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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2039:2019《固定污染源排放 燃料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和氧气质量浓度的测定 自动测量系统的性能特征》。
本文件与ISO12039:2019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文件与ISO12039:2019

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文件与ISO12039:2019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文件名称改为《气体分析 一氧化碳含量、二氧化碳含量和氧气含量在线自动测量系统 性

能特征的确定》;
———对ISO12039:2019中的描述和计算错误进行了更正,附录C中给出了更正之处及其原因一

览表;
———将表I.1、表I.2和表I.4中原位式测量系统的响应时间均改为90s;
———修改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气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瑞恒测控设备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市环境监测站、深圳市诺安环境安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湖
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华云分析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船重工(邯郸)派瑞特种气体有限公

司、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空气净化产品及气体检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苏州

市计量测试院)、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眉山福斯达新锐气体有限公司、上海华爱色谱分析技术

有限公司、天津联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西南化工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双流分公司、上海申南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深圳供

电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福芬、曲庆、叶科、戴玄吏、荀其宁、傅铸红、刘科、朱林、卿添、徐远远、焦楚壹、

唐青云、郑秋艳、王凯、耿彦红、蔡金、方华、叶相平、廖恒易、陈艳珊、李佳泽、廖正尧、陈雅丽、方艾黎、
唐霞梅、李威、孙日超、刘永刚、于长青、叶树全、许峰、张文申、刘霞、侯倩倩、陈洁、吴靓、唐峰、唐念、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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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 一氧化碳含量、二氧化碳
含量和氧气含量在线自动测量系统

性能特征的确定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在线自动测量系统(AMS)的术语、定义以及符号和缩略语,给出了AMS的简介,描
述了AMS的选择方法,确立了AMS的性能特征和判断标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以及测定报告

应包含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气体中一氧化碳(CO)含量、二氧化碳(CO2)含量和氧气(O2)含量测定的抽取式和原

位式(非抽取式)AMS。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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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850 气体分析 词汇(GB/T14850—2020,ISO7504:2015,IDT)

GB/T36090 气体分析 在线自动测量系统质量保证指南

GB/T40870 气体分析 混合气体组成数据的换算(GB/T40870—2021,ISO14912:2003,

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14850和GB/T3609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并行测量 parallelmeasurements
采用参考方法同时用性能特征待确定的 AMS对同一管道中同一平面上距离较近的两点进行测

量,提供成对的测量值。

3.2 
被测量 measurand
被测定的特定量。
[来源:ISO/IECGuide98-3:2008,B.2.9,有修改]

3.3 
标准物质 referencematerial
浓度已知且在规定范围内的纯物质或混合物质,或具有已知特性的设备。
注:通常使用的气体标准物质/标准样品、气室、光栅或滤光片。

[来源:ISO14385-1:2014,3.20]

1

GB/T40789—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