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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20516~2014 

前言

本规起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1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识工信厅科

[2010J74 号文)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0 年

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的通知))(中石化联质发[2010J222 号文)的要求，由中国石油和

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委托全国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修订。

本规范自实施之日起代替《自动分析器室设计规定 ))HG/T 20516-2000 。

本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多

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化工装置自动分析器室的设计要求;包括自动分析器室的设置、位置

选择、结构及布置、照明、采暖通风及防爆、公用工程、样品的排放、管线及电缆的敷设等部分。

本规范与 HG/T 20516←2000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增加"术语"章节;

2. 修订自动分析器室结构及布置的部分内容，并将"砖砌结构"改为"建筑机构";

3. 修订及增加采暖、通风及防爆的相关内容，并将"非防爆区内的分析器室"改为"不存在爆炸

危险的分析器室"，将"防爆区内的分析器室"改为"存在爆炸危险的分析器室";

4. 修订电源的相关内容。

本规范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的技术内容由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

议，请与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联系(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院士路 660

号，邮政编码 :315103 ，电子邮箱: wangy. snec@sinopec. 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颖潘程兰

主要审查人:于锋孙建文周一鸣高欣徐继荣马恒平

张同科何蓉王秋红董萍吴天一周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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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统一自动分析器室在化工行业的技术要求，推进自动分析器室工程设计的规范化，达到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目的，制订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化工装置自动分析器室的设计。

1. O. 3 自动分析器室的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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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自动分析器室 analyzcr room 

指内含过程分析仪表的专用封闭建筑物，与引人分析流体的设备相连，维护人员可进入。它包

括金属结构和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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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分析器室的设置

3.0.1 应根据工程设计所采用的分析器类型、数量、应用的重要性及安装场所的环境条件，确定是

否设置自动分析器室。在下列场合宜设置自动分析器室:

1 在有爆炸、火灾危险的场所安装非防爆型自动分析器及其辅助设备，又不便于采用现场分析

器箱进行密封隔离、吹气等防护措胞的场合;

2 安装场所的环境条件恶劣;

3 分析器要求设置自动分析器室的场合;

4 满足设备和人员的保护要求的场合;

5 工艺装置的相近部位采用了多台自动分析器.需要集中的场合。

3.0.2 自动分析器室宜独立设置。

3.0.3 工艺装置采用的分析仪表数量较多，而工艺单元相互间又距离较远时，宜按工艺单元设置若

干个自动分析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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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置选择

4.0.1 自动分析器室宜设置在非爆炸危险场所，不应设在 0 区场所，当需设在爆炸危险场所时，应

采取相应的防爆措施。

4.0.2 自动分析器室的位置选择应缩短分析仪表至取样点的距离。

4.0.3 自动分析器室的位置应便于金属结构自动分析器室的整体吊装、钢瓶的搬运和维修人员的

出入。

4.0.4 自动分析器室的位置应避开有连续性振源和电磁干扰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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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及布置

5. 1 结构要求

5. 1. 1 自动分析器室可选用金属结构，也可选用建筑结构。

5. 1. 2 金属结构自动分析器室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HG/T 20516 -2014 

1 底座应为工字梁滑道型，底座和骨架应为金属结构，在拖功、起吊、荷载和空载时应不变形，

并宜安装于混凝土基础上。

2 墙可用厚度为1. Omm~2. Omm 的镀钵钢板制作，宜采用组件嵌装式，外墙与内墙之间应用

阻燃型聚氨醋填充，厚度不少于 75mm o

3 地面应采用防滑金属板，并采取密封措施。

4 门应向外开启，并有自动闭门结构和应急推杆，可用1. Omm~2. Omm 的镀钵铜板制作，门上

应有关门按钮，并配有意外脱扣保护。门上应设有安全玻璃窗口、自动关闭设备等。

5 净高宜为 2. Om~2. 4m 。

6 应设有供吊装用吊环。

7 自动分析器室的金属结构应根据现场环境的需要采用相应的防腐措施。

8 房顶的设计和建造应能避免因设备维护、安装和施工活动造成的房顶损坏。屋顶坡度不应

小于 4% 。

9 应选用阻燃型材料。

5. 1. 3 建筑结构自动分析器室应接下列要求执行:

1 墙应采用合适的材料满足有关的结构和安全等要求;

2 室内地面标高应高于室外地面标高至少 200mm; 地面应能防滑、防渗，必要时采用耐酸、碱

地面:

3 门应向外开，并有自动闭门结构和应急推杆;自动分析器室大于 9m2 时，应设主门与安全门;

4 宜采用密闭固定窗;

5 净高宜为 2. 7m~3. Om 。

5. 1. 4 设置在爆炸危险场所的自动分析器室门窗玻璃应采用防爆安全玻璃。

5.2 布置原则

5.2.1 自动分析器室的面积，应按分析仪表的数量、类型及辅助设备的尺寸确定，并留有可维修空

间和可扩展的空间。

5.2.2 自动分析器室内分析仪表、辅助设备以及通风系统的布置应避免出现可燃性物质的积聚。

5.2.3 分析仪表应安装在独立的机架或仪表盘上，机架或仪表盘应固定在地面上或安装在墙上，并

留有可维修空间。

• 423 • 



HG/T 20516-2014 

5.2.4 采样系统宜布置在自动分析器室外，分析器的快速回路应布置在自动分析器室外墙上。

5.2.5 分析器所需的载气、标准气(零点和量程气)钢瓶应安放在分析器室外墙边，并应设钢瓶支架

和防雨棚遮盖。

5.2.6 自动分析器室内不应设置于动分析取样点。

5.2.7 自动分析器室内应设有灭火器。

5.2.8 金属结构自动分析器室的设备、管线等的布置及安装宜由自动分析器室制造厂负责 0

5.2.9 自动分析器室应配有室外旋转式闪光报警灯、报警喇叭以及室内声光报警设备。

5.2.10 各种报警设施应独立接线到自动分析器室外墙上安装的接线箱。

5.2.11 自动分析器室内应配置一个水池和冷水管接头、一个仪表风快速接头。

5.2.12 自动分析器室内应配置至少两个电源插座 (220VAC 50HZ) 。

5.2.13 现场来的信号和电源的接线箱应位于自动分析器室外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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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召 明

6. 0.1 自动分析器室内应设置照明灯和紧急照明灯。

6.0.2 照度宜为 3751x~5401x，需要经常检查和维护的部位，应增加局部照明。

6.0.3 照明开关立设于门口外墙上。

HG/T 205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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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暖、通风及防爆

7.1 基本原则

7. 1. 1 自动分析器室应设置通风系统。通风系统的控制和保护可通过现场可编程控制器CPLC)来

实现。

7. 1. 2 自动分析器室内温度宜保持在 lO.C ~30.C 起围内;根据分析仪表维修的要求，可设置采暖系

统。

7. 1. 3 当一般的采暖通风达不到分析器对温度、湿度的要求时，应采用空气调节系统。

7. 1. 4 自动分析器室的通风应是拮净空气，任何泄漏的可燃物质经稀释后的浓度应低于爆炸下限

CL.E.L)的 25% 。

7. 1. 5 通风的换气次数不应少于每小时 6 次。

7. 1. 6 风机吸入口的空气应取自非危险场所新鲜空气，且应是洁净、无危险的。通风口应配备遮雨

篷和防虫网。

7. 1. 7 安装在爆炸危险区域或测量易燃、易爆气体分析仪表的自动分析器室，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

报警器;测量有毒气体分析仪表的自动分析器室，应设置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

7. 1. 8 自动分析器室中的湿度降低标准应以自动分析器室中没有空气冷凝水为准。

7.2 不存在爆炸危险的分析器室

7.2.1 自动分析器室设置在非爆炸危险场所且室内无可燃气体泄漏的场合，可采用自然通风。

7.2.2 自动分析器室设置在非爆炸危险场所且室内无可燃气体泄漏的场合，照明灯具及电气设备

应采用非防爆型。

7.3 存在爆炸危险的分析器室

7.3.1 自动分析器室位于爆炸危险区域，或室内可能产生可燃气体世漏时，应采取防爆措施。

7.3.2 照明灯具及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型。

7.3.3 当分析仪表及其他电气设备能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时，自动分析器室可采用机械通风。

7.3.4 当分析仪表不能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也不能做局部防爆处理时，自动分析器室应采用正压

通风。正压通风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当所有的开口(门、窗)等关闭时，应能保持室内压力不低于 25Pa 。

2 当所有的开口打开时，通过开口的气流流速不应低于 O.3m/so

3 正压通风系统发生故障时应报警或启动联锁装置。

4 通风系统的电气设备，其防爆等级应满足通风系统故障状况下的场所划分等级。

5 空气置换应能保证可燃气浓度低于第一报警等级(lO% L.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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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风空气应通过常压百叶窗排出，百叶窗的重量应满足正压要求。排气百叶窗应安装防

虫网。

7 设置的保护系统包括流量和压力检测系统。此系统应在通风故障或确认气体泄露时关闭不

满足防爆要求的电气设备。

7.3.5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报警信号应送至控制室，同时在自动分析器室内及室外应设置信号

越限报警。当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值 C L. E. L)25% 时，应发出报警;当达到爆炸下限值

CL.E.L) 的 50%时，应切断自动分析器室内非防爆电气设备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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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用工程

8. 0.1 自动分析器室可设上、下水，并采用生活水。根据分析仪表的需要，还可提供循环水、冷却水

或去离子水。

8.0.2 分析仪表的供电质量应满足分析仪表的要求。分析仪、可燃及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PLC

的供电应由不间断电源CUPS)系统供电，通风机宜接事故电源，其他用电设备由非 UPS 供电。自动

分析器室应设置独立的开关。自动分析器室应留有 20%的备用回路。

8.0.3 分析仪表驱动、保护用气应为仪表空气。

8. O. 4 当需要使用蒸汽时，可采用 O. 3MPa~ 1. OMPa 的低压蒸汽。

• 428 • 



HG/T 20516一2014

9 样品的排放

9.0.1 从分析器排出的气体、蒸汽或液体不应对分析器室或周围环境造成危险。

9.0.2 分析仪表排出的尾气，当无法经济地送回工艺系统时，应排放至安全地点，当尾气与公用放

空系统海合后无危险，并且混合后排放系统的背压波动不会引起仪表的测量误差时，可接至一公用

放空系统，否则应单独放空;排空管的直径不宜小于 DN40; 当样品尾气为可燃气体，应在放空管上加

阻火器。

9.0.3 液体样品，应排至回收系统或公共排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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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线及电缆的敷设

10.0.1 采样管线、放空管线和仪表空气或氮气管线以及电线电缆的敷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仪

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HG 20512 的有关规定。

10. 0.2 自动分析器室的接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范))HG 20513 的有关

规定。

10.0.3 所有进出自动分析器室的物料管线，应通过穿板接头连接 F公用工程物料或排污、放空管线

宜用法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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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走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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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仪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 HG/T 20512 

《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范>> HG/T 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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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自动分析器室设计规范 >>HG/T 20516~2014 ，经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 5 月 6 日以第 32 号

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系在《自动分析器室设计规寇>>HG/T 20516-200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戚，上一版的主编单

位是中国石化集团兰州设计院，主要起草人员是陈伟良、黄衍平。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总结了工程项目设计经验，参考了同外相关标准规范，借鉴国内外工

程项目设计规定。本规范修订时由全国化工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多次会议对编制大纲、征

求意见稿、送审稿审查讨论，广泛听取有丰富使用自动分析器室经验的设计人员与专家的意见。在

上述基础上，编制组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完善，修订完成本规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使用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自

动分析器室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日的、依据以

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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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分析器室的设置

3. 0.1 此规定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TC:66D 中的有关规定制定。该标准规定..根据分析器的

类型、应用场合的重要性及所操作的场合对分析器租分析器采样系统采取不问悍皮的保护，在工作

环境下，其结构和维护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场合，应设置另外的保护。如分析器室，以确保分析器的性

能和便于维护。"

3.0.2 诙条文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60079-16<<人工通风保护的分析室》制定。该标准 3.2 X、f分

析室提出如下要求:分析室最好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物，当需设在现有建筑物内时，应采取专门的预防

措施与建筑物的其他部分隔开，以免因通风故障而污染整个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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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置选择

4.0.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60079-10<<爆炸气体场所的电力设备 第 10 部分 危险场所的划分)) , 

其区域即划分为 ZoneO 、 Zonel 、 Zone2 ，这与《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1992 划分的 0 区、 1 区、2 区是一致的。

如果不能安装在安全区域内，自动分析器室也可以安装在 2 区危险区域内。由于存在可燃气体

.泄漏和积累的可能性，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60079-16<<人工通风保护的分析室》的描述，自动分

析器室内部为 1 区危险区域，因此应从安全区引新鲜空气对自动分析器室进行正压通风。另外，自

动分析器室内还应安装可燃气体检测器，检测器在可燃气体浓度达到 25% L. E. L 时，应能发出报警

信号;在浓度达到 50% L. E. L 时，应能发出联锁切断信号。联锁时自动分析器室内的所有电源应能

全部切断。另外，还应安装能自动换向的排气扇。

4.0.2 缩短分析器与采样点的距离，可以减少系统响应时间，样品成分不至于发生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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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及布置

5. 1 结构要求

5. 1. 2 金属结构的自动分析器室是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凹的有关设计规定及有关分析器制造商

的规定。

BP 规定:自动分析器室的底座和骨架应为钢结构，有足够的强度，在装运和吊起时不变形;其四

周应有四个可动的吊装设备;内、外墙应是 18" 镀铮钢板，中间装有玻璃纤维;每个门都应是密封结

构，使用 16拌镀铮钢板，中间装有玻璃纤维的双门结构，每个门的内面设有应急推杆和自动闭门结

构。当有窗时，应安装安全玻璃，厚度至少为 1/4in 。

制造厂资料:自动分析器室为槽钢骨架、拼装式结构，板材选用彩色钢板、喷塑钢板或不锈钢;内

外墙结构，墙厚 80mm，中间装有阻燃保温材料，设置主门和紧急双门结构，紧急门安装应急推杆。

分析小屋的板材也有选用聚醋纤维 CGRP) 的。

5. 1. 3 选择合适的材料，必要时可对墙作局部处理，如防静电、防火、防腐、防水;并应在设备的支撑

处做适当的加强处理，尽量减少墙的渗透性，在墙上的孔洞处应进行密封处理。为保持地面的清洁，

地面可设小斜坡和排放槽。

5.2 布置原则

5.2.2 该条文根据同际电工委员会 IEC 60079-16((人工通风保护的分析室 ))4. 3 条制定。应避免使

用人造天花板和人造地板，如采用，应特别注意空间的换气和通风;应避免在地板内设电缆沟，如要

设，电缆沟应全部填实并适当覆盖和密封;如设有地板排液，应采取措施阻止分析器室内外之间的大

气交换;孔洞均应密封。

5.2.9 室外报警器应清楚地显示室内是否已处于危险环境中，例如气体泄漏和氧气减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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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暖、通风及防爆

7.1 基本原则

7. 1. 3 自动分析器室内应安装空调来满足操作温度和眼度的要求。

7. 1. 5 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TC:66D 的相关规定制定。

7.3 存在防爆危险的分析器室

7.3.4 I叫际电 I 委员会 IEC 60079-] 3((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 13 部分 密封增压空间 P 型防护设

备 ìì (2010 年)茹 6.2 条周定正Ef房间"……在门和街都关闭时，相对外部大气应保持有 25Pa 的过

!王"，这种过 L1i将会阻止风速在 3.5m/日以下的外部大气的近入。

以往国内正压室设计 rE压值采用 2mmH20~8mmH20 (约 20Pa~80Pa) ，引进装置的正压室设

叶 rE1I值为 3mmH20~lOmm日2 0 (约 30Pa~ 100Pa) 。

在正压室的通风系统开车之前，室内并无正压保护，室内空气也未经置换，可能有爆炸危险气体

的存在。

正f五 i国 JA 系统'Ff 勺空内其他仪表、电气没备的电报设程序联锁，应先开启正压通风系统，置换室

内空气，且按合恪洋达到设计正压{自后，再向其他仪表、电气设备供电;应在室内其他仪表、电气设备

的电 i原打H却í r,-;- .厅可关 l￥j 正压通风系统。

自动分析器主节气置换次数取决于常在气体泄漏量。应对每个自动分析器室的潜在气体泄漏

量进行计/(1. 确认空 /L置换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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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用工程

8.0.2 分析仪表的供电电惊可取自不间断电源，但应随具体情况而定。如气相色谱仪的恒温箱的

供电电源不能取自不间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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