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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置GB／T27862--2011／ISO10156：2010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0156：2010<<气体和气体混合物通过测定燃烧潜力和氧化能力选择汽缸阀排气口》。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名称改为《化学品危险性分类试验方法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燃烧潜力和氧化能力》。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危险化学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汤志旭、罗忻、徐琴、牛增元、李肖锋、庞士平、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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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862--2011／iso10156：2010引言IsO5145((汽缸阀排气口气体和气体混和物选择与定尺寸》和其他类似标准确立了决定汽缸出口接头的实用判据。这些参数基于气体的固定理化性质。空气中可燃性和氧化潜力则被特别考虑。对于纯气体，在文献中有大量数据，数据的差别依赖于试验方法的不同，而对于混合气体，文献里的数据常常是不完整的甚至无法找到。这是该标准应用的难点。本标准的首要目标是消除文献中存在的不明确处，并补充关于混合气体已经存在的数据。除了对汽缸阀排气口的选择之外，稍后的ISO10156用作其他目的，如为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的国际运输及危险物质规则中的警示标签确立可燃性和氧化性潜力数据。对该标准第二版的修订始于2006年，将之前的版本及ISO10156—2进行了合并，更新了可燃性和氧化性数据。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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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GB／T27862--2011／ISO10156：2010化学品危险性分类试验方法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燃烧潜力和氧化能力本标准规定了气体或气体混合物在空气中可燃和大气条件下氧化能力的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的分类，包括选择汽缸阀排气口。本标准不适用于其他环境压力和温度下的气体和气体混合物。2术语、定义和符号2．1术语和定义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2．1．1空气中可燃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gasorgasmixtureflammableinair在大气压和20℃下，在空气中可点燃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2．1．2空气中可燃下限lowerflammabilitylimitinair与空气的均匀混合物在火焰刚刚开始传播时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的最低浓度。注：可燃低限在大气状况下测定。2．1．3空气中可燃上限upperflammabilitylimitinair与空气的均匀混合物在火焰刚刚开始传播时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的最大浓度。注：可燃高限在大气状况下测定。2．1．4可燃范围flammabilityrange在可燃低限与高限之间的浓度范围。注：本标准中“可燃范围”也被称为“爆炸范围”。2．1．5比空气更具有氧化性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gasorgasmixturemoreoxidizingthanair在大气压下，氧化剂含氧量高于23．5％，可维持燃烧的气体或气体混合物。2．2符号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A。：混合气体中易燃气体的摩尔分数鼠：混合气体中惰性气体的摩尔分数ct：氧分数系数R：混合气体中第i项易燃气体I。：混合气体中第k项惰性气体n：混合气体中易燃气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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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862--2011／ISO10156：2010声：混合气体中惰性气体的数量甄：惰性气体的氮气等价系数A：：易燃气体的分数L：易燃气体的可燃低限T。：易燃气体和定量氮气混合时不可燃的最高值而：氧化组分的摩尔分数He：氦Ar：氩Ne：氖Kr：氪Xe：氙Nz：氮气H：：氢气0。：氧气cO。：二氧化碳SOz：二氧化硫N。O：氧化亚氮SFe：六氟化硫CF。：四氟甲烷C。F8：八氟丙烷CH。：甲烷注：本标准的所有气体的百分比以摩尔分数(％)表示，等同于在大气条件下体积分数(％)。3空气中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的燃烧性3．1概述下列条款描述了确定气体或气体混合物在空气中是否易燃的试验和计算方法。只有在能得到可靠的L(或L。)值时，才能使用3．3中提到的计算方法。当无法得到To(或L。)值的所有情况下都应使用试验方法。3．2试验方法3．2．1安全要点应由受过训练和称职的人员按照3．2．4的程序进行试验。反应管和流量计应充分甄别，以在发生爆炸时保护人员。人员应戴安全眼镜。在点火程序中，反应管应在大气中敞开，并与供应气体隔离。在分析试验气体或混合物时也应采取防护措施。3．2．2原则气体或气体混合物与空气混合至理想的比例。在静态下使用电火花点火试验混合物，观察火焰是否通过反应管传播。3．2．3设备和材料仪器(见图1和图2)包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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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862--2011／ISO10156：2010a)混合器；b)发生反应用试管；c)点火系统；d)确定试验气体成分的分析系统。注：可使用测定爆炸极限标准试验方法中所描述的等效替代仪器，如ASTME681和EN1839。lO9Nl、胡ljt毒。△·bI。、，，晦3八b八／“。＼；＼＼乒】E】1＼⋯，＼。651——排放至大气的气体；2——分析；3——混合器；4——流量计；5——试验气体；6——压缩空气；7——安全装置(减压阎)}8——分析；9——阀门；10——火化塞；11——热电偶；12——耐热玻璃管，长度1m，直径50Ini'1"1；13——阀门。图1使用耐热玻璃管爰温度测量探针的仪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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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862--2011／iso 10156：2010

1——经分析并排放至大气中的混合气体；

2——点火电极；

3——试验时气体混合物排放；

4——高压变压器；

5——定时开关；

6——含有z％试验气体的混合物}

7——缓冲区；

8——试验气体；

9——计量泵k％；

10——计量泵2J 0A；

11——空气；

12——含有(xy／100)％试验气体的混合物。

图2测试气体混合物的合适仪器

3．2．3．1准备

a)试验气体

试验气体应能代表在正常程序下产生的最易燃成分。试验气体的成分应是生产过程中可产生的气

体，即试验气体应含有正常生产过程中最高浓度的易燃气体，并且水分含量应小于或等于0．01％。试

验气体应被充分混合，仔细分析确定其准确成分。

b)压缩空气

分析压缩空气，水分含量应低于或等于0．01％。

c)试验气体／空气混合物

控制流量，将压缩空气和试验气体在混合器中混合。空气和易燃气体混合物应使用色谱仪或简单

的氧分析仪进行分析。

3．2．3．2反应管

反应管应由直立的厚玻璃(如5 mm)圆筒制成，内径大于或等于50 lTim，高度大于或等于300 m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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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862--201 1／ISO 10156：2010

在反应管底部以上50 mm～60 mm处放置点火电极，电极相距5 mm。反应管应有压力释放通路。该

仪器应被防护，限制爆炸造成的危害。

3．2．3．3点火系统

火花发生器(如15 kV)应通过电极产生能量为10 J／次的火花。

3．2．4程序

应注意在进行易燃性试验时避免爆炸。在一个试验物质空气中已知的“安全”浓度为1％时开始实

验。随后，最初的气体浓度可以以1％的速度逐步增加，直到点火发生。

每次点火试验前，反应管应用试验混合物清洗。清洗量至少是反应管体积的10倍。然后在试验混

合物静态下开始点火试验，观察火焰是否从点火源分离并传播。

如果观察到火焰向上传播至少10 cm，试验物质则被归类为易燃。

如果气体的化学结构表明是非易燃的，以及通过化学计算可以得出与空气混合物的成分，只有当混

合物中气体的含量是化学计算含量的10％(绝对值)的范围时，则需要按照l％的速度进行试验。

注：由于含有氢气的混合物火焰几乎是无色的。为了确认存在这种火焰，应使用温度测量探针(见图1)。

3．2．5纯气体的结果

表1和表2给出了易燃气体的Td值和L。值。这些值已经通过使用3．2．3所描述的试验设备

获得。

3．3含n种易燃气体和p种惰性气体的混合物计算方法

这种混合物的成分用式(1)表示；

A1F1+⋯+A。F。+⋯+A。F。+B111+⋯+B。I^+⋯+B。j。⋯⋯⋯⋯⋯(1)

式中：

At和B。——分别为第i项易燃气体和第^项惰性气体摩尔分数；

F，——指定的第i项易燃气体；

I。——指定的第^项惰性气体；

n——易燃气体数量；

p——惰性气体数量。

混合物的成分用等价系数重新表示同等的成分，所有的惰性气体组分转化为其氮等价系数。表3

给出了K。值：

A1F1+⋯+A。F。+⋯+A。F。+(K181+⋯+KIBI+⋯+K，B。)N2

所有气体成分的总和等于1，用式(2)表示：

。 p f 1 1(酗E+蚤墨风M’【五而{⋯⋯⋯⋯⋯㈡’
式中：

了——鱼广一A：- P ‘1‘

∑A．+∑KtB。

相当于易燃气体的含量。混合物在空气中不可燃的条件是：

∑争×100≤1

L是易燃气体或蒸气与氮混合物在空气中不可燃的最高含量。表1和表2给出了气体和蒸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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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862--201 1／iso 10156：2010

L值。

方程式(3)是上述两个公式的结合

∑A 11≤∑B。K。

表1 易燃气体的可燃性数据

材 料 CAS编号 UN编号 L／％ L。／％

乙炔 74～86 2 3374 3．0 2．3

氨 7664—41-7 l005 40．1 15．4

砷化三氢 7784——42—-1 2188 3．9 3．9

澳化甲烷 74—83—9 1062 13．9 8．6

1，2-丁二烯 590—-19—-2 10lO 2．0 1．4

1，3-丁二烯 106—99—0 1010 2．0 1．4

正丁烷 106--97—-8 1011 3．6 1．4

1一丁烯 106—98—9 1012 3．3 1．5

顺一2一丁烯 990—18—1 1012 3．3 1．5

反一2一丁烯 624—-64--6 1012 3．3 1．5

一氧化碳 630 08—0 1016 15．2 lO．9

硫化羰 468—58—1 2204 6．5 6．5

一氯二氟乙烷(R142b) 75—68—3 2517 26．4 6．3

氯乙烷 76——00—-3 1037 5．8 9．6

三氟氯乙烯(Rlll3) 79—38—9 1082 7．4 4．6

氰 460—-19--5 1026 3．9 3．9

环丁烷 287—23 0 2601 2．9 1．8

环丙烷 75—19—4 1027 3．4 2．4

氚 7782—39一O 1957 6．7 6．7

乙硼烷 19287—45—7 1911 0．9 0．9

二氯甲硅烷 4109—96—0 2189 2．5 2．5

二氟乙烷(R162a) 75—37—6 1030 8．7 4．O

二氟乙烯(R1132a) 76—38 7 1989 6．6 4．7

二甲醚 115—10一6 1033 3．8 2．7

二甲胺 124—-40—-3 1154 2．8 2．8

新戊烷 463—82—1 2044 2．1 1．3

乙烷 74．．84，．0 1035 4．5 2．4

甲基乙基醚 540—67—0 1039 2．8 2．0

乙基乙炔 107—-00—-6 2482 1．8 1-3

乙烯 74—85—1 1962 4．1 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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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GB／T 27862--2011／iso 10156：2010

材 料 CAS编号 UN编号 L／％ L。／％

乙撑氧 75—21—8 1040 4．8 2．6

氟代乙烷 353—36—6 2453 6．1 3．8

氟代甲烷 593—53—3 2454 9．0 5．6

锗烷 7782—-65—·2 2192 1．0 估计1．0

氢 1333—74一O 1049 5．5 4．0

硒化氢 7783--07—5 2202 4．0 4．o

硫化氢 7783一06—4 1053 8．9 3．9

异丁烷 75—28—5 1969 3．4 1．5

异丁烯 115—11—7 1055 4．0 1．6

甲烷 74—82—8 1971 8．7 4．4

氯甲烷 74—87—3 1063 12．3 7．6

甲硫醇 74—931 1064 5．7 4．1

亚硝酸甲醣 624—91—9 2455 5．3 5．3

甲硅烷 992--94—-9 316l 1．3 1．3

甲基乙炔 74—99—7 3161 2．5 1．8

甲胺 74—89 5 1061 6．9 4．9

3_甲基一1一丁烯 563—-45—1 2561 2．4 1．5

一乙胺 75104—7 1036 5．7 3．5

磷化氢 7803—51 2 2199 1．7 1．6

丙二烯 463—-49—-0 2200 2．7 1．9

丙烷 74—98—6 1978 3．7 1．7

丙烯 115—-07—-1 1077 4．2 1．8

硅烷 7803—62—5 2203 1．0 估计I．o

四氟乙烯(Rlll4) 11614—3 1081 10．5 10．5

三氟乙烷(R143a) 420—46—2 2035 11．3 7．0

三氟乙烯(RllZ3) 359—11-5 1954 13．1 10．5

三甲胺 75—50一3 1083 3．2 2．0

三甲基硅甲烷 993—-07--7 3161 1．3 1．3

乙烯基澳 593—60一2 1085 9．O 5．6

乙烯基氯 75—01-4 1086 6．1 3．8

乙烯基氟 75一02—5 1860 4．7 2．9

乙烯基甲醚 107—25—5 1087 3．6 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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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易燃蒸气的可燃性数据

材 料 cAS编号 UN编号 L／％ L。／％

乙醛 75一07一O 1088 6．5 4．0

丙酮 67-64—1 1090 4．0 2．5

苯 7I-43—2 1114 2．3 1．2

二硫化碳 75—15—0 1131 1．3 0．6

环己烷 110一82—7 1145 1．8 1．0

正癸烷 124—18—5 2247 1．1 0．7

乙醚 60—29—7 1155 2．4 1．7

2一乙炔 503——17—-3 1144 2．0 1．4

2，2-甲基丁烷(新己烷) 75—83—2 1208 】．9 1．2

正十二烷 112—40—3 1．0 0．6

乙醇 64—17—5 1170 5．6 3．1

乙酸乙酯 141-78—6 1173 4．6 2．0

氯乙烷 75--00--3 1037 5．8 3．6

甲酸乙醋 109—94 4 1089 3．8 2．7

正庚烷 142—82—5 1206 1．3 O．8

正己烷 110一54 3 1208 2．3 1．0

氰化氢 74—90—8 1051 5．4 5．4

异辛烷(2，2，4-三甲基戊烷) 340--84——1 1262 1．6 1．0

异戊烷(2一甲基丁烷) 78—78—4 1265 2．1 1．3

四乙基铅 78—-00—-2 1649 1．8 1．8

甲醇 67—56l 】230 12．5 6．0

乙酸甲酯 79—20一9 1231 5．O 3．1

甲基乙基酮 78-93—3 1193 2．4 1．5

甲酸甲酯 107—31—3 1243 8．1 5．0

二氯甲烷 75—09—2 1592 2I．0 13．0

一氧甲硅烷 13465—78—6 2986 1．0 估计1．0

羰基镍 13463—39—3 1259 0．9 0．9

正壬烷 111—84—2 1920 1．1 0．7

正辛烷 111—65—9 1262 1．3 0．8

正戊烷 109—66—0 1265 1．8 1．1

甲酸丙醣 110一74—7 1281 4．6 2．1

环氧丙烷 75—56—9 1280 3．7 1．9

甲苯 108—88—3 1294 2．3 1J O

8

注：其他易燃液体的值可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技术报告(IEc 79—20)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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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惰性气体的氮等价系数墨

气体 Nz COz He Ar Ne Kr Xe S02 SFB CF． CsR

凰 1 1．5 0．9 0．55 0．7 0．5 0．5 1．5 4 2 1．5

注1：这些数据是天然气行业基于实验数据和经验的保守评估。

注2：对于其他分子式中舍有三个或更多的原子的非易燃和非氧化性气体，等价系数K。一1．5。某些种类的非易

燃部分卤化碳氢化合物，例如制冷剂R134a，可以与易燃气体中的空气和氧气发生部分反应。如果易燃成

分的浓度超过0．25％，对于所有含有非易燃部分卤化碳氢化合物和易燃气体的混合物不允许采用该计算

方法。

示倒1：

认为混合物含有7％的Hz和93％的COz。

使用表3中相应的甄值，这种混合物的分数为：

7(Hz)+1．5×93(Nz)

即：

7(Hz)+139．5(N2)

或者，调整摩尔分数总和为1，

4．78“H2+95．22％N2。

从表1可以看出，H：的L值是5．5。

因为4．78／5．5(一0．869)的比值小于1，该混合物在空气中不易燃。

示倒2：

认为混合物含有2“的H。、8％的CH。、25％的Ar和65％的He。

这种混合物可以符合：

A1F1+A2F2+B111+B2L

式中，F1一Hz，F。=CH4，Il=Az，12=He

通过下列公式计算确定A-，A2，Bl，B2的值：

2％H2H-8％CH4+25“Ar+65％He

一1x2％4-】×8％+0．55X25％4-0．9X 65％

=2％4-8％+13．75％4-58．5％

=82．25％

2％H：4-8％CH。4-25％Ar+65％He变为：

志Hz+忐c叶糕Ar+蒜He
这两个惰性气体可以组合成氮分数。上述方程变成：

志H2+忐cH‘+麓M
或

0．024 3H2 4-0．097 3CH4 4-0．878 4Nz

每殷乘以100获得摩尔分数，上述方程变成：

2．43％Hz4-9．73％CH‘4-87．84％Nz

Hz的L值是5．5(见表1)

CH。的L值是8．7(见表1)

计算两个易燃成分A。／L的比值：

”A：
1口

A：．A：
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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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3。9．73

5．5’8．7

—0．44+1．12

=1．56

因为∑拿值大于1．00，该混合物在空气中是易燃的。
使用结合式(3)：

壹A。(学一1)≤杰B。K。
iJl 、』d

，
^一1

示例2的结果为：

ut丽lOO一1)+8(丽lOO一1)≤(25×o．55)+(65xo．9)
118．3>72．25

由于非易燃情况按照上述公式无法完成，该混合物在空气中是易燃的。

3．4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分类(参见附录A)

本标准不包括按照GHS易燃气体混合物分为l类或2类物质的分类方法。因此，所有含有易燃气

体或易燃液体成分的混合物，并满足本标准试验方法或计算方法的应分为第1类。

4气体和气体混合物的氧化能力

4．1概述

下列条款叙述了确定气体或气体混合物是否支持燃烧的试验方法和计算方法，将在氮中氧化剂含

氧超过23．5％作为参照。当表4中给出c。值时，应使用4．3中提到的计算方法。当这些数据无法获得

时，均应使用试验方法。

注：这种气体在标准中被称为“高度氧化剂”，但在GHS中被称为“氧化剂”。

4．2试验方法

4．2．1原理

该气体或气体混合物(x)与氮(N)按固定的比例组成混合物(xN)进行评价。这种固定的比例在氮

和空气(A)的混合物(NA)中应是相同的，而且不支持参考物质“乙烷”(c)的燃烧(见图3)。

通过使用4．2．2中的仪器，将混合物(xN)与参考物质(c)混合，逐渐增加参考物质(c)的量，形成

试验混合物(XNC)。通过应用程序和标准来判定易燃性，如果这些试验混合物是易燃的则可观察到。

如果(XN)和(c)的混合物是易燃的，则认为气体(x)比空气更具氧化性。如果在参考物质(c)含量

最大值(c一)内也没有观察到易燃性，则认为气体(x)的氧化性小于或等于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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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乙烷摩尔分数，以％表示；

2——氨气摩尔分数，以％表示；

3——空气摩尔分数，以％表示；

4——可燃范围；

5——氧化剂／氮气的定比线；

6——氧化剂限制分数(LOF)一43．4％空气。

4．2．2设备和材料

4．2．2．1描述

3 6

图3不支持乙烷燃烧的氮和空气中氧化剂限制分数的判定

该仪器(见图4)包括：

a) 一个带有搅拌器的封闭试验罐

b)点火系统；

c)两个压力测量系统；

d)检查试验气体成分系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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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压缩气体；

2——由带有磁性搅拌器制成的不锈钢试验罐；

3——记录点火舱内压力上升的装置；

4——点火金属线和电子控制的装置；

5——试验混合物压力表；

6——真空泵。

图4测定气体和气体混合物氧化能力的仪器举例

4．2．2．2试验罐

试验罐应由不锈钢制成，并设计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至少3 000 kPa。容积至少是0．005 m3。它可

以是圆柱形或球形。如果是圆柱形舱，它的长度和直径比应为1。该舱应包含搅拌器和足够的开口，以

便于进出料和清洗。

该舱应配备一个合适的温度测量装置。

4．2．2．3点火系统

应使用点火导线引信。点火装置通过连接两个金属棒的镍铬线段上的电流产生电弧。金属棒(直

径至少为3 ram)应相互平行，距离为(5士1)miD．。镍铬线直径应在0．05 mill和0．2 mm之间。熔化镍

铬线和产生电弧的电力应使用交流隔离变压器(功率0．7 kV·A～3．5 kV·A；二次电压230 v)。变压

器的二次绕组应通过电子装置切换到金属棒上，该电子装置调节点火能量的范围在10 J和20 J之间，

通过带有可控硅开关元件的二级电压相角控制来实现。

引信导线应位于试验罐的中心。

4．2．2．4压力测量系统

针对爆炸压力的压力测量系统由一个压力传感器、放大器和数据记录系统组成。压力传感器和放

大器的时间分辨率应至少为1 riis。传感器应至少耐压3 000 kPa，测量范围为1 000 kPa。按照差压法

(压力传感器或压力表)准备试验混合物的压力显示系统应有最高200 kPa测量范围。两个压力测量系

统的精度应至少为0．5％。

4．2．2．5检查试验气体成分系统

试验混合物(xN)或(XNC)成分分析应使用气相色谱仪或其他适当的分析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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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6材料

应使用乙烷(纯度大于99．5％)作为参考可燃物(c)。选乙烷为参考燃料，因为它的碳氢键、碳碳键

可作为大部分可燃材料。乙烷与许多氧化性气体的燃烧范围已知。

混合物(xN)应由评估值(38．5士1)％摩尔分数的气体(x)和(61．5士1)％摩尔分数的氮(纯度

99．995％)组成。(xN)可以直接在试验罐内按每个成分的压差制备。在下一步程序中，使用预混合气

体和通过辅助试验装置在疏散气瓶中产生压缩混合物(XN)，也是可接受的。

当混合物(xN)或混合物(XNC)之一直接在压力罐中产生时，应加以分析。

气体的水分含量应小于体积的0．01％。如因某种原因(如吸湿气体或未知物质)而无法实现，这一

事实应在报告中指出。

4．2．3程序

试验应在室温和大气压力下进行。试验混合物(XNC)应按压差在试验罐中备制，最终达到

100 kPa的压力。乙烷逐步添加到混合物(xN)中。每次启动点火，并观察是否发生反应。反应是通过

点火后压力上升表现出来的，压力上升幅度至少为10％的初始压力。

试验从乙烷含量摩尔分数1％时开始。如果没有发生反应，乙烷的比例以摩尔分数1％的速度增

加，直到发生反应，或直至乙烷的摩尔分数比例超过20％。

警告：试验进行时可能有爆炸危险。有毒性和腐蚀性气体时应特别注意。工作人员应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并应采取

密要的预防措施。试验装置应安装在实验室通风柜里。

除非由有能力人员按充分验证的程序操作，气瓶中试验用燃料和氧化剂气体不得在大气压力下混

合。本标准不能说明氧化气体混合物可否安全顺利地生产，因为这是在人员、仪器、环境方面使用安全

可靠程序制造商的责任。

4．2．4结果

如果试验中反应被观察到，则可判定气体(气体混合物)的氧化能力高于空气，而且可认为是“高度

氧化”。

4．3计算方法

4．3．1原则

为了判定气体混合物的“氧化能力(OP)”，给出如下计算方法：

如果下列条件成立，则认为混合物的氧化性高于空气，见式(4)

Ex。C。>23．5％

式中：

z。——氧化组分含量(摩尔分数)，％；

ci——氧分数系数。

上述公式中氮以外惰性气体的稀释结果不予考虑。如果经评估混合物包含某种惰性气体，则K-值

应予以考虑：

∑五C。

OP—I—2L了一∑z。+∑KtBt

3．3定义了氮等价系数和惰性气体B的分数系数，并在表3中列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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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干燥大气含氧气20．95％的条件下，含氧不高于23．5％的混合物可被视为非氧化气体。

示倒1：

5％N20+10％Oz+85“N2

OP=∑z。C。一0．05X 0．6+o．1X1．0=0．13

因为13“<23．5％，该混合物的氧化性小于空气。

示倒2：

20“NzO+20％02+40％N2+20％C02

。r=盖=瓦％车瓷％委{器=。．z。
因为29％>23．5％，该混合物的氧化性高于空气。

4．3．2系数G

气体氧化系数C。是从氧化气体与氮和乙烷的混合物的爆炸范围推导出来的。为确定C；值，应考

虑氧化剂限制分数即氧化剂与氮气的比值(见图3)。该氧化剂限制分数(LOF)间接反映了比例系

数C。。

cr。9·07X南
系数C。是针对每个氧化气体。氧气的系数C。定义为1．0。

系数9．07是来自使用c。定义值(氧气)一1的空气的LOF值。表4给出了由实验LOF值得出的

C。值。对于非试验气体C，值是固定的为40。

表4氧等价系数cf

气体／蒸气 系数ci

过氧化双(三氟甲基) 40‘

五氟化溴 40‘

三氟化溴 401

氯 o．7

五氟化氯 401

三氟化氯 40‘

氟 401

五氟化碘 401

一氧化氮 o．3

二氧化氮 lo

三氟化氮 1．6

三氧化氨 40‘

一氧化二氮 o．6

二氟化氧 40‘

臭氧 40‘

四氟联氨 40‘

‘对于非试验氧化气体和蒸气，G值定为40。

‘来源于氧化氮和三氟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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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862--201 1／ISO 10156：2010

注1：易燃气体和其他氧化气体的混合物不予考虑。应注意的是，混合部分是卤化碳氢化合物的，高温高压下或与

氧化潜力大于空气的氧化剂混合时，空气环境压力和温度下非易燃的可以变为可燃的。

含有易燃和氧化气体的混合物是如下一种情况(见图5)：

——非易燃和非氧化的(如氧含量小于或等于23．5％和易燃气体含量低于T。(flamox)或L

值)，或；

——氧化的(如氧气含量超过23．5％和易燃气体含量低于L；值)，或；

——易燃的(如易燃气体含量高于T。(flamox)或L值)，或；

——潜在爆炸的(如氧含量高于LOC和易燃气体含量高于L；值)。

表5给出了用于进行风险评估和避免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极限氧浓度(LOC)。LOC是大气条件下不

会产生爆炸的易燃物质、空气或惰性气体混合物的最大氧浓度。LOC通常以摩尔分数或体积分数表示。

洼2：这些值只是在大气压力有效。

表5易燃气体的极限氧浓度(LOc) ％

易燃物质 LOC

氨 12．2

苯 8．5

正丁烷 9．6

l一丁烯 9．7

一氧化碳 4．7‘

二硫化碳 4．6

二甲醚 8．5

乙烷 8．8

乙醇 8．5

乙烯 7．6

正己烷 9．I

氢 4．3

硫化氢 9．1

异丁烷 10．3

异丁烯 10．6

甲烷 11_O

甲醇 8．1

正戊烷 9．3

丙烷 9．8

1一丙醇 9．3

2一丙醇 8．7

丙烯 9．3

环氧丙烷 7．7

注：本表未列人的易燃物质应使用守恒值2％。

‘含有水分或碳氢化合物的一氧化碳的数据是最差的情况。纯净的一氧化碳的燃烧是受动力抑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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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对应的是在大气压力和环境温度下由易燃气体、空气和氮气(作为惰性气体)组成的非爆炸性

气体混合物。

5．2易燃性分类原则

如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含有易燃和氧化气体的混合物则被分类为易燃的：

a) 易燃气体浓度(A。)≥L。

b)易燃气体浓度(A。)≥T。(flamox)

L(flamox)计算公式如下：

L(flamox)一T。×(1一X02／21％)

Xo。是氧气浓度的百分比，小于21％。

根据图5的分类原则。L至21％0：浓度线描述了限量混合物(易燃气体在氮中的最高非易燃浓

度)与空气的混合情况。如果混合物含有少量的氧气，则其限量情况在同一条线上，但起点应高一些，从

圆圈到21％O：。相应的L．r是由向下延伸到z轴的位置来决定。

02

23．5％

21％

LoC

0P

1——潜在的爆炸性；

2——氧化性；

3——非易燃和非氧化性

4——易燃性。

5．3举例

示倒1

图5分类原则

单一易燃气体，
5％H2、3％02、92％N2

惰性气体=氨

易燃气体浓度一5“

L一4．o％

数值 L=5．5％

Xo：=3“

L(flamox)=Ta×(1一Xoi／2i％)；5．5％x(1—3“／21％)一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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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条件1 易燃气体浓度5％≥L．4％，成立

l条件2 易燃气体浓度5％>Ta．，4．71％，成立

1分类 两个条件都成立，该混合物是易燃的

示倒2

单一易燃气体，
2％H2、1％CH‘、13蹦O：、84％N2

惰性气体一氮

该例中，易燃气体混合物的可燃低限制和最高非易燃浓度直接用Le Chatelier公式计算得出。

“粉蜘一茜们√跆枷一最
易燃气体浓度一2“+1“一3％

L(混合物)一(2％+1％)／(2％／4．0％+1％／4．4％)一4．12“

数值 t(混合物)；(2“+1％)／(2％／5．5％+1％／8．7％)=6．27％

X02—13％

L(flamox)一L×(1一Xoz／21％)一6．27％X(1—13％121％)=2．39％

条件1 易燃气体浓度3％≥L(混合)4．】2％，不成立

条件2 易燃气体浓度3“>L(flamox)2．39％，成立

分类 两个条件不同时成立，所以该混合物是非易燃的

示例3

单易燃气体，
10％CO、5％02、10％N2、20％CO：、25％Ar、30％Ne

其他惰性气体

该例的惰性气体与氮有不同的惰性值。该惰性气体摩尔分数是乘以表3中它的凰值。然后易燃气体，氧化剂和

氮分数的相对含量被调整(正常化)为4．5％。

． 1
^一 ●

1+∑(K。一1)B。
^一1

标准化因子

F一1／[1+(20％×0．5—25％X 0．4S一30％X0．3)]=1．114
数值

易燃气体浓度：10％×1．114—11．14％

L．=10．9％

L=15．2％

OP=5％X 1．114=5．57％

L(fIamox)一LX(1—09／21％)一15．2％×(1—5．57％／21％)=11．17％

条件1 易燃气体浓度11．14％≥L。10．9％，成立

条件2 易燃气体浓度11．14％>L(flamox)11．17％，不成立

分类 两个条件不同时成立，所以该混合物是非易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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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A．1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区分两类易燃气体，见表A．1。

表A．1易燃气体标准

类 别 标 准

在温度20℃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的气体：

1 a)在空气中含有小于或等于13％混合物时，可点燃的气体。

b)无论易燃性下限是多少，与空气混合可点燃的范围至少为12％的气体。

2 在温度20℃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除第1类中的气体之外，与空气混合时可燃的气体。

A．2大部分的易燃气体属于第1类。只有少数气体(如氨气)属于第2类。

A．3本标准描述的试验方法和计算方法不适用于判定气体混合物的可燃性限值和可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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