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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基液体燃料采暖炉安装与运维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醇基液体燃料采暖炉的术语与定义，安装与施工，醇基液体燃料储存、运输与配送，

安全运营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政府推动实施的醇基燃料清洁取暖项目建设，其他醇基燃料取暖项目可参照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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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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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7905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GB 25034 燃气采暖热水炉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AQ 3002 阻隔防爆橇装式汽车加油（气）装置技术要求

JGJ 80 建筑工程高处作业技术规范

NB/T 11042 清洁采暖炉具系统安装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醇基液体燃料

以甲醇为燃料或以甲醇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具有稳定作用的复合添加剂配制的液态燃料，调配好

的液态燃料。

3.2

醇基液体燃料采暖炉

以醇基液体燃料为燃烧介质，用于取暖供热用途装置的总称。

3.3

加注作业区

http://www.baidu.com/link?url=tSxtssF8QZt9tlwxCG3rzIIDwmB9qFlGKhWYpae9N9rhVnnakZdaLFfXmhHf8os9BXMy1wu8ghNUdDLRbjcj4_
http://www.baidu.com/link?url=NvmmaBb52ehMdj0PU4oqDZHMFISy1qGEu6msX8KkXtJOLDNCzX6Zq-B1m3mhK1wFn_28KdLHh_4HfTwV92eTYQ0aEcTK9crZXAJi6FiNY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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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醇基液体燃料加注工作的区域。

3.4

燃料容器

采暖炉用户所使用的，长期（非临时性）向采暖炉输送燃料的储罐、箱体等燃料储存容器。

4 安装与施工

4.1 基本规定

4.1.1 安装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责任制及相关要求。

4.1.2 安装采暖炉的房间应满足燃器具安装的安全技术要求。

4.1.3 安装与施工用管材、阀门及配件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4.1.4 相关检查项目可参考附录 A.2 安装过程点检表。

4.2 醇基液体采暖炉安装房间

4.2.1 醇基液体采暖炉房间内应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4.2.2 醇基液体采暖炉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

4.2.3 采暖炉应靠外墙设置，墙面应采用满足 GB 8624 中 A 级不燃性材料建造。

4.2.4 房间与建筑内的其他部位宜采取满足GB 8624中 A级不燃性或B1级难燃性材料的隔墙或门进行

分隔。

4.2.5 房间净高不宜低于 2.2 m。

4.3 安装

4.3.1 醇基液体采暖炉系统安装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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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2 采暖炉的上方不应有明敷的电线、电器设备及易燃物，在采暖炉具的下方不得设置灶具等燃

具。

4.3.1.3 供水、回水、注水、生活热水和燃料管道上应设有阀门。

4.3.1.4 4 采暖水系统的注水压力不小于 0.1 MPa 且不能超过产品最大设计压力，采暖系统的循环水

质硬度（钙、镁化合物）宜≤450 mg/L。

4.3.1.5 应安装废气强制排放装置，且排气管路密封良好，废气应排向室外。烟管的安装应满足

NB/T 11042 的相关要求。

4.3.2 燃料供给系统安装

4.3.2.1 燃料容器应安装在室外通风良好且用户不易接触的位置，储罐出口高于采暖炉进口，高度差

不低于 50 cm，安装应固定牢靠，夏天应避免太阳光直射，安装位置高于地面 2 m 以上时，相关操作需

满足 JGJ 80 的相关要求。

4.3.2.2 管道与相邻其他管道、设备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50 mm。

4.3.2.3 燃料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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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 室内燃料管道上应设置切断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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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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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燃料容器与采暖炉具连接管道应设置阀门。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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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7 燃料管道应设置过滤器，且不得敷设在采暖炉具安装房间室内地面下方。

4.3.2.8 燃料容器与采暖炉具连接管道若裸露在室外，应采取保温措施，相关措施满足 GB 50242 的要

求。

4.4 质量验收

4.4.1 燃料容器、燃料管道与采暖炉具连接安装后，应进行密封性试验。燃料密封性能要求：将燃料

容器液位加注至最高允许位置，打开燃料容器出口阀门及管路中间所有阀门，保证燃料容器至炉具燃料

入口间管路通畅，关闭炉具燃料入口阀门，静置 30 min，燃料管路连接无泄露。

4.4.2 4.4.2 排烟管道与采暖炉具连接安装后，应检查密封性。炉具排烟密封性能要求：开启炉具系

统，燃烧 30 min 以上后，在可能产生烟气泄露的安装连接处，涂刷一圈中性发泡剂，所有连接处都无

烟气泄露。

4.4.3 4.4.3 供暖系统安装后，应进行水压试验。 炉具水路耐压性能要求：采暖状态下，采暖水路注

水达到 1.5 倍的最大设计水压，保压 10 min，目测无泄压、漏水现象，试验后无明显的变形。

4.4.4 按采暖炉具使用说明书要求调试设备运行。

4.4.5 质量验收工作可参考附录 A.3 质量验收检查表。

4.4.6 人员培训。采暖炉具安装完成后，正式投入使用前，应对用户进行炉具操作培训和安全宣传。

5 醇基液体燃料采暖炉燃料的储存、运输与配送

5.1 燃料容器的结构与材料

醇基液体及其附属设施等的材质应保证其对于醇基液体燃料的适用性，具体规定如下：

a) 醇基液体燃料储罐应采用金属耐腐蚀材料并带有与外界连通的呼吸阀，应装有液位指示装置；

b) 金属材料应采用碳钢、不锈钢等耐受甲醇腐蚀的金属，不能采用镀锌材料等不耐受甲醇腐蚀的

金属；

c) 连接管道应采用耐甲醇腐蚀的金属/有机材料；

d) 储罐应有防雷静电接地。

5.2 燃料储存要求

5.2.1 在燃料容器外壁，容器高度 2/3 处、径向两侧（或罐体两侧）相对处喷涂或粘贴“醇基液体燃

料”字样两处，字体高度不低于 80 mm。容器本体或不可拆卸的部件上应有生产厂家名称及商标。

5.2.2 燃料容器上应张贴或悬挂灌装标志，注明以下内容：

a) 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灌装时间、灌装质量、总质量、醇基液体燃料生产批次号、产品标

准的编号、灌装单位名称、地址及电话；

b) 安全警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严禁烟火”、“切勿倒置”等字样及警示标志。

5.2.3 醇基液体燃料固定式管道宜涂刷成橙色（或间距 1 m、宽度不小于 20 mm 的色环），或者其他

醒目色并和消防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等现有管道有明显的区别。

5.2.4 燃料容器的体积和重量不许超出所安装的接触面应能承受的安全载荷，且最大容积不超过 900

L。

5.3 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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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配送加注车的车载存储装置应符合 AQ 3002 的规定。

5.3.2 配送加注机加注软管上应设醇基燃料过滤器，过滤孔径不大于 40 μm。
5.3.3 配送加注车应设置带有报警功能的静电接地装置。

5.3.4 配送加注车上应有明显的安全标识及安全操作规程。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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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PC-STEL 为 50

mg/m3）。

5.3.6 醇基液体燃料配送加注应配置满足要求的干粉灭火器或抗溶性泡沫灭火器。

5.4 加注

5.4.1 作业人员应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5.4.2 加注作业区应设置隔离警示标识。

5.4.3 加注期间作业人员应穿戴防护面罩。

5.4.4 加注位置高于地面 2 m 以上时，相关操作需按照 JGJ 80 的相关要求进行。

6 安全运营与维护

6.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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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设置并向社会公布维保电话，维保人员应 24 h 值班；

b) 应制定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和上报程序；

c) 应根据供应规模设立抢修机构和配备必要的车辆、设备和器材，并应保证处于良好状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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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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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运行维护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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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与过滤器定期维修保养，每年不少于 1 次。

6.2.2 用户设施运行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运营维护单位应对采暖炉每年至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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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进行室内维护和检修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入室内作业前，应首先目测检查燃料容器、管路、接头有无燃料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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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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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具的判废年限应

符合 GB 17905 的规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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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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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协助运营维护单位对设施进行检查、维护、抢修工作。

6.2.5 可参考附录 A.4 定期维护检查表进行检查。

6.3 应急处置

如发生下列情况时，应按照对应应急处置办法实施：

a) 皮肤接触：醇基液体燃料溅到皮肤上，应用清水及时清洗；

b) 眼睛接触：醇基液体燃料溅入眼中，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严重时紧急就医；

c)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清水或 1 %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d) 着火：着火时，用砂子、干粉或抗溶性泡沫灭火器、石棉布等进行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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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安装与运维过程检查表

A.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醇基液体采暖炉在安装前对环境、安装过程的检查和确认点检表格，安装完成后对于

燃料系统、排烟系统、循环水系统的安装质量检查表格以及定期对采暖炉进行的检查点检表格，供相关

企业参考使用。

A.2 安装过程点检表

检查日期： 采暖炉型号：

检查地点：

项目 序号 对应条款 是否满足

炉具安装房

间环境检查

1 房间环境通风良好，采暖炉靠外墙设置

2 隔墙为 A级不燃性或 B1级难燃性材料

3 墙面为 A级不燃性材料

4 房间净高高于 2.2m
5 墙面和地面载荷满足炉具要求

6 采暖炉安装位置上方无电器、电缆等安全隐患

燃料系统安

装环境检查

1 储罐安装在室外

2 储罐不容易被用户接触

燃料系统安

装检查

1 燃料管道与周围管道的最短距离超过 50mm
2 管道设置防护管套

3 管路中安装切断阀，且操作方便

4 燃料管路紧贴墙面延伸，使用卡扣固定

5 室内不得在地面下敷设燃料管路

6 炉具与储罐间燃料管路中应安装过滤器

7 管路进行保温

8 储罐需要安装静电接地

9 储罐外标识标志齐全

10 储罐容积/储量不得超出接触面载荷

确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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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质量验收检查表

检查日期： 采暖炉型号：

检查地点：

燃料储罐及燃料管道密封性试验结果

燃料加注量

储液罐出口阀门是否打开

管路中阀门是否打开

炉具前燃料入口阀门是否关闭

是否有泄露，泄露位置

排烟管道密封性试验结果

运行时间

是否有泄露

运行时间

是否有泄露

运行时间

是否有泄露

供暖系统水压试验结果

注水压力

保压时间

是否有泄露，泄露位置

是否有形变，形变位置

确认人员

A.4 定期维护检查表

检查日期： 采暖炉型号：

检查地点：

序号 对应条款 是否满足

1 容器无泄露

2 管道无泄露

3 接头无泄漏

4 阀门转动顺畅

5 炉具没有明显移动

6 过滤器通畅

7 管路外保温设施无破损

8 储罐上标示清晰

9 炉具在使用年限内

10 定期对用户进行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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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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