窗，风机，防火阀等）。同时联动控

制切断非消防电源，关闭空调。延时30s以后，灭火控制
器发出灭火指令，触发与防护区相应的电磁型驱动装置使

驱动气体瓶组容器阀开启，释放启动气体，通过气控管路

打开相应的选择阀和灭火剂瓶组容器阀，释放灭火剂，实

施灭火。在灭火剂开始喷放时，点亮防护区门口的气体释

放门灯，直到手动消除。

三 系统组成部件
1、驱动气体瓶组

驱动气体瓶组由容器、容器阀、压力表、气控接头等

组成，可连接电磁型驱动装置（含手动启动头）。

驱动气体瓶组用以储存启动气体，启动气体为氮气。

火灾时，电磁型驱动装置打开驱动气体瓶组容器阀，启动

气体通过启动管路去打开相应的选择阀和容器阀，释放灭

火剂，实施灭火。

气体灭火系统启动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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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驱动气瓶支撑架 |

型 号 驱动气体瓶组数量 长度（mm） 宽度（mm） 高度（mm）

DPJ04
2~6

489~1277 280 1100
DPJ10 541~1433 280 1100
DPJ40 653~1769 316 1700

| 3、容器阀 |

型号 工作压力（MPa）
强度试验压力

（MPa）
气密试验压（MPa）

DRF6/6.6 6.6 9.9 6.6

手动开启力（N） 公称通径（mm）
安全泄放压力

（MPa）
系统配置量

≤50 DN6 8.8±0.44 1/每启动瓶

| 4、单向阀 |

* 使用说明：

容器的使用、维护可参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局颁发的《气瓶安全监察规程》进行。系统灭火剂瓶组数

量在20瓶组以下时，用4L驱动气体瓶组启动；瓶组数量在

21～40瓶组时，用10L驱动气体瓶组启动；瓶组数量在41

瓶组以上时，用40L驱动气体瓶组启动。驱动气体瓶组为1

个时，直接安装在瓶组架侧面，多个时，安装在驱动气瓶

支撑架上。2、驱动气瓶支撑架
驱动气瓶组支撑架用于固定驱动气体瓶组，每支撑架

可安装2～6只驱动气体瓶组。可按设计要求选用。其上部

可安装汇流管，既而安装选择阀。

* 安装说明：

安装时，应打地脚螺栓以免震动和移位。

3、容器阀
● 容器阀安装在驱动气体瓶组上，具有封存、释放、充装、

检漏等功能。

● 压力检测：启动容器阀上装有压力表，压力表接头为可

开关式结构。在检查瓶内氮气储存压力时，逆时针旋转手

轮打开压力表开关，即可观察驱动气体瓶组压力。在平时，

则顺时针旋转手轮关闭压力表开关，以避免压力表长期受

压而损坏。当储存压力下降超过设计值的10%，即下降到

5.4MPa时，应予以补充充装氮气。

4、单向阀
单向阀由阀体、阀芯、弹簧等零件组成，密封件采用

丁睛橡胶材料，其它零件采用铜合金制造。

该阀安装在启动管路中，用以控制启动气体流动方向，控

制特定的选择阀和容器阀打开，而其它的选择阀和容器阀

不应打开。

* 使用说明：

● 该阀应定期检查阀芯的灵活性和阀的密封性，每年应全

面检查一次，如无异常情况，方可继续使用。

● 安装时，应特别注意箭头方向（即气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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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工作压力

（MPa）

强度试验压力

（MPa）

正向密封试验压力

（MPa）
使用范围

EQD6/6.6
6.6 9.9 6.6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

HQD6/6.6 IG541气体灭火设备
QQD6/6.6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

反向密封试验压力

（MPa）

动作压力

（MPa）

公称通径

（mm）
接口螺纹 接口形式

6.6 ≥0.2 DN6 M14×1.5 卡套螺母式

| 5、电磁型驱动装置 |

型 号 输出推力（N） 工作电压（V） 启动电流（A） 使用范围

EDQ45

45±4.5 DC24±15% 1.2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

HDQ45 IG541气体灭火设备
QDQ45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

GDQ45 柜式七氟丙烷气体灭火装置

| 6、气动手动启动头 |

型 号
设计压力

（MPa）

工作压力

（MPa）

强度试验压力

（MPa）

气密试验压力

（MPa）

输出推力

（N）

手动操作推力

（N）

QST
9.9 6.6 9.9 6.6 ≥260 ≤150

QSTA

5、电磁型驱动装置
电磁型驱动装置由电磁阀和先导阀组成。电磁型驱动

装置安装在驱动气体瓶组容器阀上，火灾时，灭火控制器

发出指令（向电磁型驱动装置供电DC24V±15%，电流

~1.2A），打开电磁型驱动装置相连的容器阀，释放驱动气

体瓶组内的启动气体，启动气体通过气控管路打开相应选

择阀和容器阀，释放灭火剂，实施灭火。

* 使用说明：

● 电磁型驱动装置上装有保险销，是为了防止在安装、调

试、交付使用及运输过程中，因碰撞、震动使电磁型驱动

装置误动作而设置的。在现场安装、调试完毕，投入使用

时必须拔出保险销，否则电磁型驱动装置将打不开。

● 电磁型驱动装置包含手动启动头，可用于手动启动。手

动操作时拉掉上部保险夹，用力拍击顶部顶块，即可打开

电磁型驱动装置相连的容器阀，从而启动系统。

● 保证电源要求，接线牢靠，采用2.5mm2多股铜芯导线连

接，且应沿储存容器的支、框架或墙面固定。

6、气动手动启动头
QST型气动手动启动头与二氧化碳或混合气体的容器

阀组装，QSTA型气动手动启动头与七氟丙烷DN40容器阀组

装。用于灭火剂瓶组容器阀的气体启动和机械应急手动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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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低泄高封阀 |

型 号
工作压力

（MPa）

强度试验压力

（MPa）

气密试验压力

（MPa）
使用范围

EDG0.1/6.6

6.6 9.9 6.6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

HDG0.1/6.6 IG541气体灭火设备

QDG0.1/6.6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

| 8、气控管件 |

型号 名称 接口螺纹 执行标准

GJ6-01 卡套式直通管接头 2-M14×1.5 GB3737.1-83
GJ6-02 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 M14×1.5/布锥管螺纹 Z1/4 GB3734.1-83
GJ6-03 卡套式直角管接头 2-M14×1.5 GB3740.1-83
GJ6-04 卡套式锥螺纹直角管接头 M14×1.5/布锥管螺纹 Z1/4 GB3739.1-83
GJ6-05 卡套式正三通管接头 3-M14×1.5 GB3745.1-83
GJ6-06 卡套式正四通管接头 4-M14×1.5 GB3746.1-83
GJ6-07 卡套 / GB3764-83
GJ6-08 卡套管接头用螺母 M14×1.5 GB3759-83
GJ6-09 卡套式管接头端封头 / /

| 9、选择阀 |

动作压力（MPa） 公称通径（mm） 连接螺纹 系统配置量

≥0.1 DN6 M14×1.5 按设计要求

7、低泄高封阀
低泄高封阀安装在气控管路末端，平时此阀处于开启

状态，当启动容器阀有泄漏时，泄漏出的气体，可通过该

阀排放到外部空间，使气控管路内压力为零，保证系统驱

动管路内不会积聚过高压力的气体而导致灭火系统的误启

动和误喷放。当需要启动系统时，气控管路内驱动气体压

力超过0.5MPa时，此阀会立即关闭，保证气控管路内的启

动气体压力，使系统可靠地启动。

8、气控管件
气控管件用于气控管路的连接，采用HPb59-1黄铜经锻

压、加工后表面镀镍处理，公称通径为6mm。管件分直通、

端直通、直角、端直角、正三通、正四通、卡套、卡套螺

母、卡套式端封头等多种形式，可适应各种管路安装连接

要求。

9、选择阀
选择阀由阀体、活塞、压帽、转臂、手柄、转轴、

压臂及驱动气缸等组成。选择阀结构合理，动作灵敏，

流阻小，密封和开启可靠。

选择阀安装在系统汇流管或集流管上，一端与汇流管或

集流管连接，另一端与灭火剂输送管道连接（在 IG541

气体灭火设备中，选择阀安装在减压装置的下游）。选

择阀主要用于组合分配系统中，用以控制灭火剂流动方

向，保证灭火剂进入发生火灾的保护区。选择阀平时处

于关闭状态，火灾发生时，启动气体进入选择阀驱动

缸 ，推动缸内活塞，通过连杆机构动作，使转轴转动

一角度，此时，选择阀已处于开启状态。继而，启动气

体又打开容器阀，释放出灭火剂，通过选择阀，喷入保

型号、规格示例：
XZ /

公称工作压力

公称通径（DN32~DN125）

系统类别

备注：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系统类别：E
IG541气体灭火设备系统类别：H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系统类别：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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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通径（mm） DN32 DN40 DN50 DN65
公称工作压力（MPa）（CO2） 12.4 12.4 12.4 12.4
公称工作压力（MPa）（IG541） 17.2 17.2 17.2 17.2
公称工作压力（MPa）（HFC-227ea） 5.3 5.3 5.3 5.3
气动开启压力（MPa） ≥1 ≥1 ≥1 ≥1
手动开启力（N） ≤150 ≤150 ≤150 ≤150
外形尺寸（宽×高） 132×152 136×160 143×190 150×211
进出口连接形式 Rc11/4＂ Rc11/2＂ Rc2＂ Rc21/2＂

公称通径（mm） DN80 DN100 DN125 DN125
公称工作压力（MPa）（CO2） 12.4 12.4 12.4 12.4
公称工作压力（MPa）（IG541） 17.2 17.2 17.2 17.2
公称工作压力（MPa）（HFC-227ea） 5.3 5.3 5.3 5.3
气动开启压力（MPa） ≥1 ≥1 ≥1 ≥1
手动开启力（N） ≤150 ≤150 ≤150 ≤150
外形尺寸（a×b） 158×230 200×330 244×400 290×535
进出口连接形式 Rc3＂ 法兰连接 法兰连接 法兰连接

| 10、信号反馈装置 |

护区。选择阀具有气动启动和机械手动两种启动方式，

机械手动是人为扳动选择阀手柄，并翻转压臂使其敞

开，当灭火剂释放后，其压力会自动开启选择阀。该

方式是在紧急情况下采用。选择阀动作后，应由专业

人员进行检查，进行复位，确认无异常后，方可继续

使用。

在组合分配系统中，每个选择阀均与某一防护区

域相对应，规格须与主管道一致，并应在选择阀上挂

上该防护区的标志（防护区牌）。

10、信号反馈装置
在单元独立系统中，信号反馈装置安装于灭火剂主管

道上；在组合分配系统中，信号反馈装置安装于选择阀后

的管路上。平时，信号反馈装置微动开关开路，当灭火剂

释放通过该管段时，输送管道中压力增加，推动活塞，微

动开关触点接通，将信号反馈至灭火控制器，通过气体释

放门灯，显示系统已经启动，灭火剂已经释放。

信号反馈装置的安装：在灭火剂主管道上安装有信号

反馈装置接头，将信号反馈装置通过Z 1/4螺纹拧入信号反

馈装置接头上，拧入前应加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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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强度试验

压力

（MPa）

气密试验

压力

（MPa）

开关

动作压力

（MPa）

触点容量
使用范围

电压（V） 电流（A）

EXF0.2/12.4 16.8 12.4 0.2±0.02

DC24 1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

HXF0.07/17.2 25.8 17.2 0.07±0.007 IG541气体灭火设备
QXF0.2/5.3 7.95 5.3 0.2±0.02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

GXF0.1/4.2 6.3 4.2 0.1±0.01 柜式七氟丙烷气体灭火装置

| 11、气控切换阀 |

型 号
公称工作压力

（MPa）
强度试验压

（MPa）
气密试验压力

（MPa） 连接方式

QHF6 17.2 25.8 17.2 卡套螺母式

| 12、气控软管 |

型 号
公称通径

（mm）
强度试验压力

（MPa）
气密试验压力

（MPa）
长度

（mm） 使用范围

DRG6/6.6 6 9.9 6.6 400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

设备

| 13、止回阀 |

型 号 ZHF40 ZHF50 ZHF65 ZHF80 ZHF100 ZHF125 ZHF150

公称通径（mm）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公称工作压力（MPa） 17.2
气密试验压（MPa） 17.2

连接方式
Rc11/2
〞

Rc2〞 Rc21/2
〞

Rc3〞 法兰 法兰 法兰

11、气控切换阀
气控切换阀用于带备用灭火剂瓶组的工程系统中。

气控切换阀用于主灭火剂瓶组和备用灭火剂瓶组之间

驱动气体的气控切换。当所有气控切换阀手动推杆保持在

标示牌图示“Ⅰ”位置时，驱动气体打开主储存瓶组释放

灭火剂；需启动备用储存瓶组时，所有气控切换阀保险夹

应去除，并将手动推杆推向标示牌图示“Ⅱ”位置。气控

切换阀装于支架上，并安装于驱动气体瓶组支撑架旁边。

12、气控软管
气控软管用于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灭火剂瓶组上安

装的气动手动启动头之间气控管路的连接。气控管路采用

柔性连接，有利于弹簧式称重装置悬挂的钢瓶之间气控管

路的密封和准确称重。

13、止回阀
按工程设计，需要设置灭火剂备用瓶组时，系统需配

置止回阀。

止回阀水平安装于主、备用储存瓶组集流管与汇流管

之间，用以控制灭火剂的流动方向。当需主储存瓶组释放

灭火剂时，阻止灭火剂向备用储存瓶组流动，反之当需备

用储存瓶组释放灭火剂时，阻止灭火剂向主储存瓶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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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气体灭火管件

名称 规格 备注

等径直通（内丝） DN15~DN100

管件按 GB/T14626-93《锻钢制
螺纹管件》

法兰按 JB/T82.2-94《凹凸面对
焊钢制管法兰》

金属齿形垫片按 JB/T88-94《管
路法兰用金属齿形垫片》

焊接弯管按 GB12459-90

等径直通（外丝） DN15~DN100

变径直通 20×15~100×80

90°等径弯头（丝接） DN15~DN100

90°法兰焊接弯头 DN100~DN150

信号反馈装置接头（丝接） DN32~DN80

信号反馈装置接头（法兰连接） DN100~DN150

变径三通（丝接、中大或中小） 25×20~125×80

变径三通（法兰连接、中大）

DN100×65、DN100×80、
DN125×100
DN150×100

等径三通 DN20~DN80

活接头 DN15~DN80

变径接头 20×15~125×8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4.0MPa） DN25~DN15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6.3MPa） DN25~DN15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16MPa） DN25~DN15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金属齿形

垫片(16MPa及以下) DN100~DN150

90°焊接弯管（12MPa） DN25~DN150

堵头（外螺纹） DN15~DN50

堵头（内螺纹） DN15~DN50

异径三通
DN100-15
DN100-25

异径弯头
DN25-15
DN100-15

15、气体灭火电器配置

8 MK5Ei气体灭火控制盘（1-4区）

9 JTY-GD-501型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10 JTW-ZD-501型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11 DB501型探测器底座

12 IM5Ei型输入模块

13 RM5Ei型输入/输出模块

14 SM5i型火灾声和光警报器

15 AD5i 地址码编程器

1 POW5i/5型外控电源

2 POW5i/10型外控电源

3 SK5i/A型气体手动控制盒

4 MD5i型气体释放门灯

5 LB600型泄漏报警器(二氧化碳）

6 JLA24警铃，用于防护区内声报警

7 壁挂式机壳，用于气体灭火控制盘壁挂式安装

注：以上详见蓝天5i系列消防电子产品《产品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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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管道公称直（mm）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150
最大间距（m） 1.5 1.8 2.1 2.4 2.7 3.0 3.4 3.7 4.7 5.2

四 系统安装与调试

1、防护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 防护区围护结构及门、窗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0h，吊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25h。

● 防护区围护结构及门窗的允许压强不宜低于

1.2KPa。

● 防护区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并能自行关闭。防护

区不宜有不能关闭的开口，防护区内与其它空间相通的开

口，除泄压口外，应能在灭火剂喷放前自动关闭，否则应

将防护区扩大到与之相通的空间或采取防止或补偿灭火剂

流失的措施。

● 防护区应设置通风换气设施，可采用开启外窗自然

通风、机械排风，排风口直通室外。

2、钢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钢瓶间应设置在防护区外，人员易于接近，出入方

便，且不会引起火灾的专用房间内；钢瓶间的楼面承载能

力应能满足储存容器和其它设备的储存要求。

● 钢瓶间的室内温度应为0～50℃，且干燥、通风良

好，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 设在地下、半地下、或无可开启窗扇的钢瓶间应设

置机械通风换气装置。

● 钢瓶间空气中不得含有易爆、导电尘埃及腐蚀部件

的有害物资，否则必须予以保护，系统不得受到震动和冲

击。

3、灭火剂瓶组的安装
● 按设计要求，安装灭火剂瓶组架。瓶组架之间宜留

出不小于1m的操作间距，且应用地脚螺栓固定牢靠。

● 将灭火剂瓶组固定在瓶组架上，并固定牢固（二氧

化碳灭火剂瓶组需吊装）。为方便于系统操作、维护、再

充装和装拆，其安装高度与方向应一致，瓶组上的手动操

作推杆应朝向操作面，安装完毕后应对瓶组进行编号。

● 集流管安装在瓶组架上，位置调整好后应固定牢

靠。其上装有安全泄放装置。

●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要求安装称重装置、泄漏报

警器。

● 安装有安全泄压阀的集流管，泄压口不应朝向操作

面和走道，以免对人造成伤害。

4、选择阀的安装
● 选择阀安装于驱动气体瓶组支撑架或选择阀支撑

架的汇流管上，高度不超过1.7米，以方便于操作。高度超

过1.7高度超过1.7米时应采取方便操作的措施。

● 选择阀的安装方向应便于操作和维护，其操作手柄

应朝向操作面一方。

● 安装完毕后，应在选择阀上吊挂该防护区的标志

牌，并应挂在操作手柄的附近。

5、启动系统的安装
● 驱动气瓶支撑架应固定牢靠。

● 电磁型驱动装置的电气连线应穿金属软管，并固

定，防止与其它物体的碰撞。其连线采用2.5mm2多股铜芯

导线。

● 气控管路采用￠8×1紫铜管，其布置应整齐，做到

横平竖直，避免交叉。其间距应一致，并应采用支架或管

夹固定，其间距不应大于0.6m。

● 气控管路安装完成后，应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

力为6.6MPa。用肥皂水检漏，各连接部位不应有气泡产生。

● 安装完成后，各驱动气体瓶组组正面应标明对应防

护区的名称或编号。

● 在系统安装或调试过程中，不允许连接电磁型驱动

装置；交付使用时，不允许拔出保险销。

6、喷嘴的安装
● 安装前，严格按设计要求，逐个核对其型号、规格

代号和喷孔方向。

● 喷嘴应设在保护区内便于灭火剂迅速并均匀扩散

之处，通常安装在靠近顶棚的地方。

● 喷嘴外露部分应美观，安装在吊顶下的喷嘴，其连

接螺纹不应露出吊顶。喷嘴装饰罩应紧贴吊顶安装。

7、管道的安装
● 管道系统必须严格按工程设计要求进行安装。管道

的材料、通径、长度、表面处理、布置路线等由工程设计

决定，安装、施工时不得更改。

● 灭火剂输送管道不宜穿越沉降缝、变形缝，当必须

穿越时，应有可靠的抗沉降和变形措施。穿过墙壁、楼板

处应安装套管。穿墙套管的长度应和墙厚相等，穿过楼板

的套管应高出楼面50mm。套管与套管间的空隙应用柔性不

燃烧的材料（主要指玻璃纤维、硅酸铝纤维、岩棉等）填

实。

● 灭火剂输送管道应设固定支架固定，支、吊架的安

装应符合下表规定：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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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表三）

（表四 系统储存压力、最大工作压力）

带电设备额定电压（KV）
最小间距（m）

与未屏蔽带电导体 与未接地绝缘支撑体

10 2.60

2.535 2.90
110 3.35
220 4.3

标称线路电压（KV） 最小间距（m）

≤10 0.18
35 0.34
110 0.94
220 1.90
330 2.90
500 3.60

系统类别
最大充装密度

（kg/m
3
）

贮存压力

（MPa）

最大工作压力

（MPa）（50°C时）

IG541气体灭火设备
— 15.0 17.2

— 20.0 23.2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
1120 2.5 4.2

950 4.2 5.3

● 管道连接一般采用螺纹连接，内径大于80mm的管道宜采

用法兰连接。

● 管道安装坡度一般不宜大于3/1000，且取灭火剂流向的

正方向。

● 系统组件和灭火剂输送管道与带电设备间应保持不小

于下表所示间距：（表二）

● 当系统管道设置在可燃气体、蒸气或有爆炸危险的粉尘

场所时应设防静电接地。设置在变配电室等有电气火灾危

险的防护区管网与其带电设备间最小距离应符合下表规

定：（表三）

● 减压装置必须按箭头方向安装。

9、灭火剂输送管道安装完毕后应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吹除，
气压严密性试验和涂漆。

● 管道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方法：

⑴ 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①对高压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应取15.0 MPa；

②对IG541气体灭火设备，应取13.0 MPa；

③对七氟丙烷灭火设备，应取1.5倍系统最大工作压力，

系统最大工作压力可按表四取值。

● 管道末端喷嘴处应采用支架固定，支架与喷嘴间的管道

长度不应大于500mm。

● 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50mm的主干管道，垂直方向和水平

方向至少应各安装一个防晃支架。当穿过建筑物楼层时，

每层应设一个防晃支架。当水平管道改变方向时，也应设

防晃支架。

● 灭火剂输送管道不得采用四通分流，应采用三通分流，

且三通管接头的进、出口处应处于水平位置，不得垂直安

装。

8、减压装置的安装（IG541气体灭火设备）
● 减压装置安装在选择阀的上游，减压装置到第一个三通

的长度不应小于管径的10倍。本公司产品经减压后压力不

大于7MPa。

● 减压孔板的孔径大小按设计要求选用，不得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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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时，以不大于0.5 MPa/s的速率缓慢

升压至试验压力，保压5min，检查管道各处无渗漏，无变

形为合格。

⑶ 当水压强度试验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气压强度试验代

替。气压强度试验压力取值：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取80%

水压强度试验压力，IG541IG541气体灭火设备取10.5MPa，

七氟丙烷灭火设备取1.15倍最大工作压力。

⑷ 气压强度试验应遵守下列规定：

试验前，必须用加压介质进行预试验，试验压力宜为

0.2MPa。

试验时，应逐步缓慢增加压力，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

的50 %时，如未发现异状或泄漏，继续按试验压力的10 %

逐级升压，每级稳压3min，直至试验压力。保压检查管道

各处无变形，无泄漏为合格。

⑸ 灭火剂输送管道经水压强度试验合格后还应进行气密

性试验，经气压强度试验合格且在试验后未拆卸过的管道

可不进行气密性试验。

⑹ 灭火剂输送管道在水压强度试验合格后，或气密性试验

前，应进行吹扫。吹扫管道可采用压缩空气或氮气，吹扫

时，管道末端的气体流速不应小于20m/s，采用白布检查，

直至无铁锈、尘土、水渍及其他异物出现。

⑺ 气密性试验压力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对灭火剂输送管道，应取水压强度试验压力的2/3。

对气动管道，应取驱动气体储存压力。

⑻ 进行气密性试验时，应以不大于0.5 MPa/s的升压速率

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关断试验气源3min内压力降不超过

试验压力的10 %为合格。

⑼ 气压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必须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加压介质可采用空气或氮气。气动管道试验时应采取防止

误喷射的措施。

● 涂漆

灭火剂输送管道外表面涂刷大红色油漆，在吊顶内、

活动地板下等隐蔽场所内的管道，可涂红色油漆色环。每

个防护区的色环应一致，间距应均匀。集流管表面也应涂

红色油漆。

10、气体手动控制盒应安装在保护区出口处明显并

便于操作的部位，距地面高度1.3～1.5m的墙上；并
应能在一处完成系统启动的全部操作。

11、系统调试
● 调试应在系统安装完毕，火灾报警与联动设备调试完成

后进行。

● 调试应包括驱动装置的测试、选择法的测试和灭火剂模

拟喷气试验。以及备用瓶组启动试验。

● 调试前应具备完整的技术资料及调试必须的其它资料。

并对系统、部件、安装质量进行检查。对系统及部件主要

检查其型号、规格、数量、外观；安装质量主要根据设计

资料、施工记录、试验报告和现场情况来检查部件和管道

布置，连接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 系统调试负责人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 调试后应按有关规定内容提出调试报告。

● 正式调试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和

防止灭火剂误喷。

● 对每个防护区进行模拟喷放灭火剂试验和备用灭火剂

储存容器切换操作试验。试验采用的储存容器数量应为防

护区实际使用总数的10%，且不得少于一个。模拟喷放试
验宜采用自动控制。

● 模拟喷放试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试验气体能喷入被试防护区内，且能从被试防护区的

每个喷嘴喷出；有关阀门工作正常；有关声、光报警信号

正确；钢瓶间内的设备和对应防护区内的灭火剂输送管道

无明显晃动和机械性损坏。

● 进行备用灭火剂瓶组切换操作试验时可采用手动操作。

● 各组件在试验或使用过后必须恢复原始工作状态，以免

造成系统误喷或不能正常工作。

五 系统使用与操作

本系统安装竣工后，须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

入使用。

本系统的启动方式分为电气自动启动及电气手动启

动、机械应急手动启动及应急电气启动三种。一般情况下

应使用电气手动控制，在确保防护区内无人的情况下，可

以转换为自动控制。当自动控制和电气手动控制均不能执

行时，应采用机械应急手动启动。

1、 电气自动启动

在防护区无人时，将灭火系统设置在自动控制状态。

当防护区发生火情，报警及灭火控制器接收到感烟探测器

同时报警，发出火警声、光报警信号。同时，安装于防护

区内的警铃、防护区门口的声光音响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以提醒人员迅速撤离现场，继而联动防排烟设备（如防排

烟阀，防火门、窗，风机、防火阀）等，同时联动控制切

断非消防电源，关闭空调。延时30s以后，灭火控制器发出

灭火指令，触发与防护区相应的电磁型驱动装置使驱动气

体瓶组容器阀开启，释放启动气体，通过气控管路打开相

应的选择阀和灭火剂瓶组容器阀，释放灭火剂，实施灭火。

在灭火剂开始喷放时，点亮防护区门口的气体释放门灯，

直到手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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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气手动启动

在防护区有人工作或值班时，灭火系统应设置在手动

控制状态。当防护区发生火情，可按下灭火控制器上的直

接输出按钮，或对设在防护区外的气体手动控制盒击碎玻

璃，按下 “紧急启动”按钮，即可按上述程序启动灭火系

统，实施灭火。在自动控制状态，仍可实现电气手动控制。

电气手动控制实施前，防护区内人员必须全部撤离。当发

生火灾警报，在系统释放前的延时阶段，如发现有异常情

况或判断火情不大，无需启动灭火系统时，可按下气体手

动控制盒上的“急停” 按钮，将终止灭火指令的发出，阻

止选择阀和容器阀的打开，禁止灭火剂的喷放。

*注意！不论何时，按下“急停” 按钮后，系统将不

能再次启动，需要到现场将该按钮恢复。

3、紧急气动启动及机械应急手动启动

当某一防护区发生火情，但由于电源发生故障或自动

探测系统、控制系统失灵不能执行灭火指令时，应立即通

知所有人员撤离现场，关闭联动设备。

● 紧急气动启动

电磁型驱动装置包含手动启动头，可用于手动启动。

在保险销4拔掉的情况下，手动操作时，拉掉相应防护区驱

动气体瓶组电磁型驱动装置上部保险夹，用力拍击顶部顶

块，即可打开电磁型驱动装置相连的容器阀从而启动系统。

● 机械应急手动启动

进入钢瓶间打开与防护区域相对应的选择阀（即向后拉动

选择阀上的转臂杆，翻转打开压臂，拉掉各储存瓶与容器

阀叠装在一起的气动手动启动头保险夹，用力拍击气动手

动启动头顶块，打开储存瓶容器阀，释放灭火气体，通过

前述程序，实施灭火。对七氟丙烷灭火设备，操作方法略

有不同，除按上述要求打开选择阀外，尚需打开（向后拉

动）相应灭火剂瓶组容器阀手柄(DN32容器阀),或推动气
动手动启动头手柄（DN40容器阀）。

六 系统维护与保养

1、本灭火系统，自动化程度高，系统环节多，密封性能要

求严，为确保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必须建立完善的维护保

养制度和操作规程，由经过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的专人

负责进行经常性维护、检查，以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对

本系统的定期检查应做好记录，记录由检查人员签字后归

档保存，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2、维护人员必须熟悉本系统的结构原理、工作性能、主要

技术参数、动作程序及各部件的结构原理、拆装工艺。必

要时，可来我公司进行培训。

3、每月应对本系统进行两次检查，检查内容及要求应符合

下列规定：

● 钢瓶间不许有其它杂物影响系统操作。全部系统组件的

安装位置不得有其它物件阻挡或妨碍其正常工作。

● 对储存容器、选择阀、灭火剂管路单向阀、连接管、集

流管、启动装置、管网与喷嘴等全部系统部件进行外观检

查，选择阀应处于关闭状态，灭火剂的输送管道无损伤与

堵塞现象，管道、管路应无松脱。

● 系统部件应无碰撞变形及其它机械性损伤，表面应无锈

蚀，保护涂层完好，铭牌清晰，手动操作装置的铅封和安

全标志应完整。

● 防护区的开口情况、防护区的用途及可燃物的种类、数

量、分布情况，应符合原设计规定。防护区外的疏散通道

保持畅通。

● 报警及灭火控制器面板上的指示灯应正常，各开关位置

应正确，各电气接线应完好、无松动现象，备用电源状态

应好。

● 火灾探测器表面应保持清洁，应无任何会干扰或影响火

灾探测器探测性能的擦伤、油渍及油漆，喷嘴清洁，各喷

嘴孔应无堵塞。

● 应经常检查系统灭火剂储量：

☆ 当灭火剂瓶组压力表指示在绿色示值区内，可认为灭火

剂储量正常。若发现灭火剂瓶组压力表指示值低，应及时

补充灭火剂。充装灭火剂应由专业人员进行。鉴于灭火剂

本身要求较高，建议重新充装时务必与我公司联系，以便

获得帮助。

☆ 随环境温度的变化，灭火剂瓶组压力会有相应变化，这

是正常现象。只要灭火剂瓶组压力表指示值在绿色示值区

范围内则瓶组压力正常。

☆ 对于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发现泄漏报警时，应检查

并及时重新充装灭火剂。

☆ 对于一组灭火剂瓶组，由于压力表示值误差、充装灭火

剂的允差和灭火剂成分的允差，有可能出现各瓶组压力表

示值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是正常现象，对灭火系统灭火

效能并无影响。

● 应经常检查启动瓶内氮气的压力指示值应在5.4MPa以

上。

4、每年应由我公司或专业公司对本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检

修，检修内容和要求除按月检规定的内容检查外，尚应符

合下列规定：

● 灭火剂瓶组间设备、灭火剂输送管道和支、吊架的固定，

应无松动。

● 连接管应无变形、裂纹或老化现象。

● 驱动气体瓶组组

☆ 瓶组数量、安装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连接是否可靠。

☆ 压力表读数是否在正常范围。

☆ 电磁型驱动装置与灭火报警控制器的连接是否正确、可

靠、完好，端子是否有松动或脱落。

☆ 卸下电磁型驱动装置，检查其动作是否准确灵活。

☆ 启动瓶是否超过使用年限，每三年应检查一次（按钢质

无缝气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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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启动管路的完好性，所有连接部位应无松动，对有

松动、损伤的部位进行更换，并进行气密性试验。

● 灭火剂瓶组

☆ 检查灭火剂瓶组数量和储存灭火剂的总量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

☆ 检查每个灭火剂瓶组中的灭火剂量与规定量是否相同，

如不符合，应检查原因，修复好后重新充装灭火剂。

☆ 卸下容器阀上的气动手动启动头，检查其动作的灵活

性。

☆ 检查安全泄放口有无堵塞现象。

☆ 检查灭火剂瓶组是否超过使用年限，按照国家规定要

求，每三年应进行定期技术检验。钢瓶使用过程中，如发

现有严重腐蚀或其它严重损伤，应提前进行检验。

☆ 检查灭火剂瓶组与瓶组架之间连接是否可靠。

● 管道及分配系统

☆ 检查管道的通径、布局、长度等是否与设计相符。

☆ 检查管道与管道附件有无变形、损伤和腐蚀现象。

☆ 检查管道中和集流管上的安全阀，单向阀、选择阀的安

装位置、方向是否正确，与管道连接是否可靠，安全阀泄

压口是否畅通。

☆ 集流管通入规定压力的氮气或高压空气，检查单向阀、

选择阀的密封性能。然后，将选择阀手动开启，相应防护

区的放气指示灯亮。

☆ 检查管道的固定是否牢靠，所有连接部位有无松动、漏

气或堵塞现象。

● 喷嘴

☆ 检查喷嘴数量、孔径、安装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规定。

☆ 检查喷嘴与管道之间的连接有无松动、脱落。

☆ 检查喷嘴是否畅通，有无灰尘粘结。

●灭火系统喷放检查

对每个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自动启动试验，如有不合格项

目，则应对相关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喷气试验。对系统安

装后长期未作检查的系统应进行喷放试验，其要求和结果

应符合系统调试的有关规定。

● 用标准压力表检验瓶组内压力和容器阀压力表的准确

性。

● 手动控制、手动/自动切换、紧急停止操作、备用灭火

剂储存容器切换操作应正常。

5、在系统喷放后，应进行系统复位
● 复位报警灭火控制器，按电气说明书进行。

● 复位信号反馈装置，动作后手动压下复位压杆，使活塞

恢复原位，使微动开关接点开路。

● 复位动作后的选择阀：首先松开紧定螺钉，压下活门轴

进入选择阀进气口，压臂压住活门轴，用转轴将压臂压住，

并调紧压紧螺钉，使转臂杆恢复原位。

● 检查单向阀是否复位。

● 驱动气体瓶组上电磁型驱动装置的检查：动作后从组件

上拆下电磁型驱动装置，通电检查，应可靠工作。检查顶

刀刃口，如损坏应更换。检查后重新安装，并安置好铅封。

● 二氧化碳、IG541灭火剂瓶组容器阀，七氟丙烷DN40容

器阀需更换泄放膜片，进行密封试验，重新充装灭火剂。

● 检查容器阀，更换泄放膜片，进行密封试验，重新充装

启动气体。

● 对有损伤和拆卸过的管路，必须重新正确安装，保证密

封和通畅。

● 灭火时，使用过急停按扭，需到现场恢复。

●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设备更换灭火剂瓶组后，需重新调整

泄漏报警装置。

七 系统安全注意事项
1、根据国家标准GB50263-200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
收规范》的规定，气体灭火系统的安装、调试和使用应由

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从事。安装、调试和使用的人员，应

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工作性能、动作程序及

各部件的结构和工作状态。无关人员不应接触系统，以免

发生危险。

2、钢瓶间应设在靠近防护区专用独立的房间内，耐火等级

不应低于二级；环境温度为0～50℃；钢瓶间的出口应直接
通向室外或疏散通道，不允许存放可燃、易燃和腐蚀性物

质；不允许受到震动和冲击；钢瓶间应设应急照明装置和

警告牌，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并保持干燥和良好通风；

地下钢瓶间应设机械排风装置，排风口应设在下部并直通

室外。瓶组固定架必须用地脚螺栓紧固，储存装置的布置

应便于操作、维修，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操作面距墙面

或两操作面之间距离不得小于1m。安全阀的出口端螺纹可
接管引向室外，避免伤害人员。

3、防护区应设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出口应设

置应急照明装置和疏散灯光指示标志，每个防护区门口处

应设置声光报警器、放气指示灯和警告牌。放气指示灯应

保持到通风换气后手动去除。防护区门应向外开启，疏散

出口的门必须能从防护区内打开。灭火系统喷射前，所有

人员必须在30秒延时时间内撤离保护区域，灭火完毕后，
必须首先启动风机，将废气排出后，工作人员方可进入现

场。废气未排除干净前，如必须进入防护区，则必须佩带

空气呼吸器。

4、系统需要更换安全膜片时，须由我公司提供与原来材

料、型号、形状、大小及厚度相同、且经试验合格的膜片，

不得随便用未经试验的膜片代用。

5、系统部件拆装过程中，应避免碰伤表面、碰撞损坏，而

影响外观，影响使用。

6、IG541气体灭火设备：对于经常有人工作的防护区，防

护区内最大浓度不应超过34%，对于经常无人工作的防护
区，或平时虽有人工作但能保证在系统报警后最长30s延时
结束前撤离的防护区，防护区内灭火剂最大浓度不应超过

52%。

7、七氟丙烷灭火设备：对于经常有人工作的防护区，防护
区内最大浓度不应超过9%，对于经常无人工作的防护区，
或平时虽有人工作但能保证在系统报警后最长30s延时结
束前撤离的防护区，防护区内灭火剂最大浓度不应超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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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灭火剂瓶组、驱动气体瓶组组在运输过程中，应卸掉驱

动气体瓶组的电磁型驱动装置，气瓶装卸时必须轻装、轻

卸，严禁碰撞、抛掷、溜坡或横倒在地上滚动等。搬运时

不允许将钢瓶阀出口对准人身，并因避免接近热源。

9、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和使用交付前，严禁将启动瓶与启动

管路进行连接。

10、七氟丙烷容器阀(DN32)转轴端部的安全装置是为了防
止转轴在运输、安装过程中转动打开容器阀而设置，在设

备运输、安装和开通前禁止取下。而在交付使用状态必须

取下，否则容器阀将打不开。

11、在日常维护、保养或进行周期检查时，应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进行操作，必须将驱动气体瓶组上电磁型驱动装置

和手动启动头上的保险销插入，手动启动装置上的限位器

装好，确保防止灭火剂的误喷。气动手动启动头上的限位

器，只允许在紧急手动启动时拔出，除此之外，严禁拔出。

八 气体灭火工程安装、调试、验收、交付使用
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1、安装阶段（按GB50263-9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
规范》），须由有施工资质施工单位施工。

● 施工准备

☆ 一般规定：施工前应具备必须有的技术资料，并且应

具备必要的施工条件。

☆ 系统组件检查：外观，贮存容器内灭火剂充装量与充

装压力，部件水压强度和气密性，阀驱动装置等应符合标

准、规范和设计要求。

● 施工

☆ 一般规定：严格按设计施工图纸和相应技术文件进行，

施工过程应作好施工记录，集流管的制作，阀门、高压软

管的安装，管道及支架的制作、安装以及管道的吹扫、试

验、涂漆应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

☆ 灭火剂瓶组的安装

☆ 集流管的制作与安装

☆ 选择阀的安装

☆ 阀门驱动装置的安装

☆ 灭火剂输送管道的施工

☆ 灭火剂输送管道的吹扫、试验和涂漆

☆ 喷嘴的安装

2、调试阶段（按GB50263-9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
规范》）

● 一般规定：系统安装完毕，有关火灾报警系统和开口

自动关闭装置、通风机械和防火阀等联动设备调试完成后

进行；调试前应具备完整的技术资料及必需的其他资料；

调试前应检查系统组件和材料的型号、规格、数量以及系

统安装质量；调试后应按规定格式和内容提出调试报告。

● 调试：应对每个防护区进行模拟喷气试验和灭火剂储

存容器切换操作试验，模拟喷气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有

关规定。

3、验收阶段（按GB50263-9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

范》）

● 一般规定：气体灭火系统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主管单位

组织，建设、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设计、施工等单位组成

验收组共同进行；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提供经批准的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竣工记录和隐蔽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字记录、竣工报告，设计说明书、调

试报告、系统及主要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书、系统组件、

管道材料及管道附件的检验报告、试验报告和出厂合格证。

竣工验收应包括规定的场所和设备，竣工验收完成后，应

按规定格式提出竣工验收报告。

● 防护区和钢瓶间的验收：防护区的划分、用途、位置、

开口、通风、几何尺寸、环境温度及可燃物的种类与数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设计规范；防护区的疏散通道、

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防护区内和入口处的声光

报警装置、入口处的安全标志，无窗或固定窗扇的地上防

护区和地下防护区的排气装置，门窗设有密封条的防护区

的泄压装置，专用的空气呼吸器，贮瓶间的位置、通道、

耐火等级、应急照明装置及地下贮瓶间机械排风装置等应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 设备验收：灭火剂贮存容器的数量、型号和规格，位置

和固定方式，油漆和标志，灭火剂的充装量和贮存压力，

以及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规

范。灭火剂充装量应按贮存容器总数的20%（不足5个按5
个计）进行称重检查。集流管的材料、规格、连接方式、

布置和集流管上泄压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规范。阀

驱动装置的数量、型号、规格和标志，安装位置和固定方

法，气动阀驱动装置中驱动气瓶的介名称和充装压力，以

及气动管路的规格、布置、连接方式和固定，选择阀的数

量、型号、规格、位置、固定和标志及其安装质量应符合

设计要求和有关规范。设备的手动操作处，均应有标明对

应防护区名称的耐久标志，手动操作装置均应有加铅封的

安全销或防护罩。灭火剂输送管道的布置与连接方式、支

架和吊架的位置和间距、穿过建筑构件及其变形缝的处理、

各管段和附件的型号和规格以及防腐处理和油漆颜色，应

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规范。喷嘴的数量、型号、规格、安

装位置、喷孔方向，固定方法和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有关规范。

● 系统功能验收：应按防护区总数的20%（不足5个按5个
计）进行模拟启动试验，应按防护区总数的10%（不足10
个按10个计）进行模拟喷气试验。
● 维护管理要求

4、交付使用阶段：
● 气体灭火系统验收合格后，应将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

态，即可交付使用，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用户操

作维护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后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