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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燃气协会燃气互换性公式（36号公告

法）基本原理

所导出的公式应能说明，对一个已调定的燃烧

器，使用不同燃气时，其一次空气的引入量，即空气

/燃气比或体积引射系数正比于燃气相对密度的平方

根，反比于燃气的热值。这一关系为半理论半经验的

关系式，在文献2中有数据说明。用数学式表示为

h
d

。在英制单位中，热值用Btu/cf表示时，由于

此值太小，容易忽略小数点后面的数而造成计算错

误，因而常用
 h

d1 000
 表示，但在国际单位中，

如热值用MJ/m3表示则不必再加1 000。用符号f表示

后，即f=
h
d

，f称为一次空气因数。如不同燃气

有相同的f值，就表示燃烧器的头部有相同的空气/燃

气值。由于置换气S与调定气a在完全燃烧时所需的理

论空气量不同，如用一次空气系数表示，则两种燃气

在燃烧器头部的一次空气系数也不同。又由于一次空

气系数等于体积引射系数，即空气/燃气比除以燃烧

的空气需要量，用数学式表示即 a
f

，a即单位热值燃

气燃烧所需的空气量m3，其大小决定于燃气的热值，

即a= h
A

，式中A为燃气燃烧的理论空气需要量，h为

燃气的热值。由于英制单位中A为1或2位数，h为4位

数，因而a用热值为100Btu/cf时燃烧所需的空气量m3

表示。在国际单位中可用1MJ/m3燃气燃烧所需的空气

量表示，于是一次空气系数= = =
h A
d d

h
A

a
f ，

即前述所用计算置换前后一次空气系数变化的公式。

由上述计算可知，置换后的工作点与置换前调定点一

次空气系数的变化可用比值： as aa

fs fa： 或faas

fsaa 表示，此

即前述计算中（式2）所用的
As

Aads

da
。

同理，置换后的火孔负荷fs反比于调定时的火孔

负荷fa，即 fa

fs ，即前述计算中（式1）所用的
hs

ds

ha

da
由此导出了前述的（1），（2）两式。

如所供燃气的化学组分发生变化则燃气燃烧的

极限特性曲线也随着变化，也引起燃烧器的运行特性

发生变化。美国燃气协会实验室利用其精密燃烧器对

多种单一燃气和研究中所遇到的全部混合气体做了试

验，有各种数据发表，其中各单一燃气在精密燃烧器

上所得的极限特性曲线可见图6。

在燃烧器头部的温度为常值时得到的离焰极限数

据在半对数纸上作图后，可得相互平行的直线，并可

整理成以下通式：

log R=mL+K                                                       （3）

式中  R—火孔负荷 
16.35

kJ/h·mm2

 或 
10 000

Btu/h·in2

           L—用一次空气系数表示的离焰极限%；

           m—离焰曲线的斜率；

           K—离焰极限常数。

在后述的计算中，斜率m为常数，等于－0.016，

与燃气的性质无关，而常数值（截距）“K”决定离

焰极限曲线位置，可作为一个如同燃烧速度那样的燃

气离焰特性的准则。“K”值与燃气的化学组成直接

有关。任一混合燃气K值的计算在后述中将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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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公式能包括“f”、“a”和“K”3个因素，也

就是包含了可指出离焰互换性的所有基本因素。用因

数“f”和“a”可得一种燃气置换另一种燃气后一次

空气系数和火孔负荷（乃至入力）的变化值，同样也

可得出置换后发生黄焰端和回火时一次空气系数的变

化值，从而根据其变化后的位置确定互换性的指数。

4      互换性计算公式的导出

4.1  离焰和黄焰端的互换性公式导出原理

离焰互换性公式导出的基础如图7，黄焰端互换

性公式导出的基础如图8。

图7、图8中A代表调定气，S代表置换气的离焰

极限（图7）和黄焰端的极限特性（图8）曲线。曲线

均是根据标准精密燃烧器的测定数据或燃气的化学组

分用计算方法求得。根据A气调定的标准燃烧器如在

某一火孔负荷和一次空气系数条件下用于A气，其运

行工作点如落在A气的曲线之下（图7），表示可期望

获得满意的火焰性能；反之，如在曲线之上，则将发

生离焰。如工作点落在A气的曲线之上（图8），表示

可期望得到满意的火焰性能，在曲线之下的所有工作

点将发生黄焰端。

一个燃烧器在已知的火孔负荷下用A气调定运行

时，可以调节此燃烧器的空气引入量，使之等于其离

焰或黄焰端的限值。该点在图7和图8上可用火孔负荷

等于已知值的X点表示。如果改用置换气S，已知其一

次空气因数小于A气；用来置换A气时，根据给定的

一次空气系数值在图上可找到工作点X1，其位置在X

点的右下方，火孔负荷值增加。如果有另一种置换气

S，已知其一次空气的引入因数大于A气，现用来置换

A气，可根据已知的一次空气系数在图上可找到工作

点X2，其位置在X点的左上方，火孔负荷值减小。

曲线S的位置是否高于、低于或与A曲线重合，

决定于调定气与置换气的化学组分。这些曲线的相对

位置对离焰公式而言用符号K表示，调定气用Ka，置

换气用Ks。对黄焰端公式而言，用符号Y表示，调定

气用Ya，置换气用Ys。如曲线重合，则表示不存在互

换问题。

火孔负荷

1 000Btu
h·in2

kJ
h·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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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图6  不同单一燃气用A.G.A精密燃烧器测得的极限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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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焰的判明而言，如用置换气S置换A气后的

工作点X1和X2落在置换气S离焰曲线的下方，表示可

期望获得满意的火焰性能；如X1和X2落在S曲线的上

方则表示产生离焰。在图7中，X1点可期望有满意的

火焰性能，X2点表示有离焰产生。

对黄焰端的判明而言，如用置换气S置换A气后

的工作点X1和X2在置换气S黄焰端曲线的上方，表示

可期望获得满意的火焰性能；如X1和X2落在S曲线的

下方，则表示产生黄焰端。在图8中，X1点表示产生

黄焰，X2点期望可得满意的火焰性能。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作进一步推论，可知：

（1） 假设用S气置换A气后所得的火孔负荷和一

次空气系数可用点X1作代表（图7）。如若置换时保

持火孔负荷值与X1点相同，但在S气的离焰极限曲线

火孔负荷

图8  黄焰端互换性公式导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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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到一个点X3，点X3可有一个代表的一次空气系数

值。这表明，由于置换后点X1的一次空气系数小于与

X1同一火孔负荷时在置换气S离焰曲线上点X3的一次

空气系数值，这一关系可用来表示可期望获得满意的

火焰性能（即比较点X1和点X3的一次空气系数值，而

点X1＜点X3）。

（2）反之，如置换后的工作点为X2，与点X2同

火孔负荷时在置换气S离焰极限曲线上点X4的一次空

气系数值相比，如点X2的一次空气系数大于点X4的一

次空气系数值，即点X2＞点X4，表示有离焰产生。

（3）同理，研究图8后可知，假设用S气置换A

气后所得的火孔负荷和一次空气系数可用点X1为代

表，与点X1同火孔负荷而在置换气S黄焰端极限曲线

上可得点X3，比较点X1和点X3的一次空气系数值，则

有黄焰端产生。

（4）反之，如置换后的工作点为点X2，与同

一火孔负荷值在置换气S黄焰端极限曲线上的点X4相

比，如点X2的一次空气系数大于点X4的一次空气系数

值，则可得到满意的火焰性能。

由于黄焰端极限特性曲线不论对调定气或置换气

都有较长的平坦部分，与调定气火孔负荷值相同而在

置换气S曲线上的点X′，其一次空气系数值与点X3和

点X4相同，因此，比较 X1

X3
和 X2

X4
的一次空气系数时可

用 X1 和 X2 代替。

从上述推论可知，用置换后工作点的一次空气系

数值与同火孔负荷条件下在置换气S曲线上（离焰或

黄焰端极限曲线）相应点的一次空气系数值相比，可

作为建立离焰或黄焰端互换性公式的基础。

4.2  离焰的互换性指数公式

用离焰互换指数IL表示上述的
X1

X3
或

X2

X4
，数学式

为：

IL=
Ls

Ps                                                                  （4）

式中  IL—离焰互换性指数；

          Ps—置换后工作点的一次空气百分数，%；

Ls—与置换后工作点火孔负荷相同，但在置

换气离焰极限曲线上相应点的一次空气百分数，%。

这一公式涵盖了确定离焰互换性范围内所有的必

要条件。理论上，IL的值若小于1，表示有稳定的火

焰，因为置换后运行点的一次空气系数落在同火孔负

荷条件下，在置换气离焰极限曲线上的相应点之下。

实例如同图7所表示的第一种情况，即根据
X1

X3
可得IL

的值小于1。如IL大于1，则表示置换后工作点的一次

空气值X2大于同火孔负荷条件下在置换气离焰极限曲

线上相应点X4的一次空气系数值，就会产生离焰。实

例如图7所示的第二种情况，即
X2

X4
可得IL的值大于1。

为计算公式（4）中“Ps”和“PL”的值，以表

明标准燃烧器的性能，必须先设定由火孔负荷和一次

空气系数所代表的固定调节点（亦即参照点或基准

点）。推导公式时假设固定调节点的条件如下：

（1）可控燃烧器只是根据基础负荷燃气（即调

定气A）的离焰极限来调节。

（2）燃烧器在火孔负荷为16.35kJ/h·mm2（或

10 000Btu/h·in2）的条件下被调定。

上述两项都是燃烧器设计中考虑的主要因素。基

础负荷表示日负荷变化较小的那部分用气量；火孔负

荷是燃烧器设计的主要依据。文献2中表明设计中对

天然气和混合气的最大火孔负荷和火孔孔径的要求。

（见表1）

不同类型燃具的最小一次空气系数的设计值可见

表2。

以上说明调定值应考虑满意的运行条件（设计

要求），不是任意选取的，火孔负荷也是如此。当使

燃气类别
火孔负荷

kJ/h·mm2

（Btu/h·in2）

最大火孔孔径（钻孔）
mm

（in）

槽形孔最大宽度
mm

（in）

分离火孔 不分离火孔

天然气
32.7

（20 000）
3.3—2.9

（0.1285—0.116）
2.4

（2/32）
1.6

（1/16）

混合气
32.7

（20 000）
2.8—2.7

（0.111—0.1065）
2.0

（5/64）
1.2

（3/64）

表1  天然气和混合气的最大火孔负荷和孔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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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燃烧器选定后，火孔面积就成了已知量。火孔面

积乘以火孔负荷后就成为燃烧器的热负荷值，即入力

值MJ/m3，（Btu/cf）。因此，在计算互换性指数时也

可直接利用热入力值以代替火孔负荷。在此不用入力

值表示是为了说明满意的运行条件是互换性的基本要

求，不能仅看燃烧性能。

选择上述调定值从技术上还由于：

（1）按离焰极限值调定的一个燃烧器代表了可

能遇到的一个极端条件。它是确定由一种燃气置换另

一种燃气时，从离焰角度看的一个极限因数。

（2）调定气采用16.35kJ/h·mm2（10 000Btu/h·in2）

的火孔负荷值是为了简化计算在离焰极限条件下火

孔负荷与一次空气的变化值，因为由式（3）可知，火孔负

荷R的单位取
16.35

1
kJ/h·mm2（

10 000

Btu/h·in2

），调定气采用

16.35 kJ/h·mm2（10 000Btu/ h·in2）的火孔负荷后，

由式（3）可知

logRa=－0.016La+Ka

由于Ra=
16.35

16.35
=1，则log1=0，

于是La=
0.016

Ka                             （5）

置换后所得的一次空气系数值Ps应是调定气的一

次空气系数值乘上由一种燃气置换另一种燃气后用来

确定其一次空气值的因数。从上述讨论中可知，这一

因数即：faas

fsaa ，于是：

Ps=La faas

fsaa

将式（5）代入，可得

Ps=0.016

Ka  
faas

fsaa                                         （6）

为求得Ls，必须已知置换气在喷嘴无变动条件下

在标准燃烧器上运行使用时的火孔负荷（或热入力）

值。此火孔负荷Rs值可用调定气的火孔负荷值Ra乘上

由一种燃气置换另一种燃气后为确定其火孔负荷变化

的因数，此因数即前述的fs

fa ，于是，置换后的火孔负

荷Rs可写为：

Rs=Ra fs

fa

在上述假设中，由于Ra=1，因此

Rs=fs

fa                                                         （6）

至此，在可控燃烧器上使用置换气后的火孔负荷

和一次空气系数的公式已建立。在置换后所得火孔负

荷（或入力）条件下，置换气在离焰时的一次空气系

数值Rs或fs

fa 可记为：

log 
fs

fa =－0.016Ls+Ks

即  Ls=
 

0.016

1
（Ks－log fs

fa ）                          （7）

根据定义，从离焰角度求得的互换指数IL即置换

后的一次空气系数与置换后同火孔负荷条件下，置换

气S在离焰极限时一次空气系数Ls的比值，也即以式

（6）除以式（7），于是，离焰互换指数的计算式可

写为：

   

0.016
1

0.016

Ka

Ka

（Ks-log    ） （Ks-log    ）

faas

fsaa

IL= = =
Ls

Ps

fs

fa

fs

fafaas

fsaa

（8）

式中：IL—离焰的互换指数；

            K—离焰极限常数（由下述公式求出）；

f—一次空气因数，即燃烧器头部的空气/

燃气比；

          a—燃气1MJ热值完全燃烧时的理论空气需

要量（燃气的热值用MJ/m3表示）。

以高热值天然气为例，热值为41.54MJ/m3，1MJ/m3

热值的燃气燃烧的空气需要量为
41.54

10.575
=0.2546；

角码a和s分别代表调定气和置换气。

确定燃具IL的数字使用范围，以表示可期望得到

满意的运行条件时，尚须根据在民用燃具上进行现场

燃烧器类型 最小一次空气系数% 燃烧器类型 最小一次空气系数%

灶  面 55—60 辐射型空间采暖 65

烤  炉 35—40 其他加热燃具 可低至35

热水器 35—40

表2  不同类型燃具的最小一次空气系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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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试验的结果。试验时，燃具燃烧器的火孔负荷也

取16.35kJ/h·mm2（10 000Btu/h·in2），一次空气系

数也调节到相当于调空气的离焰极限值，以检验公式

的适用性和符合现场的使用情况。

上述离焰互换公式中的K值，可根据燃气的化学组

分进行计算，计算中采用重量百分数，计算公式如下：

K=
100

1 （K1×%wt1+K2×%wt2+……）           （9）

用体积百分数时，公式为：

K= 
100×混合气的d

K1×d1×%Vol1+K2×d2×%Vol2+……
   （10）

式中d1，d2，……为各单一气体的比重，也即相

对密度。由于 K×d=F （11），可得：

K=
100×混合燃气的相对密度值d

F1×%Vol1+F2×%Vol2+……
         （12）

式中：F=各单一燃气的离焰常数，可见表3

4.3  黄焰端的互换性指数公式

用黄焰端互换指数I y表示上述
X1

或
X2

，数学

式为：
Iy= Ys

Ps                                                       （13）

式中：Iy—黄焰端互换性指数；

            Ps—置换后工作点的一次空气系数；

Ys—与置换后工作点火孔负荷相同时置换

气黄焰端极限曲线上相应点的一次空气系数。

这一公式涵盖了确定黄焰端互换性范围内所有的

必要条件。理论上Iy的值若小于1，表示有黄焰端产

生，因为置换后运行点的一次空气系数落在同火孔负

荷条件下在置换气黄焰端极限曲线的相应点之下。实

例如图8上假设的第一种情况，即根据
X1

X3
或

X1
可得

的Iy值小于1。若Iy大于1，则表示置换后工作点X2的一

次空气系数大于其同火孔负荷条件下在置换气黄焰端

极限曲线上相应点X4（或X′）的一次空气系数值，表

示无黄焰端产生，实例如图8上假设的第二种情况，

即
X2

。

为了计算式13中的Ps和Ys值，以表明标准燃烧器的

性能，必须先设定由火孔负荷和一次空气系数所代表的固

定调节点。推导公式时假定固定调节点的条件如下：

（1） 可控燃烧器只是根据基础负荷燃气黄焰端

的极限值来调节。

（2）被调节的燃烧器，其火孔负荷处于黄焰端极

限曲线的平坦部分上，也即X2、X4和X′点有相同的一次

空气系数值。与上述离焰条件相比是大大的简化了。

选择上述调定值是由于：

（1）按黄焰端极限值调定的一个燃烧器代表了

可能遇到的一个极端条件。它是确定由一种燃气置换

另一种燃气时，从黄焰端角度看的一个极限因数。

（2）火孔负荷的变化在此可不考虑，因为在确

定置换气黄焰极限曲线上工作点的一次空气时所用的

火孔负荷与最初调定气相比时置换气的火孔负荷值相

同。由图8可知，即点X4、X2和X′有相同的一次空气

系数值。

Ya可用来代表上述条件，因为Y表明了一种燃气

黄焰极限曲线上一次空气系数最大值的一个点。

置换后工作点的一次空气系数Ps应是调定气的一

次空气系数乘上由一种燃气置换另一种燃气时确定其

一次空气值的因数。从上述讨论中知，这一因数即 

faas

fsaa
，于是：

Ps=Ya faas

fsaa

                                                      （14）

在置换气黄焰端极限条件下的一次空气系数为

Ys。根据定义，从黄焰端角度求得的互换性指数Iy，

即置换后所得一次空气系数Ps与置换气在黄焰端极限

曲线上相应点一次空气系数Ys的比值，也即式（14）

除以Ys，于是可得：

Iy= faasYs

fsaaYa                                                     （15）

式中：Iy—黄焰端互换性指数；

Y—黄焰端极限常数（可由下述公式求得）；

             f、a和角码a、s同式（8）。

十分重要的是，表明可期望得到满意运行条件IL

燃  气 F 燃  气 F

H2 0.6 C2H4 1.768

CO 1.407 C3H6 2.06

CH4 0.67 C6H6 2.71

C2H6 1.419 75%C2H4+25%C6H6 2.0

C3H8 1.931 O2 2.9

78%C4H10+22%C3H8 2.414 CO2 1.08

C4H10 2.55 N2 0.688

表3  各单一燃气的离焰常数值

李猷嘉·美国燃气协会燃气互换性公式评述（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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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尚须根据在民用燃烧器上现场试验的结果

确定。

黄焰端互换性公式中的Y值可根据燃气的化学组

成计算。混合燃气黄焰端极限值时的一次空气系数可

按下式计算：

Y=
A

T1×%Vol1+T2×%Vol2+……
         （16）

式中：Y—黄焰端极限值的一次空气系数，%；

T—每m3燃气为消除黄焰端所需的空气

量，m3；

         A—1m3燃气完全燃烧时所需的理论空气

量，m3。

可燃气体中，不产生黄焰端的燃气，如H2和CO

的T值等于零。因此，计算Y值时不包括这些燃气，

除非这些燃气会影响到完全燃烧时所需的理论空气

量。但一些惰性气体，如N2和CO2有明显降低黄焰端

极限值的趋势。因此在计算中增加了一项7倍惰性气

体的量（7E）。

计算公式中必须考虑到含O2量相当于空气量值，

并在计算中剔除，因而用“—”号。混合气中的O2量

也会使N2含量增加，有降低黄焰端极限的作用，为此

在O2含量前加上26.3（7×3.76）的系数。于是

Y=
A+7E-26.3O2

T1×%Vol1+T2×%Vol2+……
                   （17）

式中：E=混合气中N2和CO2的总含量

            O2=氧气含量

不同单一气体的黄焰端常数值T可见表4

 
如前所述，“T”表示每m3燃气为消除黄陷端所

需的空气量m3。将表4中的不同气体的T值除以该气的

燃烧空气需要量A后，即每一燃气用一次空气系数表

示的黄焰端极限值。从实验数据可知，烷烃类气体的

T值十分接近单一气体或混合气体的组成。对烯烃类

及乙炔和苯而言，也能得到可靠的结果。但如这些燃

气混以其他类气体时，则结果尚不清楚。从A.G.A精

密燃烧器的试验数据可知，对任一单一气体或组成的

混合气体，在当一次空气的引入量（体积引射系数）

大于该燃气燃烧所需空气量的50%时，均未发现任何

黄焰端。由于乙炔的T/A=
11.911
17.4

，苯的T/A=
35.372

52
，

均超过100%，混合其他燃气后性质不变，可假设某

些燃气在加热时可能分解，从而降低了黄焰端的极限

值（如表4中的75%C2H4+25%C6H6）。

4.4  回火的互换性指数公式

由于高热值燃气在A.G.A精密燃烧器上做试验时

甚难得到回火的极限特性曲线。这些曲线受燃烧器的

设计和燃烧器头部温度的影响甚大。因此，回火的互

换公式只能完全由经验的方法确定。

回火发生的趋势正比于燃气的着火速度，着火速

度越大，发生回火的趋势也越大。它与量测离焰趋势时

所用的燃烧速度和K值之间有某种相关关系。因此，

各单一燃气的K值可用来与着火速度的数据相比较。

当一次空气系数为100%时，K值与着火速度（cm/s）

的关系在半对数纸上可得一条直线[5]，其公式为：

S=167logK+12                                      （18）

式中：S—一次空气为100%时的燃烧速度，cm/s；

           K—离焰极限常数。

上式表明，K值与燃烧速度之间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K值越大，燃烧速度也越大，发生回火的趋势也越大。

回火互换性公式的建立同样也应与经验数据相一

致。K值或燃烧速度可作为建立公式的基础。

对影响回火的因素作进一步的研究后可知，回火

的趋势随燃烧器头部的一次空气系数而变。燃烧速度

的最大值通常可从最大的一次空气系数时得到，也即

回火常发生于最高的一次空气引入量时。典型的回火

极限曲线常与较低的火孔负荷一致。因此，当置换燃

气比调定燃气有较高的一次空气因数f时，易于发生

回火的原因有二：降低火孔负荷和提高燃烧器头部的

一次空气因数。

于是所建立的公式可采用调节气a和置换气s的燃

烧速度或K值和一次空气引入因数f的比值来表示回火

的互换性。这一关系在研究热值较低的增碳水煤气和

化学式 T 化学式 T

H2 0.0 C2H2 8.7

CO 0.0 C3H6 13.0

CH4 2.18 C2H2 17.4

C2H6 5.8 C6H6 52.0

C3H8 9.8 75%C2H4+25%C6H6 19.53

78%C4H10+22%C3H8 15.3 O2 －4.76

C4H10 16.85

表4  不同单一气体的黄焰端常数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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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气（29.8—37.26MJ/m3或800—1 000Btu/cf）与高

热值天然气的混合物时也是成立的。经验数据也表

明，用丁烷—空气或其他较重的混合燃气做试验时，

虽然其燃烧速度和一次空气因数在满意的燃烧性能范

围内，但也会发生回火，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较重燃

气混合的不均匀和分配的不适合而引起某些火孔产生

的回火。为考虑到这一因素，置换气的热值也应加进

回火的互换性公式。经过试算，符合试验的结果，且

比公式中再加进置换气的相对密度为好（即仅用热值

而不必考虑相对密度）。在英制单位中，燃气热值的

比较是以1 000Btu/cf为参照值，相当于37.26MJ/m3。即

1 000
hs

改成以MJ/m3为单位表示的比值时应采用37.26
hs

。

根据上述对影响回火因素的分析和在可控燃烧器

与试验的结果得出了以下的经验公式：

（19）
37.26

hs

Ka fa   
Ks fs

Ka fa   

Ks fs

IF = = =0.163824
6.1041Ka fa   

Ks fs hs hs

式中：IF—回火互换性指数；

            K—离焰极限常数（见式12和表3）；

            f—一次空气因数；

            h—燃气的高热值，MJ/m3。

角码a和s相应于调定气和置换气。

一个类似于上述的公式，如用一次空气系数为

100%时混合燃气燃烧速度的平方根值代替上式中的K

值所得的结果与上式很接近。由于计算包括的项目多，

结果也毋须再准确，上式可作为回火的互换性公式。

在IF规定的范围内可得满意的运行结果，但仅适

用于不同的补充燃气和天然气。

北京燃气平谷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1日在峪

口中闸1#开展了有限空间作业实操应急演练。

北京燃气平谷有限公司有限空间作业和应急

救援工作难度大、危险性高，事关从业人员生命安

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环节，我们要采取有

效措施抓紧、抓实、抓好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工作，

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和防护意识，牢记“井下有

风险，作业需谨慎”，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希望通过

此次演练，能够进一步规范我公司有限空间作业的

操作及流程，检验《应急救援预案》的适用性。 

本次演练的内容为：高压A井室内部常规设备

检查，检查设备外观和接口部位查漏。期间，调长

器法兰突发漏气，井上监护人员立即对井下人员进

行施救，协助井下作业人员逃生。

紧张有序的演练圆满结束了，此次演练充分

体现了有限空间作业的针对性、实战性。

北京燃气平谷有限公司邀请了平谷区市政市

容管理委员会、电力公司、联通公司、移动公司及

其他相关单位的领导观摩此次演练。公司领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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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消息

北京燃气平谷有限公司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实操应急演练

参加观摩的各单位

领导共同对此次演

练进行了评估。最

后，平谷公司副总

经理王自杰结合各

单位领导的点评对

此次演练做了总结

发言，他表示通过

此次演练进一步规

范了我公司有限空间作业的规范化管理。但某些细

节还需进一步完善，实施救援过程中的真实感、紧

迫感有待加强。 作业及救援过程中关键环节的连

接、流转的顺畅性有待加强。 今后我公司将通过

进一步加大演练力度，丰富演练形式与内容，制定

明确的演练计划，细化演练流程，逐步提高公司作

业及救援队伍的综合素质，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及处

置能力，解决演练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为燃气管

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应急保障。

（王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