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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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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于 IG-100 气体灭火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国内尚无

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可循，为了规范 IG-100 气体灭火系统的设

计、施工、验收工作，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根

据建设厅粤建科函【2005】66 号批文精神，制定了本规范。 

规范编制参照了《气体灭火系统----物理性能和系统设计》

(ISO14520-2000)、《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3 

-97)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93-93) 、《卤代烷

1301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63-9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规范》(GB50116-98) 等国内外标准和规范。 

本规范系首次发布。 

本规范附录 A、B、C、D、E、F、G、H、I、J、K 为规范性

附录。 

本规范由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提出并负责管理并解释。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 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 

西门子楼宇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广州市地下铁道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石油化工设计院 

广东捷鑫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安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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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设计、施工、验收 IG-100 气体灭火系统(以下

简称 IG-100)，�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

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工程中设置的贮存压力

为 15MPa（20
0
C）和 20MPa（20

0
C）的IG-100 全淹没灭火系统的

设计、施工、验收。 

1.0.3  IG-100 可用于扑救下列火灾： 

1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火灾。 

2  甲、乙、丙类液体火灾或灭火前可切断气源的气体火灾。 

3  固体表面火灾。 

1.0.4  IG-100 不得用于扑救下列物质火灾： 

1  能自身提供氧及含氧化剂的化学品,如硝化纤维、硝酸

钠、氯酸钠等火灾。 

2  活泼金属，如钾、钠、镁、钛、锆等火灾。 

3  金属的氢化物，如氢化钠、氢化钾等火灾。 

4  能自行分解的化学品，如过氧化氢、联胺等火灾。 

1.0.5  IG-100 的设计、施工、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外，还应

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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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IG-100 气体  IG-100 Gas 

IG-100 是一种无色、无味、非导电的洁净灭火气体，蒸发

后无残余物，密度与空气相近，可用于全淹没灭火系统。 

2.1.2  IG-100 灭火系统  IG-100 extinguishing system 

灭火剂为 IG-100 的气体灭火系统。主要组件应包括贮存容

器、容器阀、释放软管、单向阀、集流管、减压装置、选择阀、

喷头及管道等部分。 

2.1.3  泄压口  Pressure relief opening 

气体灭火剂喷放时，防止防护区内压超过允许压强的开口。 

2.1.4  单元独立灭火系统  Unit independent extinguishing 

system 

用一套灭火剂贮存装置，保护一个防护区的 IG-100 灭火系

统。 

2.1.5  组合分配灭火系统  Combined distribution 

extinguishing systems 

用一套灭火剂贮存装置，保护两个及以上防护区的 IG-100

灭火系统。 

2.1.6  全淹没灭火系统  Total flooding extinguishing 

system 

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封闭的防护区喷放设计规定用量的气体

灭火剂，并使其均匀地充满整个防护区的灭火系统。 

2.1.7  灭火浓度  Agent concentration 

在 101.3kPa 大气压和规定的温度条件下，扑灭某种物质火

灾所需 IG-100 在空气中的 小体积百分比。 

2.1.8  惰化浓度  Inerting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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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1.3kPa 大气压和规定的温度条件下，能够惰化可燃性

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防止其发生爆炸所需的 IG-100 在空气中的

小体积百分比。 

2.1.9  设计浓度  Design concentration 

包括安全系数的灭火浓度或惰化浓度，用于系统设计。 

2.1.10  淹没系数  Flooding factor 

在规定的灭火浓度和环境温度下，单位体积的防护区容积中

所需的 IG-100 的体积。 

2.1.11  无毒性反应浓度（NOAEL 浓度）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  

观察不到生理反应的灭火剂毒性影响的 高浓度。 

2.1.12  有毒性反应浓度（LOAEL 浓度）  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LOAEL) 

观察到生理反应的灭火剂毒性影响的 小浓度。 

2.2  符号  

表 2.2-1  符号 

 

符  号 定        义 

Ax 泄压口面积 

Qy IG-100 的平均喷放速率 

py 防护区围护结构承受内压的允许值 

M 全淹没灭火设计用量或惰化设计用量 

K 防护区海拔高度修正系数 

V 防护区净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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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2-1 

符  号 定        义 

S IG-100 的比容 

T 防护区预期 低温度                    

Ｃ 灭火设计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 

Ｑ 主干管平均设计流量 

T 灭火剂设计喷放时间 

Qg 支管平均设计流量 

Ng 安装在计算支管下游的喷头数量 

Qc 单个喷头的平均设计流量 

D 管道内径 

P1 减压孔板前压力 

P0 灭火剂贮存容器充装压力 

V1 减压孔板前管网管道容积 

V2 减压孔板后管网管道容积 

P2 减压孔板后压力 

δ  落压比 

Fk 减压孔板孔口面积 

Qk 减压孔板设计流量 

μk 减压孔板流量系数 

A 喷头孔口面积 

Qp 单个喷头的平均设计流量 

pc 喷头入口压力 

ρc 喷头入口处 IG-100 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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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组件 

3.0.1  系统所有的组件，应在-20℃到 50℃内可靠工作。 

3.0.2  系统组件应包括贮存容器、容器阀、释放软管、单向阀、

集流管、减压装置、选择阀、喷头及管道等部分组成。 

3.0.3  系统所有组件应满足产品质量要求，应通过国家法定检

验部门检验。 

 

3.1  灭火剂 

3.1.1  IG-100 气体的规格及物理特性应满足表 3.1-1 的要求 

表 3.1-1  IG-100 气体的规格及物理特性 

 

特性 数值 单位 

分子量 28.0 --- 

在 101.3kPa 大气压（绝对值）下的沸点 -195.8 
O
C 

冰点 -210.0 
O
C 

在 101.3kPa大气压下的蒸汽比容(20
 O
C) 0.858 m

3
/kg 

纯度 ≥99.6%体积比 

化学分子式 N2

化学名称 氮气 

水分含量 < 20 ppm 体积比 

杂质含量 < 10 ppm 体积比 

 

3.2  贮存装置 

3.2.1  有管网贮存装置由贮存容器、容器阀、单向阀和集流管

5 



组成，应由支架固定。无管网贮存装置由贮存容器、容器阀组成。 

3.2.2  IG-100 贮存容器的充装压力为 15MPa（20
o
C）和 20MPa

（20
o
C）。 

3.2.3  在容器阀及组合分配系统的集流管上，应设安全泄放装

置。安全泄放装置的泄放动作压力设定值不应小于 1.25 倍 大

工作压力，但不大于部件强度试验压力的 95%，泄放动作压力范

围为设定值 x(1±0.05)。 

3.2.4  同一集流管上的贮存容器，其规格、尺寸、充装压力均

应一致。 

3.2.5  备用量的贮存容器与主用量的贮存容器应接在同一集流

管上，并能切换使用。 

3.2.6  贮存容器上应设有永久固定铭牌，标明每个容器的编号、

毛重、灭火剂名称、充装量、充装日期和贮存压力。 

3.2.7  贮存容器宜设在靠近防护区的专用贮存间内，该贮存间

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室温范围为 0℃～50℃。 

 

3.3  选择阀与喷头 

3.3.1  组合分配系统中，每个独立防护区应设至少一个选择阀。

选择阀的位置宜靠近贮存容器，并应便于手动操作，方便检查维

护。选择阀上应设有标明防护区的铭牌。 

3.3.2  选择阀可采用自动或机械操作方式。阀门的工作压力不

应小于系统的贮存压力。 

3.3.3  选择阀在系统启动时，应在容器阀的动作之前或同时打

开。 

3.3.4  喷头应满足 IG-100 在防护区均匀扩散的要求。 

3.3.5  喷头应有表示其型号、规格的永久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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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设在有粉尘区域的喷头，应增设在喷射时能自行脱落的

防尘罩。 

 

3.4  管道 

3.4.1  组成管网的管道及管道附件应能承受 高环境温度下的

工作压力，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灭火剂输送管道应采用《输送流体无缝钢管》GB/T8163

中规定的无缝钢管，并应热浸镀锌。 

2  对镀锌层有腐蚀的环境，管道可以采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3  输送启动气体的管道，应采用铜管或不锈钢管，且应能

承受相应启动气体的 高工作压力。 

3.4.2  公称直径等于或小于 80mm 的管道，宜采用螺纹连接。公

称直径大于 80mm 的管道，宜采用法兰连接。 

3.4.3  集流管及减压装置上游管道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贮存容

器工作压力。 

3.4.4  灭火剂输送管道上应设置将气体压力由贮存压力减至工

作压力的减压装置。 

3.4.5  灭火剂输送管道不宜穿越沉降缝、变形缝，当必须穿越

时应有可靠的抗沉降和抗变形措施。灭火剂输送管道不宜露天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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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防护区 

4.1.1  防护区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区以固定的单个封闭空间划分。 

2  当采用管网灭火系统时,一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1000m
2
，容积不宜大于 4500m

3
。 

3  当采用无管网灭火装置时，一个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100m
2
，容积不宜大于 400m

3
。 

4.1.2  防护区的 低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0℃。 

4.1.3  防护区围护结构及门、窗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h，吊

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h。 

4.1.4  防护区围护结构承受内压的允许压力，不宜低于 1.2kPa。 
4.1.5  封闭严密的防护区应设泄压口，泄压口宜设置在外墙上。

除泄压口外，防护区内与其它空间相通的开口，应在灭火剂喷放

前自动关闭。泄压口的面积应按本规范公式（4.1.5）计算： 

 

y

y
x p

Q
A 991.0=            (4.1.5) 

式中：Ax──泄压口面积 (m
 2
)； 

Qy──IG-100 的平均喷放速率 (kg/s)； 

py──防护区围护结构承受内压的允许压力 (Pa)。可参

考附录G。 

 

4.2  IG-100 设计用量 

4.2.1  应根据防护区内可燃物相应的设计灭火浓度或设计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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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防护区净容积，经计算确定 IG-100 设计用量。 

4.2.2  防护区 IG-100 灭火设计用量或惰化设计用量应按本规

范公式（4.2.2-1）及（4.2.2-2）计算： 

)
100

100lg(303.2
CS

VKM
−

⋅=             (4.2.2-1) 

 

TS 00293.0799678.0 +=              (4.2.2-2) 

式中：M ──全淹没灭火设计用量或惰化设计用量(kg)； 

K ──防护区海拔高度修正系数，按附录 A 选用； 

V ──防护区净容积(m
3
)； 

S ──压力为 101.3kPa时，对应防护区 低预期温度时

IG-100 的蒸汽比容 (m 
3
 /kg), 应按本规范公式

（4.2.2-2）计算： 

其中: 

T ──为防护区 低预期温度(℃)； 

C ──防护区灭火设计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 

估算时可以用本规范附录 B：IG-100 气体的淹没系数乘以防

护区净容积除以 IG-100 的蒸汽比容确定。 

4.2.3  用于扑救 A、B、C、E 类火灾的 IG-100 气体灭火系统，

其 小设计灭火浓度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IG-100 的 小设计灭火浓度 

可燃物类别 
灭火浓度  

(体积%) 
安全系数

小设计灭火浓度

 (体积%) 

A 类表面火灾 30.0 1.2 36.0 

B 类火灾 33.6 1.3 43.7 

C 类火灾 33.6 1.3 43.7 

E 类（电子产品及通讯

设备）火灾 
31.9 1.2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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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部分可燃物的 小设计灭火浓度应按附录 C 确定。 

4.2.5  对有爆炸危险的防护区应采用惰化浓度，物质的 小设

计惰化浓度不应小于该物质惰化浓度的 1.1 倍。部分可燃物的

小惰化设计浓度可按附录 D 确定。 

4.2.6  当几种可燃物共存或混合时，其设计灭火浓度或设计惰

化浓度，应按其中 大的灭火浓度或惰化浓度确定。 

4.2.7  IG-100 灭火时的抑制时间，不应小于 10min。 

4.2.8  系统的贮存量应为防护区灭火设计用量或惰化设计用量

与系统中喷放后的剩余量之和。喷放后的剩余量宜按实际工程管

网情况确定。一般可按设计用量 2%估算。 

4.2.9  系统为组合分配系统时，系统的总贮存量应为该组合中

各个防护区贮存量中 大的贮存量。 

4.2.10  贮存容器的边缘和操作面距墙或操作面之间的距离不

宜小于 1.0m。 

4.2.11  一套组合分配系统保护的防护区数量不应超过 8个。 

4.3  贮瓶间 

4.3.1  贮瓶应设置在防护区外专用的贮瓶间内，贮瓶间的地面承

受能力应能满足贮瓶和其他设备的荷载要求。 
4.3.2  贮瓶间出口应直通室外或疏散通道，并应设置消防电话和

应急照明灯。 
4.3.3  贮瓶间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门应为甲级防火门且向

疏散通道开启。 
4.3.4  贮瓶间的室内温度应在 0℃到 50℃范围，并应保持干燥和

良好通风，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4.3.5  设在地下、半地下、或无可开启窗扇的贮瓶间应设置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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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换气装置。 
4.3.6  贮存间楼板结构应考虑贮存装置荷载。 

4.4  系统管网布置与计算 

4.4.1  管网布置 
1  喷头的设计数量，由单个喷头的保护面积和防护区面积

确定。单个喷嘴保护面积不应大于 30m2，单层喷嘴地板以上的

大喷嘴高度为 5m，当防护区高度大于 5m时应另加一层喷嘴。

喷头布置的间距应按生产厂商提供的数据确定。 
2  喷头的射流方向不应对准液体表面。 
3  管道分流应采用三通，三通分流的 小流量不少于总流

量的 5%。 
4  管网设计中，不应采用四通进行管道分流。 

4.4.2  管网计算 

1  管网计算时各管段中 IG-100 的流量，宜采用平均设计

流量。 

主干管的平均设计流量，应按本规范公式(4.4.2-1)计算： 

t
WQW

95.0
              (4.4.2-1) 

式中：Qw──主干管平均设计流量（kg/s）； 

t──灭火剂设计喷放时间（s）。 

支管平均设计流量，应按本规范公式(4.4.2-2)计算： 

∑=
g

cg QQ
N

1
              (4.4.2-2) 

式中：Qg──支管平均设计流量（kg/s）； 

Ng──安装在计算支管下游的喷头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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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单个喷头的平均设计流量（kg/s）。 

    2 管网管道内径，宜按本规范公式(4.4.2-3)计算： 

Q36~24=D                (4.4.2-3) 

式中：D──管道内径（mm）； 

Q──管道平均设计流量（kg/s）。 

  3 灭火剂释放时，管网应进行减压。减压装置宜采用减压孔板。

减压孔板宜设在系统的源头或干管入口处。 

  4 减压孔板前压力，应按本规范公式(4.4.2-4)计算： 

451

210

0
01 4.0

525.0PP
.

VVV
V

⎟⎟
⎠

⎞
⎜⎜
⎝

⎛
++

=         (4.4.2-4) 

式中：P1──减压孔板前压力（MPa，绝压）； 

P0──灭火剂贮存容器充装压力（MPa，绝压）； 

V0──系统全部贮存容器的总容积（m
3
）； 

V1──减压孔板前管网管道容积（m
3
）； 

V2──减压孔板后管网管道容积（m
3
）。 

  5 减压孔板后压力，一般应按本规范公式(4.4.2-5)进行计算： 

12 P⋅= δP               (4.4.2-5) 

式中：P2 ──减压孔板后压力（MPa，绝压）； 

δ ──落压比（临界落压比：δ =0.52）； 

必要时，充装压力为 15MPa 的系统，可在δ =0.52~0.60 中

选用；充装压力为 20MPa 的系统，可在δ =0.52~0.55 中选用。 

    6  减压孔板孔口面积，宜按本规范公式(4.4.2-6)计算： 

69.138.1
1

k

0.95
Q

δδμ −
=

P
F

k

K            (4.4.2-6) 

式中：Fk ──减压孔板孔口面积（cm
2
）； 

Qk ──减压孔板设计流量（kg/s）； 

kμ ──减压孔板流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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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喷头孔口面积Ａ，应按本规范公式(4.4.2-6)计算： 

cc

P

p
QA
ρ

40
=                (4.4.2-7) 

式中：A──喷头孔口面积（mm
2
）； 

Qp──单个喷头的平均设计流量（kg/min）； 

pc──喷头入口压力（MPa）； 

ρc──喷头入口处IG-100 的密度(kg/m
3
)。 

8  喷头入口压力的计算值不应小于 1.0MPa(绝对压力)。 

9  IG-100 的喷射时间不应超过 60 秒。 

4.5 系统设计技术文件 

4.5.1  系统设计技术文件应包括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书 
4.5.2  设计说明书应由下列文件组成： 

1  系统基本状况：包括系统名称、防护区数量及名称和防

护区净容积等； 
2  系统设计条件：包括各防护区设计灭火浓度、喷射时间、

平均环境温度、预期 高、 低环境温度、选用贮存容器规格、

压力等级等； 
3  系统设计方法：包括系统设计中所用的基本原理、计算

公式、计算过程和采用的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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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与控制 

5.0.1  采用 IG-100 全淹没灭火系统和无管网灭火装置的防护

区，应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的规定设置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 

5.0.2  管网灭火系统应设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操作

三种启动方式。设置在防护区内的无管网灭火装置应有自动控制

和手动控制二种启动方式。 

5.0.3  自动控制程序中应设手动与自动控制的转换装置。 

5.0.4  灭火系统的自动控制应在接到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后才

能启动。自动控制时应设置 0～30s 的启动延时，以便防护区内

人员撤离和相关设备完成联动。 

5.0.5  灭火系统启动时应输出相应信号联动相关设备。 

5.0.6  管网灭火系统的手动操作装置应设在防护区外便于操作

的地方。 

5.0.7  灭火系统的供电，应符合现行国家消防技术规范的规定。

当采用气体动力源时，应保证系统操作与控制所需要的压力和用

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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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要求 

6.0.1  防护区内 高环境温度下的 大灭火浓度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对于经常有人工作的防护区，防护区内灭火剂 大浓度

不应超过表 6.0.1 中的 NOAEL 浓度； 

2  对于经常无人工作的防护区，或平时虽有人工作但能确

保系统喷放前人员能全部撤离的防护区，防护区内灭火剂 大浓

度不应超过表 6.0.1 中的 LOAEL 浓度。 

表 6.0.1 IG-100 的生理反应影响指标 

灭火剂名称 NOAEL LOAEL 

IG-100 43% 52% 

6.0.2  防护区的疏散通道和出口应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

求，保证人员能顺利撤出防护区。 

6.0.3  防护区内的疏散通道及出口，应设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

标志。防护区内应设火灾和灭火剂施放的声光警报装置。防护区

的入口应设火灾声光警报装置和灭火剂喷放指示灯。 

6.0.4  防护区门应能在紧急状态下向疏散通道方向打开。 

6.0.5  设置在有爆炸危险场所的管网系统，应设防静电接地；

相关电气设备应具有防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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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 

7.1 施工准备 

7.1.1  IG-100 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 

1  IG-100 设计施工图、系统及其主要组件的使用、维护说

明书。 

2  IG-100 成套系统组件应由厂家配套供应，成套系统应经

国家法定检测机构检验；IG-100 输送管道及管道附件的出厂检

验报告与合格证。 

3  系统中采用的不能复验的产品，如安全膜片等，应有生

产厂出具的同批产品检验报告与合格证。 

7.1.2  IG-100 灭火系统的施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1  防护区和储瓶间设置条件应与设计相符。 

2  系统组件与主要材料齐全，其品种规格、型号应符合设

计要求。 

3  灭火系统所需的预埋件和孔洞应符合设计要求。 

7.1.3  施工前应对 IG-100 贮存容器、容器阀、单向阀、�选择

阀、集流管、安全阀、喷嘴等系统组件和气动启动系统组件进行

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组件应无碰撞变形及其他机械性损伤。 

2  系统组件外露机械加工表面保护涂层应完好。 

3  系统组件所有外露接口均应设有防护堵、盖，且封闭良

好；接口螺纹和法兰密封面应无损伤。 

4  系统组件产品铭牌清晰，标明参数应与该型号产品说明

书参数一致。 

5  保护同一防护区的 IG-100 贮存容器规格应一致，�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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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高度差不宜超过 20mm；气动启动系统的气体贮存容器规

格应一致，其高度差不宜超过 10mm。 

7.1.4  在 20
o
C情况下，IG-100 在贮存容器的充装量不应小于设

计充装量，�但不应超过设计充装压力的 5％。 

7.1.5  在 IG-100 灭火系统安装前应对阀驱动装置进行检查，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磁驱动装置的电源电压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通电检

查电磁铁芯，应能满足启动要求，且动作灵活无卡阻现象。 

2  气体驱动装置贮存容器内气体压力不应低于设计压力，

且不得超过设计压力的 5％。 

3  气体驱动装置中的单向阀芯应启闭灵活，无卡阻现象。 

7.2  安装 

7.2.1  灭火系统的施工应按设计施工图和相应的技术文件进

行，不得随意更改。当需要更改时，应征得原设计单位同意，并

报原审核部门核准。 

7.2.2  所有压力测试均应作相应记录，并作为移交文件的一部

分。 

7.2.3 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IG-100 在贮存容器内的充装应由具备充装资质的合格

充装企业完成。 

2  贮存容器的操作面距墙或操作面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1.0m。 

3 贮存容器上的压力表应朝向操作面，安装高度和方向应

一致。 

4  贮存容器的支、框架应固定牢靠，且应采取防腐处理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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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贮存容器正面应标明“IG-100”字样及容器编号。 

7.2.4 集流管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在贮存容器与集流管之间应装单向阀。 

2  集流管安装前应在清洗内腔后封闭进出口。 

3  集流管应固定在支、框架上。支、框架应固定牢靠，且

应做防腐处理。 

4  集流管上的泄压装置的泄压方向不应朝向操作面。 

5  集流管外表面宜涂红色油漆。 

7.2.5 选择阀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选择阀操作手柄应安装在操作面一侧，当安装高度超过

1.7m 时应采取便于操作的措施。 

2  采用螺纹连接的选择阀，其与管道连接处应加活接头。 

3  选择阀上应设有标明防护区名称或编号的铭牌，并固定

在操作手柄附近。 

7.2.6 灭火系统启动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电磁启动装置的电气连接线应沿固定贮存容器的支、框

架或墙面固定。 

2  安装以物体重力为启动力的机械启动装置时，应保证重

物在下落行程中无阻挡，其行程应超过阀开启所需行程 25mm。 

3  气体启动系统储气瓶的支、框架或箱体应固定牢靠，且

应做防腐处理。储气瓶正面应标明气体介质的名称和对应防护区

名称的编号。 

4  气体启动系统的管道应横平竖直。平行管道或交叉管道

之间的间距应保持一致。固定管道支架的间距不宜大于 0.6m；

固定平行管道的管夹间距不宜大于 0.6m，且转弯处应增设管夹。 

5  气体启动系统管道安装后应进行气密性试验，并应采取

防止 IG-100 和启动气体误喷射的可靠措施。 

6  气体启动系统管道气密性试验介质为氮气或空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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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不应低于启动气体贮存压力，保压 5min 内被试管道的压力

应无变化。 

7.2.7 输送管道的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输送管道安装应横平竖直，管道之间采用法兰连接时，

应在焊接后进行内外镀锌。已镀锌的无缝钢管不宜采用法兰连

接，当系统个别部位需采用法兰连接时，应对被焊部件损坏的镀

锌层重新做防腐处理。 

2  管道穿过墙壁、楼板处应安装套管。穿墙套管的长度应

和墙厚度相等；穿过楼板的套管长度应高出地板 50mm。管道与

套管之间的间隙应采用柔性不燃材料填塞严密。 

3  管道应用支、吊架固定牢靠，支、吊架 大间距应符合

附录 E 的规定。�管道未端喷嘴处支架与喷嘴间的管道长度不应

大于 500mm。 

4  主、干管道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至少应安装一个防晃

支架，当穿过建筑楼层时，每层应设一个防晃支架。当水平管道

改变方向时，应设防晃支架。 

7.2.8  输送管道的试验、吹扫和涂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管道安装完毕后，应进行强度试验。水压强度试验压力

为该系统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压时间不应少于 5min，�管道各

连接处无渗漏，管网无异常变形。工作压力的确定说明如下： 

1）  减压装置以前的管网工作压力为 IG-100 贮存容器的贮

存压力； 

2）  减压装置以后的管网工作压力为 IG-100 在设计温度下

经过减压后的实际压力（实际压力数值由生产厂家给定）。 

2  不宜进行水压强度试验的防护区，可采用气压强度试验

代替。气压强度试验的试验压力和该系统工作压力相同。试验时

应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3  进行管道强度试验时，应将压力升至试验压力后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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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n，检查管道各连接处应无明显滴漏，目测管道无变形。 

4  管道气压严密性试验的加压介质可采用空气或氮气，试

验压力为系统的工作压力，保压 3min，压力的降落不应超过试

验压力的 10％，且用肥皂水检查防护区外的管道连接处，应无

泄漏。进行气压强度试验的管网系统，可不进行气密性试验。 

5  强度试验合格的管道，应用压缩空气或氮气进行吹扫，

管道末端的气体流速不应小于 20m/s。采用白布检查，�直到白

布上无铁锈、尘土、水渍及其他脏物为吹扫合格。 

6  输送管道的外表面应涂红色油漆。隐蔽场所内的管道，

可涂红色漆环，漆环的宽度间距要均匀。 

7.2.9 喷嘴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喷嘴安装时应逐个核对其型号、规格和喷孔方向，并应

符合设计要求。 

2  吊顶下不带装饰罩的喷嘴，其连接管道端螺纹不应露出

吊顶；带装饰罩的喷嘴，装饰罩应紧贴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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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试  
8.0.1  灭火系统安装完毕，且相关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开口

自动关闭装置、通风机械和防火阀等联动设备的调试完成后，应

进行灭火系统的联动调试。 

8.0.2  灭火系统调试前应具备完整的技术资料及调试必需的其

他资料，并应符合本规范 7.1.1 和 7.2.2 条的规定。 

8.0.3  灭火系统的调试负责人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参加调

试的人员应职责明确。 

8.0.4  调试前应按施工的要求检查系统组件和材料的型号、规

格、数量以及系统的安装质量，并应及时处理所发现的问题。 

8.0.5  调试后应做出相应的调试报告，作为移交文件的一部分。 

8.0.6  调试工作为对每个防护区进行模拟喷气试验和备用灭火

剂贮存容器切换操作试验。 

1  调试试验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和

避免 IG-100 的误喷射。 

2  模拟喷气试验可采用压缩空气或氮气进行，模拟气体贮

存容器与被试验的防护区 IG-100 贮存容器的结构、型号、规格

应相同，连接与控制方式应一致，充装的气体压力和 IG-100 充

装压力相等。试验容器的数量不应少于贮存容器数的 20％，且

不得少于一个。 

3  模拟喷气试验宜采用自动控制。 

4  模拟试验应达到：试验气体能喷入被试防护区内，且应

能从被试防护区的每个喷嘴喷出；有关控制阀门应工作正常；有

关声、光报警信号应准确；储瓶间内的设备和对应被试防护区输

送管道应无明显晃动和机械性损坏。 

5  进行备用 IG-100 贮存容器切换操作试验时，�可采用手

动操作，并应按本条第 2款的规定准备一个模拟气体贮存容器进

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条第 4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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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竣工验收 

9.0.1  系统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公安消防监督机构、

设计、工程监理、施工等单位组成验收组共同进行。 

9.0.2  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下列技术资料： 

1  经批准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  施工记录和隐蔽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3  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字记录； 

4  竣工报告； 

5  设计说明书； 

6  调试报告； 

7  系统及其主要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 

8  系统组件、管道材料及管道附件的检查报告、试验报告

和出厂合格证。 

9.0.3  竣工验收应包括下列场所和设备： 

1  防护区和储瓶间； 

2  系统设备和灭火剂输送管道； 

3  与气体灭火系统联动的有关设备； 

4  有关的安全设施。 

9.1  防护区和储瓶间的验收 

9.1.1  防护区的划分、用途、位置、开口、通风、几何尺寸、

环境温度及可燃物的种类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有

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9.1.2  防护区下列安全设施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1  防护区的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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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护区内和入口处声光报警装置、入口处的安全标志； 

3  无窗或固定窗扇的地上防护区和地下防护区的排气装

置； 

4  门窗设有密封条的防护区的泄压装置； 

9.1.3  储瓶间的位置、通道、耐火等级、应急照明装置及地下

储瓶间机械排风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

准、规范的规定。 

9.2   设备验收 

9.2.1  贮存容器的数量、型号和规格、位置与固定方式、油漆

和标志，IG-100 的充装量和贮存压力，以及贮存容器的安装质

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本规范 7.1.2、7.1.3、7.1.4、7.2.3

条的规定。 

9.2.2  IG-100 贮存容器内的充装量，�可以通过贮存容器上压

力表的压力来确定。不同温度下对应的压力按附录 F 所列曲线确

定。 

9.2.3  集流管的材料、规格、连接方式、布置和集流管上泄压

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 7.1.2.、7.2.4 条的规定。 

9.2.4  灭火系统启动系统装置的数量、型号、规格和标志，安

装位置和固定方法，气动启动系统中气体贮存容器中的介质和充

装压力以及气动管道的规格、布置、连接方式和固定，应符合设

计要求和本规范 7.1.5、7.2.6 条的规定。 

9.2.5  选择阀的数量、型号、规格、位置、固定和标志及其安

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 7.2.5 条的规定。 

9.2.6  设备的手动操作处，均应有标明对应防护区名称的耐久

标志。手动操作装置均应有加铅封的安全销或防护罩。 

9.2.7  输送管道的布置与连接方式，支架和吊架的位置及间距，

穿过建筑构件及其变形缝的处理、各管段附件的型号和规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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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处理和油漆颜色，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第４章的有关规

定。 

9.2.8  喷嘴的数量、型号、规格、安装位置、喷孔方向、固定

方法和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 

9.3  系统功能验收 

9.3.1  按防护区总数（不足 5 个的按 5 个计）的 20％进行模拟

启动试验；按防护区总数（不足 10 个的按 10 个计）的 10％进

行模拟喷气试验。 

9.3.2  模拟自动启动试验时，应先关断有关贮存容器上的启动

器，安装相适应的指示灯、压力表或其他相应装置，再使被试防

护区的火灾探测器接受模拟火灾信号，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指示灯泡正常或压力表测定的气压满足启动容器阀和选

择阀的要求。 

2  有关的声、光报警装置均能发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正常信

号。 

3  有关的联动设备动作准确，符合设计要求。 

9.3.3  模拟喷气试验应符合本规范 8.0.6 条的规定。 

9.3.4  当模拟喷气试验结果达不到本规范第 8.0.6 条的规定时，

功能检验为不合格，应在排除故障后对全部防护区进行模拟喷气

试验。 

9.3.5  设有备用 IG-100 贮存装置的灭火系统的模拟切换操作

试验，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 8.0.6 条的规定。 

9.3.6  验收后应做出相应的验收报告，作为移交文件的一部分。 

9.3.7  灭火系统验收合格后，应将灭火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

态。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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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护管理 

10.0.1  灭火系统应由经过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的专人负责

定期检查和维护。 

10.0.2  灭火系统投入使用时，应具备下列文件资料： 

1  本规范 9.0.2 条所规定的全部技术资料和竣工验收报告； 

2  系统的操作规程； 

3  系统的检查、维护记录图表。 

10.0.3 应按规定对灭火系统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10.0.4  每月应对灭火系统进行两次检查，检查内容及要求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对贮存容器、选择阀、单向阀、高压软管、集流管、启

动装置、管网与喷嘴等全部系统组件进行外观检查。系统组件应

无碰撞变形及其他机械性损伤，表面应无锈蚀，保护涂层应完好，

铭牌应清晰，手动操作装置的防护罩、铅封和安全标志应完整。 

2  气动启动装置的气体动力源的压力,不应小于其设计压

力的 90%。 

10.0.5  每年应对灭火系统进行两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和要求

除按月检规定的检查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区的开口情况，防护区的用途及可燃物的种类、数

量、分布情况应符合设计规定。 

2  储瓶间设备、输送管道和支、吊架的固定应无松动。 

3  高压软管（挠性接头）应无变形、裂纹及老化，如有上

述情况应及时更换。 

4  各喷嘴孔口应无堵塞。 

5  贮存容器的压力不应小于检查温度下压力值（由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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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曲线确定）的 95％。 

6  输送管道有损伤与堵塞现象，应按本规范7.2.8条规定，

对其进行气密性试验和吹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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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防护区海拔高度修正系数（K 值表） 
 

海拔高度 m 修正系数 

-1000 1.11 

0 1.0 

1000 0.890 

1500 0.835 

2000 0.780 

2500 0.725 

3000 0.670 

3500 0.615 

4000 0.560 

4500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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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IG-100 的淹没系数 

每单位防护空间体积所需的IG-100 灭火剂体积，V灭火剂/V防护空间（m3/m3） 

设计浓度（体积百分比） 

温度 

t 
0C 

蒸汽比容 

S 

m3/kg 36% 38.30% 42% 46% 50% 54% 58% 62% 
-20 0.7411 0.518 0.561 0.631 0.714 0.803 0.899 1.005 1.121 

-10 0.7704 0.498 0.54 0.607 0.686 0.772 0.865 0.966 1.078 

0 0.7997 0.480 0.52 0.585 0.661 0.744 0.833 0.931 1.038 

10 0.8290 0.463 0.502 0.564 0.638 0.718 0.804 0.898 1.002 

20 0.8583 0.447 0.485 0.545 0.616 0.693 0.777 0.868 0.968 

30 0.8876 0.432 0.468 0.527 0.596 0.670 0.751 0.839 0.936 

40 0.9169 0.418 0.453 0.510 0.577 0.649 0.727 0.812 0.906 

50 0.9462 0.406 0.44 0.494 0.559 0.629 0.704 0.787 0.878 

60 0.9755 0.394 0.427 0.479 0.542 0.610 0.683 0.763 0.851 

70 1.0048 0.382 0.414 0.465 0.526 0.592 0.663 0.741 0.827 

80 1.0341 0.371 0.402 0.452 0.511 0.575 0.645 0.720 0.803 

90 1.0634 0.361 0.391 0.440 0.497 0.559 0.627 0.700 0.781 

100 1.0927 0.351 0.381 0.428 0.484 0.544 0.610 0.681 0.760 



附录 C  IG-100 的灭火浓度               

和最小设计灭火浓度 

可燃物名称 灭火浓度(体积%)
小设计灭火浓度 

(体积%) 

丙酮 29.9 38.9 

乙腈 26.7 34.7 

100# 航空汽油 35.8 46.5 

航空涡轮用煤油 36.2 47.1 

1-丁醇 37.2 48.4 

环己酮 42.1 54.7 

2 号柴油 35.8 46.5 

二乙醚 33.8 43.9 

乙烷 29.5 38.4 

乙醇 34.5 44.9 

乙基醋酸脂 32.7 42.5 

己烷 34.4 44.7 

己烯 42.1 54.7 

异丙基醇 31.3 40.7 

甲烷 30.0 39.0 

甲醇 41.2 53.6 

丁酮 35.8 46.5 

甲基异丁酮 32.3 42.0 

辛烷 35.8 46.5 

戊烷 32.4 42.1 

石油醚 35.0 45.5 

丙烷 32.3 42.0 

标准汽油 35.8 46.5 

甲苯 28.0 36.4 

聚乙烯醋酸盐 34.4 44.7 

真空管道油 32.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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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IG-100 的惰化浓度                

和最小设计惰化浓度 
 

可燃物名称 惰化浓度 (%) 
小设计惰化浓度

(%) 

甲烷 43.0 47.3 

丙烷 49.0 53.9 

 

 

 

 

 

 

 

附录 E    灭火剂输送管道固定支吊架      

的最大距离 
 

管道公称

直径(mm) 
6 10 15 20 25 32 40

大间距 

(m) 
0.5 1.0 1.5 1.8 2.1 2.4 2.7

管道公称

直径(mm) 
50 65 80 100 150 200  

大间距 

(m) 
3.0 3.4 3.7 4.3 5.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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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IG-100 气体等容图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T [°C]

P
[MPa]

温度-压力曲线—20 MPa 20
o
C 

1 0 .0

1 2 .5

1 5 .0

1 7 .5

2 0 .0

2 2 .5

-4 0 -3 0 -2 0 -1 0 0 1 0 2 0 3 0 40 5 0 6 0 7 0 8 0 9 0

T [°C ]

P

[MPa ]

温度-压力曲线—15 MPa 20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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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建筑物围护结构最低允许压力 
 

类型 低允许压力 (Pa) 

高层建筑 1200 

一般建筑 2400 

地下建筑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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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IG-100 灭火系统施工记录 
H.0.1  灭火剂储存容器检查记录表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表

H.0.1 的规定。 

表 H.0.1  灭火剂储存容器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生产厂名  施工单位  

瓶组 

编号 

型号 

规格 

检查   

日期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环境温度(℃) 压力(MPa)  

      

      

      

检查结论：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验报告和产品出厂合格证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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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2  选择阀、高压软管、单向阀、组合分配系统集流管试验记

录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表 H.0.2 的规定。 

表 H.0.2  选择阀、高压软管、单向阀、组合分配系统集流管试验记录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生产厂名  施工单位  

检查 

日期 

编

号 

部件

名称

型号

规格
水压强度试验 气压严密性试验

检验 

结果

    时间

(min)

压力

(MPa) 

时间

(min)

压力

(MPa)

 

         

         

         

         

         

         

检查结论： 

 

（试验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试验人员签名： 

 

(试验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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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  灭火剂输送管道试验记录表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表

H.0.3 的规定 

表 H.0.3  灭火剂输送管道试验记录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防护区名称 

 

试验数据项目 

     

试验日期      

介质名称      

压力(MPa)      

时间(min)      

水
压
强
度
试
验 试验结果      

试验日期      

介质名称      

压力(MPa)      

时间(min)      

气
压
强
度
试
验 试验结果      

试验日期      

介质名称      

流速(m/s)      

时间(min)      

吹
扫
试
验 

试验结果      

试验人员签名： 

（试验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试验单位结论： 

(试验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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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隐蔽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表 I  隐蔽工程中间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日期  监理单位  

 

 

   防护区名称     

隐蔽区域名称 

验收结果 

验收项目 
 

 

   

管道及管道附件型号、规格和

质量 

    

管道的安装质量和涂漆     

管道的试验记录     

支、吊架的数量、型号、间距

和安装质量 

    

喷嘴的数量、型号和安装质量     

参加验收人员签名： 

 

（验收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验收结论： 

 

(施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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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IG-100 灭火系统调试报告 
表 J  IG-100 灭火系统调试报告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调试单位  调试日期  

监理单位    

项目分类 项    目 结果 

技术资料 

完整性检查 

1. 设计说明书； 

2. 施工记录和隐蔽工程中间验收报告； 

3. 系统及其主要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 

4. 系统组件、管道材料及管道附件的检验报

告和出厂合格证。 

 

系统组件、管

道 及 管 道 附

件，以及安装

质量检查 

1. 系统组件、管道材料及管道附件的型号、

规格和数量； 

2. 系统主要组件及管道安装质量。 

 

模拟喷气试验 

1. 试验气体所喷入的防护区； 

2. 有关控制阀门的工作状况； 

3. 有关声、光报警信号显示； 

4. 系统的可靠性。 

 

备用灭火剂储

存容器切换操

作试验 

1. 有关控制阀门的工作状况； 

2. 有关声、光报警信号显示； 

3. 试验气体所喷入的防护区。 

 

调试人员签名： 

 

 

   （调试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调试情况说明和结论： 

 

 

（调试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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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IG-100 灭火系统竣工验收报告 
表 K  IG-100 灭火系统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验收日期  

项目分类 项  目 结  果

技术资料审查 1.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 施工记录和隐蔽工程中间验收报告; 
3. 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字记录; 
4. 竣工报告; 
5. 设计说明书; 
6. 调试记录; 
7. 系统及其主要组件的使用及维护说明

书; 
8. 系统组件、管道材料及管道附件的检

验报告和出厂合格证; 
9. 管理、维护人员登记表。 

 

防护区和储存容

器检查 

 

1. 防护区的设置条件; 
2. 防护区的安全设施; 
3. 贮瓶间的设置条件; 
4. 贮瓶间的安全设施。 

 

管道及系统组件

检查 

1. 管道及其附件的型号、规格、布置和
安装质量； 

2. 支、吊架的数量、位置和安装质量；
3. 喷嘴的型号、规格、标志和安装质量；
4. 灭火剂贮存容器的数量、型号、规格、

标志、安装位置、灭火剂充装量、贮
存压力和安装质量。 

 

管道及系统组件

检查 

1. 集流管的安装质量和泄压装置的泄
压方向; 

2. 阀驱动装置的数量、型号、规格、标
志、安装位置和安装质量； 

3. 选择阀的数量、型号、规格、标志、
安装位置和安装质量； 

4. 贮瓶间设备的手动操作点标志。 

 

系统功能试验 1. 模拟自动启动试验； 

2. 模拟喷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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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验收组人员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验收组结论： 

 

 

 

 

（验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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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以便区别对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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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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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

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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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标准 
 

 
IG-10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施

工及验收规范 
 
 

Code for design，instal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IG-100 fire-extinguishing systems 
 

DBJ15-47-2005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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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说明了编制本规范的目的：一是为了合理、正确地设

计、施工、验收 IG - 100 气体灭火系统（以下简称 IG - 100），

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二是为了发展“绿色消防产品”，消除以

往使用的卤代烷灭火剂对环境的污染。IG - 100 为国际标准推广

使用的卤代烷灭火剂理想的替代物之一，由�100％纯氮气组成，�

氮气来自大气，灭火后不留任何痕迹地回归大气，对环境无任何

污染。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卤代烷的使用严加限制，IG - 100�灭
火系统的应用将会不断地增加，能否有效地保护防护区内人员生

命和财产的安全，首要条件是 IG - 100 灭火系统的设计是否正确、

合理。�而我国 IG - 100 刚发展一、二年的时间，人们对其设计、

施工、验收要求了解甚少，更重要的是系统管网计算，因 IG - 100 

在系统中的流动设计完全以气体动力学为基础，这又是一门相当

专业化的学科，完全不同于不可压缩流体力学那样简单，其复杂

程度和难度都极大增加，因而编制一个统一的 IG - 100 系统的设

计、施工、�验收规范是至关重要的。 

1.0.3  本条规定了 IG - 100 的适用范围。IG - 100 为气态灭火

剂，喷放时扩散快，不适用局部保护系统，ISO14520-13﹕2000

《气体灭火系统(IG-100 灭火剂)》中也作了相应的规定，所以本

条作了这样的限制。 

本条规定了 IG-100 灭火系统可用来扑救的火灾种类。�其主

要依据是国际标准 ISO14520-13﹕2000《气体灭火系统(IG-100

灭火剂)》中的规定和 IG-100 系统的使用及多次试验的结论。 

1.0.4  本条规定了 IG-100 不可用于扑救的物质的火灾。�其主要

依据是国际标准 ISO14520-13﹕2000《气体灭火系统(IG-100 灭火

剂)》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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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本条规定中所指的“现行的国家有关标准”是指以下几个

方面的标准： 

1 防火基础标准与有关的安全基础标准。 

2 有关的工业与民用建筑防火标准规范。 

3 有关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标准、规范。 

4 有关的气体灭火剂标准。 

5 其它有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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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组件 

3.2  本条所列各项规定了 IG-100 系统组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安全装置及设置；储量指示及泄漏量超规定的补充；铭牌

标志的设置和内容；对储存间的基本要求；储存装置位置设置的

要求，目的是为了达到 IG-100 自动灭火系统组件组合一起后所

必备的灭火技术要求及装置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要求。 

3.3  本条所列各项规定了选择阀、喷头所必备的功能及在系统中

设计时的基本要求。 

3.4  本条所列各项规定了 IG-100 管网管道的具体技术要求，�

是为了保证系统质量及安全所必须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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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设计 
４.1  本条规定了 IG-100 全淹没灭火系统防护区的具体条件。 

４.1.1 本条规定了如何划分防护区，参考了国内外对其他灭火系

统的有关规定以及从经济性和可靠性考虑规定了防护区的大小，

若防护区过大势必会造成系统造价升高。 

4.1.2 参照《气体灭火系列及零部件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A400-2002 规定了防护区的 低环境温度。 

4.1.3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非燃烧体及吊

顶的耐火极限要求并根据 IG-100 完全灭火所需要的时间和全淹

没防护区的要求而制订的。 

4.1.4 本条参照 NFPA12 标准规定了防护区围护结构承受的内压

力不宜低于 1.2kPa，结合我国气体灭火用于的防护区围护结构，

证明此规定是可行的。 

4.1.5 本条规定的泄压口面积计算公式由 ISO 8163 中的公式经

单位变换，结合 IG-100 喷放的具体特点而得出。实践证明，按该

公式计算的泄压口面积并不影响 IG-100 喷放时在防护区建立起

规定的灭火浓度。 

 

4.2 IG-100 设计用量 

4.2.1 本条为确定 IG-100 灭火设计用量的基本原则。 

4.2.2 该公式是 NFPA2001《洁净灭火剂灭火系统标准》（2000 年

版）规定的非液化气体全淹没灭火设计用量计算公式。 

4.2.3 本条给出了由灭火浓度确定灭火设计浓度的原则，其来源

于 NFPA2001《洁净灭火剂灭火系统标准》（2000 年版）。 

4.2.5 本条规定了对于防护区惰化浓度的确定原则。 

4.2.6 本条规定了对于几种可燃物共存或混合时，确定灭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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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或惰化设计浓度的原则。 

4.2.7 本条是根据 ISO14520-1：2000《气体灭火系统(一般要求)》

中7.8条的规定，提出了确定IG-100灭火时抑制时间的一般原则，

�有些标准提出了对于固体深位火灾的抑制时间，一般需 20min

左右。  

4.2.8 考虑了 IG-100 喷放到 后时，�喷头入口压力已低于系统

要求的数值，喷放流量较小，这时的喷放对迅速在防护区建立灭

火浓度不利；认为 98％的 IG-100 在前期(1min 内)即应进入防护

区，所以，�余下的２％虽然 后仍进入了防护区，但考虑 后喷

放不利的一面，将这２％的 IG-100 视为剩余量。 

4.2.9 本条按各种气体灭火剂对组合分配系统的通用规定而定。 

4.2.11 本条考虑到系统可靠性,依据国内对防护区所做的统计调

查及中国的国情而定。 

 

4.4 系统管网布置与计算 

4.4.1 本条对管网的布置设计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1 本条规定了喷头数量与防护区面积的关系。 

2 防止灭火剂喷放使可燃液体溅出。 

4 因为四通分流时流体流向不同而阻力系数相差悬殊，影

响到流量分配极大不均，为使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靠近，因而本

条作了这样的规定。 

4.4.2 IG-100 气体灭火系统是气态单相非稳态流，为保证 IG-100

药剂的均匀分布，有效灭火，系统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人工计

算难度较大，宜采用经认可的专用的计算机程序计算。 

4.5 本条对系统设计技术文件中的重要参数做出了统一具体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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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与控制 

5.0.1 本条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的质量标准。 

5.0.2  IG-100 灭火系统保护的均为消防重点。目的就是自动灭

火，所以必须有自动控制。 

但考虑自动控制有可能失灵，所以要求控制系统应有手动控

制，设在便于操作的地方。但万一两者失灵，例如停电，系统将

无法启动，所以系统也应有机械应急操作。预制灭火装置因其使

用场所及方式限制只能设置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 

5.0.3 本条的规定是为了便于系统检测和调试。 

5.0.4 长期工作时报警系统有可能出现误报，为了避免误报引起

的系统误动作，本条规定了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才能启动灭火系

统。 

5.0.7 本条是为了保证系统经常性的安全可靠而制定，属于基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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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要求 

6  本条所列各款参照了其它灭火剂的系统安全要求而定，尽管

IG-100 在喷放时对人身不产生伤害，但是考虑到火灾发生时烟气

对人体的危害给现场人员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和本能反应及其可

能的后果，本规范仍然作出了对疏散通道、应急照明、产生火灾

时的声光报警、灭火后的通风换气等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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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 

7.1.1 本条各款规定了 IG-100 灭火工程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包

括技术资料、图纸、文件、产品设计说明书、产品出厂合格证，

有生产许可证要求的产品的检验报告等应齐备；施工条件与设计

相符；系统组件及主要原材料与设计相符，这些要求是灭火系统

能否正确安装的首要条件，如有不符，应及时反映，避免造成安

装施工失误而影响系统的可靠性。 

7.1.3 本条各条规定了 IG-100 灭火系统组件施工前的外观检查，

�因为这些组件运到施工现场的过程中，要经历诸多环节，而外观

是反映这些环节是否按技术要求进行工作的直观表现，因此，外

观检查是施工前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条对外观检查共提了四点要

求，另外对 IG-100 储瓶的高度作出了规定，除了安装美观以外，

�主要是考虑到该系统为高压系统，由容器瓶头阀到汇集管若采用

耐高压金属管连接时，高度差太大会形成金属管及瓶头阀之间连

接应力太大而影响强度安全和密封性安全，此规定可尽量降低容

器容积和灭火剂充装率的误差，从而减少对灭火剂的喷射时间和

喷嘴前压力的影响。 

7.1.4 本条对 IG-100 的充装量做出了规定，�是基于超温时压力

升高不利于储存容器的强度安全要求。 

 

7.2  安装 

7.2.1 本条规定了 IG-100 灭火系统施工的依据及施工变更的批

准程序。 

7.2.2 施工中的环节极多，作好施工记录是保证施工质量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方面，施工记录反映了施工前后系统组件的情况。本

条规定了施工记录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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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IG-100 是纯氮气加压充装，�灌装技术要求高，设备要求

高，应在具备充装资质的合格充装单位进行，本条其余各项规定

了人们容易忽视，但又是安装中必须注意的基本要求。 

7.2.4 本条各项对组合分配系统的集流管安装时的通用性技术要

求做出了统一的规定。 

7.2.5 本条各项对选择阀安装的通用性技术要求作了规定，另外

主要是基于操作人员能快速便捷地操作选择阀，所以限定了其高

度；为了检修方便而规定加活接头；为了准确操作而规定标明防

护区名称。 

7.2.6 IG-100 灭火系统启动系统的安装。 

1 本项对电磁启动系统的布线做出了规定，一是为了美观，

便于检查；二是为了保护导线。 

2 以物体重力为启动力的机械装置是从 IG-100 储存容器瓶

头阀的拉柄上引出的拉索，经过控制盒，与能打开瓶头阀并释放

�IG-100 灭火剂的重物连在一起，重物是悬空的，通过控制盒锁

定装置卡住。启动时，重物在下落行程中应保证畅通无阻，再考

虑拉索长期处于拉伸状态及受热膨胀的变形，本项做出了如此的

规定。 

3 �本条的规定对于�IG-100 灭火系统是必要的，�尽管

IG-100 无腐蚀性。这样的规定是基于 IG-100 喷放时管道及支、

框架会受到较大的喷放的反作用力，必须固定牢靠，否则会引起

管道松动甚至断裂或脱落，将影响 IG-100 的输送。长期使用，�

空气中的腐蚀物也会损坏框架并影响美观，所以防腐处理是必要

的。 

4 气体启动管道的安装也同其它管道安装要求一样，应固定

牢靠，整体刚性好，能防止晃动、松动或变形，保持整齐及合理

的间隙。本条按此要求作了这样的规定。 

5、6 �气体启动管道的泄漏会导致气体压力低于灭火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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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压力，产生严重后果，基于此点，本项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7.2.7 IG-100 输送管道的施工。 

1 国家标准 GBJ235《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内容

也适应于 IG-100 灭火系统管道的安装，�本条只针对镀锌防腐处

理及消除施工时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施工质

量。 

2 本项规定是管道穿越建筑构件安装时的常规做法，柔性不

燃材料是指玻璃纤维、硅酸铝纤维、岩棉等。 

3 管道的支、吊架 大间距的限定主要是考虑了管道的刚性

及工作时 大弯矩而定，喷嘴处的支架与喷嘴之间的管道长度不

大于 500mm�的原因也是基于此原因及喷射时管道所受的力。 

4 防晃支架对于管道的牢靠是必需的，不应靠建筑构件套管

防晃。 

7.2.8 IG-100 输送管道的试验、吹扫和涂漆 

1 管道安装完毕后，进行强度试验是为了检查各连接部件的

强度及安装质量。因为 IG-100 额定工作压力较高(15MPa、

20MPa)�，而喷放时管道承受的压力已低于额定工作压力，从强度

和经济性两方面考虑，水压强度试验压力本条遵照 GB50263-97

的要求定为 1.5 倍的额定工作压力。IG-100 喷放时间为 60s，保

压时间规定为 5min�已足以检查出强度的安全性并满足使用实际

情况。 

2 气压强度试验因其安全性的特点，一般不采取超强度要求

试验法，而采用等强度试验法且要采取安全措施。 

3 水压强度试验并不能替代气密性试验，所以水压强度试验

后仍规定了要进行气密性试验。 

4 因为管道在防护区有一定泄漏量并不影响防护区内灭火浓

度的建立，但防护区外则不允许有泄漏。 

5 吹扫管网中的铁锈、尘土、水渍等污物对任何管道都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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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尤其对于 IG-100 喷孔较小的喷嘴更是必需的。 

6 消防涂漆的习惯为红色，本条以此而定。 

7.2.9 喷嘴的安装 

1 喷嘴在 IG-100 的系统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设计是

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管网计算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为了

确定喷孔入口压力及喷孔面积而作，因此喷嘴的型号、规格必须

与设计相符，否则将有可能达不到要求的喷射速率而使灭火失败。 

2 喷嘴在吊顶下安装，美观成为一个基本安装要求，且也能

反映安装质量，本条以此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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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试 

 
8.0.1 IG-100 灭火系统的调试要进行自动控制模拟喷气试验。�

对整个建筑工程而言做到模拟要有代表性，绝不是简单的系统动

作一下，因而必须在其它相关系统、设施均调试完成后才可以进

行 IG-100 灭火系统的调试。 

8.0.2 调试工作应具备的其它资料是指：相关的自动报警系统资

料；防护区开口自动关闭装置资料；防火阀和机械通风设备资料。 

8.0.3 本条规定了参加调试人员资格和调试遵守的原则。 

8.0.4 本条为了确保调试工作顺利进行而定。系统组件和材料是

指：储存容器、瓶头阀、单向阀、集流管、选择阀、压力开关、

启动装置系统、管道及其附件。 

8.0.5 本条规定了调试报告的内容。 

8.0.6 本条各项规定了调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及调试工作的内容

和应达到的要求。主要是依据调试工作是为了检查灭火系统操作

的可靠性，尤其是自动操作的可靠性而定。对备用 IG-100 储存

容器的切换操作试验合格要求同于主储存容器的模拟喷气试验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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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竣工验收 

9.0.1 本条规定了验收工作组织单位及参加单位，目的是集中各

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把关，从不同角度出发，发现问题时各

负其责，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验收后的 IG-100 灭火系统不

含隐患，安全可靠地运行。 

9.0.2  竣工验收的技术资料，是 IG-100 灭火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的软件条件，是消防监督的基础，也是评价系统质量的依据，更

重要的是便于用户的操作，维护和管理，所以必须齐备。 

9.0.3  IG-100 灭火系统能否达到设计要求的防护目的，�不仅取

决于系统设计、施工和产品质量，还涉及到防护场所，系统设备、

管道，与灭火系统联动的有关设施、设备，合格的系统才能保证

灭火系统发挥功效，因此本条列出这些内容要求对其进行全面检

验。 

 

9.1  防护区和储瓶间的验收。 

9.1.1 本条是根据组合分配系统全淹没灭火方式对防护区的技术

要求而定的。组合分配系统要求对防护区要有合理正确的划分；

全淹没方式则对防护区的用途、位置、开口、通风、几何尺寸、

环境温度及可燃物种类都有要求，否则达不到灭火设计浓度和抑

制时间而使灭火失败。 

9.1.2 尽管设置了自动灭火系统，但本条所列防护区的安全设施

仍是必需的，国际标准及国外先进标准均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这

些项目仍然应作为验收内容。 

9.1.3 储瓶间的位置、通道、耐火等级、应急照明及地下储瓶间

的机械排风装置关系到灭火系统的可靠性和人员安全，所以列入

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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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设备验收 

9.2.1 本条所列内容乃是本规范前面相关各章对储存容器要求的

综合，应为验收的重点。 

9.2.2  IG-100 的充装量检查 好的方法是根据温度压力曲线确

定充装量，本条列出了该曲线作为检查验收时用，也作为系统运

行后维护检查用。 

9.2.3 本条为集流管验收时的全部内容，应结合本规范前面相关

各章对集流管的要求进行验收。 

9.2.4 灭火系统的启动装置形式各种各样，可能是独立的，也可

能和瓶头阀、选择阀设计在一起，本规范前面相关各章已对启动

系统要求作了规定，本条列出了启动系统应验收的项目作为验收

重点。 

9.2.5 本条规定了选择阀验收时应检查的项目，即不应只检查选

择阀的数量、型号和规格，还应检查其位置、固定情况、标志及

安装质量。 

9.2.6 设备的手动操作处，应为操作人标明对应防护区名称，避

免应急时误操作。因手动操作为自动操作必不可少的补充，一般

情况下不用，为避免意外的误动作，应将安全销是否加铅封和防

护罩列为验收项目。 

9.2.7 IG-100 输送管道施工的质量将影响灭火系统使用的次数

和使用寿命，本规范前面相关各章已对其要求作了规定，本条列

出应检项目作为验收时必检的内容。 

9.2.8 喷嘴的技术要求本规范前面相关各章均有规定，本条列出

的项目均为验收必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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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系统功能验收 

9.3.1 本条列出了 IG-100 灭火系统验收时应进行的两次功能试

验，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均为非破坏性的操作试验。 

9.3.2 本条规定了模拟自动启动的试验方法及要求，检查从火灾

报警到灭火系统阀门启动系统装置之间的操作情况。应确定试验

的方法和步骤，防止 IG-100 的误喷。如启动机构与灭火系统阀门

不连为一体，则应拆开试验，如为不可拆启动机构，则应从启动

机构以前断开，接上可以检测要求数据的仪表、器械来进行试验，

并应达到本条各项规定的要求。 

9.3.3 模拟喷气试验是对灭火系统所有装置工作可靠性进行的试

验性检验，包括与灭火系统应联动的设备。 

9.3.4 本条规定了模拟喷气试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对全部防护区

进行模拟喷气试验的要求，以便检查出系统存在的全部问题，确

保系统能达到可靠运行的目的。 

9.3.5 有 IG-100 备用储存的防护场所，主、�备用量的验收要求

应完全相同，且又加了一个切换试验环节，因而更应引起验收重

视。 

9.3.6 本条规定了验收报告的内容。 

9.3.7 竣工验收时，灭火系统要进行一系列检查和试验，灭火系

统将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规定验收合格后将灭火系统恢复

到正常工作状态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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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护管理 

10.0.1  本条规定了维护和检查 IG-100 灭火系统人员的素质要

求。因为 IG-100 灭火系统涉及的专业面较广，�因而必须具备一

定的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才能胜任。 

10.0.2  IG-100 灭火系统投入使用时，又经过了验收环节，�所

以本条在验收准备阶段提交的资料基础上，又加了竣工验收报告，

系统的操作规程和检查、维修记录图表，作为必备的文件资料。 

10.0.3  本条目的是对 IG-100 灭火系统的检查形成制度规定，�

避免随意性，确保灭火系统长期安全运行。 

10.0.4  本条各项规定了 IG-100 灭火系统每月两次检查的内容

及要求，是维护管理人员必须每月进行的工作内容。 

10.0.5  本条各项规定了 IG-100 灭火系统每年进行两次全面检

查的内容及要求。因为周期较长，整个防护场所可能会有人们忽

视的违背了灭火设计要求的变化，所以规定了全面检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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