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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士作。出人通道也是日常维护和应急所必需的。

5.2.10 外部侵人包括人员侵入和物品侵入，防范措施包括设置

有效围护结构。保持一定距离主要是防止外部人员使用日常工具

对设备造成损坏。

5. 2. 11 调压站和容积大于 1. 5旷的调压箱属于甲类厂房和具有

爆炸危险的密闭空间，一般情况下，等量的同一爆炸介质在密闭

的小空间内和在开敞的空间爆炸，爆炸压强差别较大。在密闭的

空间内，爆炸破坏力将大很多，因此相对封闭的有爆炸危险性厂

房需要考虑设置必要的泄压设施。

5.2.12 阀门是调压站或调压箱的重要附属设备，便于定期检

查、维护和更换及紧急情况下切断气源。规定高压及高压以上的

调压站、调压箱、专用调压装置的室外或箱体外出口管道上应设

置切断阀门。阀门设置的距离应满足应急操作的要求，是指当调

压场所发生重大事故及火灾时，在站外切断燃气，以切断进站气

源和出站燃气为目的，更进一步保证供气的安全，并减轻灾害的

程度。

5. 2. 13 大部分调压装置要求的工作温度为- 20 oC ------60 oC ，当调

压器超出允许温度范围工作时，会影响调斥精度与调压器寿命。

调压器工作时由于节流效应随着气体压力降低温度也会降低，当

温度过低时对于湿燃气及干燃气中残留的一些水分就会产生冰冻

现象，甚至在管道内产生冰堵，严重时使其发生故障甚至不能

工作。

调压器长期超出允许温度范围工作日才，其皮膜和橡胶密封件

会发生韧性降低、老化、脆化，造成安全隐患甚至事故。

5.2.14 相对密度大于等于 o. 75 的可燃气体自然扩散性能较差，

可能会在建筑下部空间靠近地面或地沟、洼地等处聚积，故应采

取不发火花地面。并且在这样的空间里面，一些维护人员可能行

走站立的地方如钢梯平台等也应该采取防静电火花的措施。为防

止地面因摩擦打出火花引发爆炸，要防止在建筑空间内形成引发

爆炸的条件。

5~5 



5.2.15 节流效应也叫焦耳汤姆逊效应，是流体流动时由于通过

截面突然缩小(如孔板、阀门等)而使压力降低的热力过程，利

用节流冷却效应是获得低温和使气体液化的一种常用方法。在调

压装置中，气体压力突降，会引起温度降低，造成管壁结露结冰

的现象。本条要求是为了避免因燃气的温度过低引起管道材料的

脆性失效，从而影响燃气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5.2.16 调压装置运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噪声，噪声主要由机

械振动、空气动力学、气体在管道内的j旋涡运动所产生，流量越

大、气体进出口压力差越大，噪声就越大。

调压装置的设置二般有调压站、调压柜、调压箱、调压器等

形式，根据流量、进出口压力及安装环境确定。调压站、调压柜

一般在流量较大、进口压力在中压及以上的工程中选用，此类工

程在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中有安装间

距要求。

5.2.17 电气设备的防爆性能必须与爆炸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适

应，防爆电气设备的类型必须与爆炸危险场所的种类、等级相适

应。在爆炸危险环境使用的电气设备，其结构上应能防止使用中

产生的火花、电弧等引燃环境中的爆炸性混合物。

调压装置在泄漏或超压放散的情况下，四周一定范围内会有

易燃易爆气体存在，此时若非防爆型电气或仪表，设备启动其电

火花遇燃气会发生燃烧甚至爆炸，因此应根据爆炸危险区域的分

区、电气和仪表设备的种类、防爆结构的要求，选择相应的电

气、仪表设备。同时应设置过电压保护、雷击保护装置，避免因

过电压、雷击造成仪表、动力设备的损毁，甚至引起火灾、易燃

气体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

5.2.18 管道系统中其管道设计压力、设备选型压力、系统运行

压力都应在系统允许的压力范围内，不得超压，调压系统出口压

力设定值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因此，调压装置应设置超压安全保

护装置，以确保系统压力在允许范围内正常运行，在调压系统失

效时超压安全保护装置应能自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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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 当调压装置出口压力超过下游燃气设施的设计压力后，

势必会对下游燃气设施造成冲击，甚至损毁，故障处理后必须对

事故影响区内的燃气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后再恢复通

气，避免发生大面积的二次事故。

5.3 用户管道

5. 3. 1 燃气输送压力是确定燃气管道管径、壁厚等的重要技术

参数。具体数值由设计人员根据燃具、用气设备的数量、安装条

件及用户要求等因素确定，设计压力不得大于本条用户燃气管道

最高工作压力的规定。

5.3.2 用户管道的设计工作年限与输配管道的设计工程年限一

致。对于预埋在建筑结构中的管道，设计工作年限要与建筑结构

设计工作年限一致。

5.3.3 燃气管道及附件不得设置在下列场所的理由: (1) 卧室、

客房等是人员睡眠和休息场所，燃气泄漏会直接影响人身健康和

安全。 (2) 避难场所用于避难人员疏散和临时避难，为特殊时期

提供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场所;一般情况下，防御等级高于民用

建筑的卧室及商业建筑的客房。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是涉及生命

安全、危险性较大设施。电梯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容易因断电而造

成电梯"卡壳"，将乘坐电梯逃生的人员困在电梯厢内;火场烟

气涌入时极易造成"烟囱效应"，电梯里的人员随时会被浓烟毒

气熏呛而窒息死亡;电梯不具有防高温性能，当在火灾时遇到高

温，电梯厢容易失控甚至变形卡住;在消防人员灭火时，水容易

流到电梯内，会造成触电的危险。 (3) 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

算机房和变、配电室等设备房间有电源、电器开关，产生的电火

花遇到燃气泄漏容易引发燃气爆炸等事故。 (4) 储存易燃易爆、

易腐蚀性或有放射性物质等危险场所具有较大的火灾危险性，一

旦发生灾害事故，往往危害更大。 (5) 电线(缆)、供暖和污水

等沟槽以及烟道、进风道和垃圾道等，有些地方属于潮湿环境，

燃气管道、燃气表易发生腐蚀;有些地方不仅是通风不良的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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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而且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容易窜入其他场所，造成很大的

危害。

5.3.4 一般情况下，引人管、立管和水平干管为多个燃气用户

的连接管道，相对用户支管来说，管径较大，重要程度较高。而

大多卫生间环境潮湿，燃气钢质管道在此环境下容易被腐蚀;通

常该环境通风不良、比较私密，所以，一旦燃气泄漏不易被

发现。

5.3.5 燃气计量器具是供气企业与管道燃气用户进行结算的计

量依据。对各类用户按户计量是减少浪费、合理使用燃气的重要

措施。既能达到节能减排的要求，又能使企业合理控制和使用燃

气、提高能源效率、堵塞浪费漏洞、提高经济效益。燃气表或流

量计器具是供气企业为了履行供气合同而必须提供的一种计量器

具，作为合同的附随义务，与供气行为不可分离。

5.3.6 燃气的类别、压力、温度、流量(工作状态、标准状

态)是选择调压器和计量装置的必要参数。燃气供应系统中使

用调压器将气体压力降低，并保持燃气在使用时有稳定的压力，

从而保证燃具得到稳定的燃空比(燃气与空气的配合比例) ，其

质量直接关系到燃气用户的安全。 i十量装置是供气企业与用户

进行结算的计量依据，需要按时查表。所以，无论是从安全还

是运行管理方面，调压器和计量装置都不应设置在影响安全和

作业的地方。

5.3.7 燃气相对密度小于 o. 75 的用户燃气管道当敷设在地下

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场所时，一般不具有自然通风条件，燃

烧需要的空气量不能满足，产生的废气不易排出，燃气发生泄漏

后也容易聚积和滞留，需要采取措施保障安全用气。

5.3.8 采取防沉降措施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方面建筑物沉降，

是指地基受建筑物自重或其他外力作用，在施工中或使用期内发

生的竖直向下的位移。正常情况下新建建筑物沉降较明显，当沉

降速率小于一定范围的值时-，可认为已进入稳定阶段。在不同阶

段敷设燃气管道时，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另一方面室外回填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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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是指回填土未作分层穷(压)实，或奔实密度不符合规定，

导致回填土局部或大片下沉，造成地坪垫层面层空鼓、开裂甚至

塌陷等，这种情况发生的燃气事故较多。

穿越建筑物外墙或基础的燃气管道应采用柔性设汁，以适应

建筑物与室外地面的不均匀沉降。高层建筑的燃气立管较长、自

重大，作用在底部的力和环境温度变化、管道热胀冷缩产生的推

力较大，因此管道补偿是设计和安装上必须要考虑的，否则燃气

管道可能出现变形、折断等安全问题。

5.3.9 燃气管道本体的设计一般是从承压强度和管体自身的刚

度、稳定性来考虑的。当用户燃气管道架空敷设或沿建筑外墙敷

设时，为保证用户燃气管道避免受到外力冲击，需设置一定的辅

助设施进行有效防护。

5.3.10 燃气管道与燃具的连接，一般情况下采用软管连接，由

于软管的质量以及燃气用户重视程度不够，一直以来属于室内燃

气供气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软管脱落、开裂等事故很多。

5. 3. 11 阀门的作用是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燃气。用气时将阀门

打开，用完之后要关闭阀门。

管道阀门的设置应保障出现事故或故障时，以及用户维修更

换燃气表、燃具等时，能切断气源;应设置在容易接近、便于操

作、维修的地方;还应减少因部分用户维护、维修以及事故或不

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停气或降压等，对其他用户的影响。

5.3.12 燃气管道埋设在墙体或混凝土地面中，与其形成一个整

体，在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不应再有维检修情况，不应采用

机械接头，避免漏气因素，提高预埋管道的安全性。

5.3.13 用户燃气管道主要敷设方式为:沿墙敷设、穿墙、穿楼

板等，无论在新建或改造建设中，都是先有建筑或结构，再进行

管道安装，因此管道安装中需注意对承重结构的和建筑耐火性能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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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燃具和用气设备

6. 1 家庭用燃具和附件

6. 1. 1 低压燃具相比中压燃具，使用的安全性更高，一旦发生

事故危害性更低。家庭用户用气量不大，燃具的热负荷不高，低

压燃具可以满足需求。

燃具正常工作时，是靠一定压力的燃气以一定的流速产生的

引射作用吸入空气，与空气充分混合后燃烧，需要的空气量与燃

气的压力高低有直接关系，相应对空气的供给量就有要求， (<住

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2011 中规定不同套型住宅厨房面积分

别为 3. 5时和 4.01丘，在面积不大的厨房内可提供的空气量也是

有限的，若燃气压力过高，燃烧时空气量不足将会造成燃烧不充

分从而产生一氧化碳，影响人身健康和安全用气。

6. 1.2 由于不同燃气的热值、密度、火焰传播速度等各不相同，

因此，它们的燃烧特性也有所不同。在进行燃具设计时，需要考

虑到燃气的燃烧特性。按某一种燃气设计的燃具，不能随意换用

另外一种燃气，否则燃具热负荷会不满足原来的设计要求，还会

发生回火、脱火、燃烧不完全等现象。安全用气是基本要求，燃

气泄漏或出现回火、熄火等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因此，从本质

安全角度考虑，这里规定了燃具和燃气设备应具有的安全装置。

燃具和用气设备燃烧时对室内环境有容积与通风的要求，直

排式燃具的室内容积热负荷指标超过 207V\T/时时，必须设置有

效的排气装置将烟气排至室外，因此当同一房间内使用的燃具增

加、设备改装或由其他燃料改用燃气，如油改气、煤改气时，应

对房间用气环境条件进行复核。

燃具和用气设备设置的场所比燃气管道的要求高，燃具、用

气设备的开关、阀门等释放源多，燃烧需要给排气系统，有的燃

具有明火，远比燃气管道复杂，所以，燃气管道不得进入的场

所，燃具和用气设备也不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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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场所使用的燃具增加数量或由另一种燃料改用燃气时，

应复核室内容积热负荷是否超标。若超标应增加通风量、加大给

排气、排烟装置;另一种燃料改用燃气的，要将给排气设施改造

为适用于燃气燃烧;复核用气房间环境设施、用气设备与其他设

施间距、建筑物防火等级是否符合燃气燃烧条件等，不满足要求

时应提高用气房间环境条件与级别。此类情况在商业供气中比较

常见，应经过复核确保增加或改造设备、油改气、煤改气后符合

安全使用条件要求。

6.1.3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是指燃烧时所需要的氧气取自室内，

燃烧后产生的废气也排放在室内。这样，在房间密闭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有害气体积聚和氧气缺乏，从而致人中毒。因此直排

式燃气热水器设在室内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半密闭式是指燃烧用的空气来自室内，烟气通过排气管排到

室外的给排气方式，分为自然排气式和强制排气式两种。浴室面

积通常较小，淋浴时通常也是门窗紧闭的，通风不畅。热水器工

作时消耗氧气很多，造成室内缺氧，在缺氧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

用，造成燃气不完全燃烧，产生一氧化碳，导致人体中毒。

6.1.4 燃具和用气设备燃烧时火焰或烟气、设备侧壁温度都是

非常高的，当与可燃或难燃材料的墙壁、地板、家具之间距离过

近时，极易造成烘烤甚至引发火灾的严重后果，造成居民生命财

产损失。因此与燃具和用气设备贴邻的墙体、地面、台面材料应

为不燃材料，若为可燃或难燃材料要按规定保持足够的间距，或

采取加防火隔热板等措施。

根据新修订的《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标准》的

规定:燃气灶具的灶台高度不宜大于 80CID; 燃气灶具与墙净距

不得小于 lOcm，与侧面墙的净距不得小于 15cm，与木质门、窗

及木质家具的净距不得小于 20Cff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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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间距应大于 lOmm，防止木质门、窗及木质家具被烤坏或

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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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燃气规范 (NFPA54) 规定，燃气应用设备及其烟

道连接管的安装，应与可燃物有一定间距，以使其不危及人身和

财产安全。

6.1.5 目前家庭用户使用燃气基本采用两种供气方式，即管道

供气和瓶装供气。管道供气;气态燃气以一定的压力进入各压力

级别管网，经过调压至低压(<10kPa) 后通过管道输送至用户

燃具前;瓶装供气:钢瓶内充装液态液化石油气，压力较高

(1. 6MPa) ，存放在用户内，经调压至灶前压力供燃具使用。高

层建筑住宅居住密度大，一幢建筑至少有几十户以上的住户，而

且是以电梯作为居民出入住宅的公用代步工具，若每家每户使用

瓶装液化石油气，都需要经过电梯运送，一旦有泄漏达到一定浓

度，电梯运行产生的电火花将引起火灾和爆炸事故，后果很难控

制，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极大。

建筑高度大于 100m 时，用气场所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并应在燃气引人管处设置紧急自动切断装置;建筑高度

100m 以上的建筑如发生事故救援难度极大，其安全性、可靠性

要求应该更高;这类建筑高度高、内部人员多、设备及管线系统

复杂、竖向管井多，当火灾发生时容易形成烟囱效应，火灾蔓延

快，易形成立体式燃烧，同时车库中一般会存放多台车辆，每一

台车辆的油箱都会是一个潜在的小型炸弹，一旦发生火灾或爆

炸，疏散与扑救都十分困难，将直接伤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燃

气作为易燃易爆介质在火灾现场是重大危险源，而在管道引入管

处设置紧急自动切断阀，其控制系统在停电或者停气时处于关闭

状态，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远程操控切断气源，控制事故蔓

延，降低事故危害，避免发生次生灾害。紧急自动切断阀宜设置

在室外。

在每一个用气场所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按照规范要求，

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最低报警浓度取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 20% , 

一旦检测到一定浓度的燃气泄漏，立即通知管理人员进行事故排

查与检修维护，及时发现隐患，杜绝发生更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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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 燃气取暖器等直接燃烧燃气进行取暖的设备，其燃烧所

需的空气来自室内，燃烧废气也排到室内， 一般采暖时门窗紧闭

空气不流通，超过一定时间会形成室内缺氧并有大量一氧化碳气

体，易造成室内人员缺氧及一氧化碳中毒窒息甚至死亡。此类型

燃气取暖器一般是可移动的，经常移动软管容易脱落，造成燃气

泄漏、着火甚至爆炸，构成重大安全事故。

6.1.7 与燃具连接的软管通常是胶管和定尺不锈钢软管，胶管

质量应符合《燃气用具连接用橡胶复合软管)) CJ/T 49] 的规定，
定尺不锈钢软管是指《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J/T 
197 中的燃具连接用软管。

软管在厨房里的安装环境多种多样，有的在操作台下的橱柜

里，有的在橱柜拉篮后面，有的和台式灶连接部分裸露在外，面

临鼠咬、撞击、调料侵蚀、厨房清洁等情况，户内燃气泄漏事故

中，胶管漏气是各类事故中占比最高的。本条规定必须采用专用

燃具连接软管，也是从规范上强调使用合格产品，摒弃使用不合

格产品，保障家庭用户燃气安全。软管更新容易被用户忽视，规

定软管使用年限要求不低于燃具判废年限，在燃具更新时，软管

可同时更新，提倡整体更新0

6. 1. 8 连接软管适用于燃具更换和维修的拆装，并能起到缓冲

振动和变形的作用;不适合穿越墙体、门窗、， 顶棚和地面。

燃具连接软管为定尺连接软管，规定长度不大于 2.0m，主

要是延续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规定，

并参考国外有关标准的规定，同时也能满足燃具多种安装场景的

需求。

6. 1.9 家庭中燃气管道因胶管脱落或破损造成漏气、上游故障

停气使管道欠压等引发事故，严重影响用户生命财产安全。从系

统本质安全出发，要求设置过流切断和欠压保护的安全装置是合

理的。自闭阀产品标准中的分类包括灶前型和表前型。有些结构

形式的产品为保证控制精度宜靠近灶具安装，有些则可以安装在

表前或者和计量表集成整合一体，因此安装位置应根据装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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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定。

6.1.10 当液化石油气泄漏浓度在一定的范围内，遇明火会发生

爆炸或引起火灾。

一方面，现行国家标准《液化石油气瓶阀)) GB/T 7512 中

规定阀的结构形式为不可拆卸式，即通过破坏阀土的承压零件才

能将其拆卸;且被拆卸的阀门不能正常使用。所以，如果瓶阀损

坏只能整体更换新阀。另一方面，瓶阀和调压器修理后无法确定

其性能是否符合出厂或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液化石油气钢瓶用到最后时，瓶内会有-些残液，其主要成

分是易燃的戊烧和异于皖等重碳氢化合物，需要专用设备在专门

场所处理。很多用户将残液自行倒掉，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事故。

如果用火、蒸汽、热水和其他热源对钢瓶加热，会导致瓶内

液态液化石油气迅速气化，使得钢瓶内液化气蒸气压快速增加，

当瓶内压力超过了钢瓶及附件的承压极限，会导致钢瓶附件损坏

或钢瓶爆裂，使液化石油气大量泄漏，将会引起爆燃等火灾

事故。

正常情况下，钢瓶内的液化石油气下部呈液态，上部是气

态;气态液化石油气通过减压阀供给燃具。若倒立，通过减压阀

的都是液体，液体出来后，其体积迅速膨胀近 250 倍，这样就大

大超过了燃具的负荷，从而导致两种情况发生:一是可能窜出很

高很大的火焰，引燃附近的可燃物;另一种是气体来不及完全燃

烧，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而发生爆炸。

液化石油气钢瓶充装应在专门场所，采用专用充装设备，气

瓶充装完成后，应对气瓶进行检漏、称重或检压，才能保证

安全0

6. 1. 11 家庭用户只能将燃气作为炊事或制备热水的燃料进行

使用。

6.2 商业燃具、用气设备和附件

6.2.1 由于商业用气场所的确定可能滞后于建筑功能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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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将原有非用气房间改造，以使其满足用气环境要求以后变更

为用气房间的可能性，因此本条未强调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

置在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

通风良好的要求是考虑到正常用气和用气安全性而规定的，

用气场所的通风条件既应该满足燃烧所需空气和燃烧产生的烟气

排放要求，还应能够保证发生燃气泄漏事故时，可燃气体快速稀

释，避免产生爆炸危险混合气体聚积的情况。

6.2.2 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房和变、配电室等设备房

间有电源、电器开关，产生的电火花遇到燃气泄漏容易引发燃气

爆炸等事故。储存易燃易爆、强腐蚀性或有放射性物质等危险场

所具有较大的火灾危险性，一旦发生灾害事故，往往危害更大0

6.2.3 用餐区域属于人员聚集的场所，用电、用气设备点多量

大，有的有明火存在;这些场所电气、用气设备负荷大，水、

电、气线路复杂;用餐属于大众消费，用餐区域人员多且较为集

中，进出频繁，流动性大，对用餐环境、安全出口和消防设施不

熟悉，有时候还存在语言障碍的情况;营业时间较长，特别是夜

间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虽然液化石油气钢瓶用户数量远低于天

然气用户，但发生的事故率却高于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气瓶及压

缩天然气气瓶装置用气时，需要加热和减压，装置更复杂。为保

证人身和公共安全，规定用餐区域不应设置液化石油气气瓶、液

化天然气气瓶及压缩天然气气瓶装置。

气瓶是指正常环境温度( 400C ~600C) 下使用的、工程压

力大于或等于 O.2MPa (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

1. üMPa • L 的盛装气体、液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低于 60
0

C 的液

体气瓶。

6.2.5 燃气泄漏或出现回火、熄火等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因

此，从本质安全角度考虑，规定了商业燃具应具有的基本安全装

置，且安全装置的相关技术目前已经是成熟技术。

6.2.6 燃气管道的阀门设置是重要的工艺操作和安全切断措施，

对于用户来说，燃具或用气设备停用或检修更换时必须通过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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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闭操作切断和恢复供气。阀门是用户供气系统重要的安全附

件，本条规定的部位应设置阀门是目前国内外的普遍做法。

6,. 3 烟气排除

6.3.1 燃气燃烧产生的烟气应直接排到室外大气环境中，不得

排人封闭的建筑物走廊、阳台等处，避免二次污染。

直接排气式燃具一般为各种灶具，如居民用的双眼灶、烤箱

灶;商用的炒菜灶、大锅灶等，这类燃具应设烟气导出装置，如

抽油烟机或排风扇等。

热水器和采暖炉设备均有配套烟囱，烟气可直接排至室外或

排至专用烟道。灶具吸油烟机的排气道为专用排气道，本条规定

了热水器排气和吸油烟机排气各走其道，不能混用。因为吸油烟

机和热水器的烟气均是通过各自的风机排放，但排气道容量和风

机设计时并未考虑同时工作的互相影响，因此，规定热水器的烟

气不得排入灶具吸油烟机的排气道，避免排气不畅甚至烟气倒灌

的危险。

6., 3,. 2 排烟管、独立烟道应有防倒烟的措施。竖向烟道通常为

建筑物中的共用烟道，接人多台燃气设备，因此，烟道的防倒

烟、串烟是基本要求。共用烟道中支烟道的净截面积不应小于燃

具排烟口截面积，且支烟道出口与主烟道交汇处应设烟气导向装

置或止回阀，防止多台设备排烟时互相影响。

烟道排烟口设于屋顶，燃具排烟管伸出墙外处应选择空气流

动好的开放处，避免设在空气流动不好的 L 形楼房或回字形楼

房的 90， 0角位置附近，以利于烟气扩散。

越来越多的家庭安装了新风系统，新风系统的进风口与排烟

管的排烟口最好不在同一面外墙。避免对室内空气的二次污染。

每台自然排烟的燃具应设防倒风排气罩。

6. 31

• 3 烟道的排气能力受海拔高度的影响，当海拔高度大于

，500m 时，设计烟道时要考虑海拔高度影响因素的修正，可参照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12 ← 2013 附录 B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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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修正。只有增大烟道的直径或高度，方可达到海平面额定

热负荷的排气能力;如不修正(不增大烟道的直径或高度) ，烟

道的排气能力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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