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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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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与 GB/T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20001《标准编写规则》和 GB/T20004

《团体标准化》共同构成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 T/CSMT-00*－20XX《医用气体系统检验检测方法》系列标准的第 4部分：医用中心供氧系统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T/CSMT-00*－20XX《医用气体系统检验检测方法》系列标准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医用气体系统检验检测方法 通则 

-----第 2部分：医用气源与终端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3部分：医用中心吸引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4部分：医用中心供氧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5部分：医用分子筛制氧设备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6部分：医用牙科供气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7部分：医用麻醉与呼吸废气排放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参考 BS EN ISO7396-1-2016 《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第 1 部分：压缩医用气体和真空装置的管

道系统》(Medical gas pipeline systems Part1:Pipeline systems for compressedmedical gases and 

vacuum)起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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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潍坊市计量测试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潍坊市计量测试所、烟台市标准计量检验检测中心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 健 樊凤菊 张 涛 李奕臻 王海霞 单文春 孙玉林 郭盛超 邢玉彬 刘 丽   

韩子敏  王大伟 从文龙 武文君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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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引     言 

 

随着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医用气体系统与传统的床边气瓶供气相比具有应用科学、使用高

效、成本低廉、储运简便、工作连续等优点，现已推广应用到全国的各级医疗机构。在医疗机构广泛的应

用在急诊室、抢救室、手术室、重症监护、高压氧舱及住院病房等科室，是医务工作必备的预防、诊断、

治疗与康复的医疗设备。医用气体系统在安装与运行时存在着诸多的质量与安全问题，关系到病人的生命

健康。本文件是为了规范医用中心供氧系统的检验检测工作，提高质量控制水平，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而

制定。对于加强医用气体系统的质量监管，依法规范系统的生产安装市场，提高业内人员的质量意识，促

进医疗高质量发展，维护医疗公平交易，为患者提供安全精准的医疗，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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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气体系统检验检测方法 

第 4 部分：医用中心供氧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用气体系统的医用中心供氧系统（简称供氧系统）的技术要求、试验原理、试验方

法、检验检测规则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医用中心供氧系统的生产、安装、新建、改建、扩建、验收及使用维护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条款。本标准批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

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8982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 

GB50030氧气站设计规范 

GB50751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GB16912-2008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GB/T3863工业氧 

GB/T13277.1压缩空气 第一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 

GB51039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9706.1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YY 0801.1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终端气体压缩真空终端  

YY 9706.269医用电气设备 第 2-69 部分：氧气浓缩器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YY/T0187医用中心供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YY/T1439.2医用气体压力调节器 第 2 部分：汇流排压力调节器和管道压力 

YY/T1522连接到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终端的流量测量装置 

WS345医院医用气体系统运行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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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  Medical Center oxygen supply system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是医用气体系统的组成部分。该系统将不同方式制成的医用氧气集中在中心供氧

站，通过供氧减压阀装置和管道输送到手术室、抢救间、重症监护、治疗室和各个病房的终端处，用于

医院集中供氧的系统。是由中心供氧站、管道、阀门、报警装置及供氧终端等部分组成。 

3.2 氧气站 oxygen station［GB50030-2013,2.0.1］ 

氧气站是医用中心供氧系统的组成部分，通常组合在医用气源中，是采用低温法或常温法制取和供

应氧、氮、氩等空气分离产品，按工艺要求设置的制氧站、液氧站或者压氧站、室外工艺设备以及其他

有关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统称。 

3.3 制氧站 oxygen produce station［GB50030-2013,2.0.2］ 

布置制取氧气和其他空气分离产品工艺设备的主要及辅助生产间的建筑物。 

3.4 罐氧站 oxygen pouring station ［GB50030-2013,2.0.3］ 

布置压缩、充灌并储存输送氧气、氮气、氧气和其他空气分离产品工艺设备的主要及辅助生产间的

建筑物。 

3.5 中心供氧站 Central oxygen station ［YY/T0187-1994，3.2］ 

是集中存放医用氧气气源的建筑物。氧站的供氧方式有：氧气瓶组供气、液氧供氧及液氧与气瓶组

联合供氧。 

中心供氧站内医用中心供氧系统的设备：氧气瓶供氧有高压氧气瓶、汇流排、减压装置、管道及报

警装置等组成；液氧供氧由液氧罐、气化器、好减压装置、管道及报警装置等组成。 

3.6 汇流排 Confluence［YY/T0187-1994，3.3］ 

由适当数量的氧气瓶、管道、阀门和仪表等器件组成。 

3.7 供氧终端 Oxygen terminal［YY/T0187-1994，3.4］ 

供氧终端是指医用中心供氧系统中管道系统的末端。它装有快速接口插座、可插入氧气湿化器、麻

醉机或呼吸机等医疗器械的气体插孔。 

4供氧系统技术要求 

4.1 供氧系统终端要求 

4.1.1供氧终端流量要求：≥10 L/min； 

4.1.2系统管道直径保证终端压力要求：普通病房处≥0.2MPa；医疗器械终端处≥0.4 MPa； 

4.1.3供氧终端要求：采用快速接头，装卸要有灵活性、互换性、气密性与阀门的自动关闭性。应区别 

其他快速接头，以防止插错； 



DB42/T ××××—×××× 

3 

4.1.4手术室和抢救室终端设置要求：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氧气终端。 

4.2 供氧系统管道要求 

4.2.1供氧系统管道架设间距要求：氧气管道与燃气、燃油管道共架间距大于 0.5m； 

4.2.2供氧系统管道敷设要求：氧气管道穿过墙或地板时应敷设在套管内、套管内管段不得有焊缝和连

接接头、管道不允许暗埋在建筑结构和管井内、管道不允许与导电线路和电缆共架敷设； 

4.2.3供氧系统氧气管道支承间距：符合《YY/T0187-1994》表 1要求； 

4.2.4 供氧系统最远管道压力损失要求：≤10%； 

4.2.5供氧系统安全阀性能要求：安全阀应在（1.1～1.25）倍的最高管道工作压力下启动； 

4.2.6供氧系统管道耐压要求：管道压力应维持试验压力至少 10min，管道应无泄漏、外观无变形为合

格； 

4.3 供氧系统控制要求 

4.3.1供氧系统控制室和气瓶室与液氧罐室氧浓度：＜23.5%； 

4.3.2供氧系统控制室及气瓶室温度：（10～38）℃； 

4.3.3供氧系统汇流排气瓶组数及气瓶数：气瓶组要求两组（或多组），瓶数≤20瓶； 

4.3.4供氧系统室外液氧罐与公共场所距离：应大于 7.5m； 

4.3.5供氧系统室外液氧罐隔离墙高度：应高于 2.4m； 

4.3.6 供氧系统室内液氧罐放置物品检查：不允许有易然物品； 

4.3.7 供氧系统切换性能：能手动和自动切换； 

4.3.8 供氧系统的总管应设可遥控的紧急切断阀。［GB 50030-2013，4.0.25］ 

4.3.9医院医用氧品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GB8928的有关规定；［GB 50030-2013

氧气站设计规范 4.0.25］ 

4.4 供氧系统报警要求 

4.4.1供氧系统欠压报警要求：供氧系统工作压力低于报警压力时，应有同时声、光报警，报警压力误

差不大于 3%；声报警要求在 55dB（A）噪声环境下, 在距报警处 1.5m 的范围内能听到报警声；光报警

能在距离 4m、视角小于 30°处能清楚看到红色光报警； 

4.4.2供氧系统报警装置：采用本质安全型电路。 

4.5 供氧系统洁净度要求 

4.5.1 供氧系统管道洁净度检查：脱脂后氧气管道应无污物、油渍，氧气应无异味； 

4.5.2 供氧系统过滤器要求:供氧系统中氧气汇流排的减压器之前要求过滤器孔径＜25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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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6912-2008,8.4.4］ 

4.6 供氧系统气密性（又称泄漏率）要求 

4.6.1供氧系统管道在最高工作压力下一小时泄露率：应＜0.5%； 

4.7 供氧系统接地电阻要求 

4.7.1供氧系统接地电阻＜100Ω； 

4.8 供氧系统试验工作环境要求 

4.8.1环境温度:(5〜40)℃； 

4.8.2相对湿度:(30〜75)%； 

4.8.3大气压力:(70〜106)kPa； 

4.8.4工作电源: 频率：50Hz±1Hz；电压：三相 380V±30V；单相 220V±22V。 

4.9 其他条款应符合 GB 50751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和 YY/T0187医用中心供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的有

关规定。 

5供氧系统检验检测规则 

5.1 本文件设计的“技术要求”进行常规试验和验收与维护试验时，分别采用“试验”与“检查”两种

方式。一是针对需要出具试验数据的“技术要求”采用“试验”方式介绍方法，包括：试验原理、试验

条件、试剂或材料、仪器设备、试样、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及试验点等内容；二是对无需出具试验

数据的“技术要求”，采用“检查须知”的方式介绍方法，由检查人员根据“检查须知”进行目视检查

判定结果。 

5.2 本文件中的“4.2.1、4.2.2、4.2.3、4.2.4、4.2.5”条款只进行验收和维护试验，其余项目依据

本文件规定进行常规试验； 

5.3 本文件 4.4条款报警装置试验可在运行中状态下进行常规试验； 

5.4 供氧系统的终端进行压力与流量试验时，要求对每一管道支路（或每一病房科室）抽查 25％的终端

数。［GB 50751-2012,11.3.4］ 

5.5 供氧系统管道洁净度试验时抽查供氧系统终端总数的 10%（至少 5处）； 

5.6 氧气管道安装后应进行压力及泄露性实验，实验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GB16912-2008，8.6.3］ 

5.6.1氧气管道的压力试验介质应用不含油脂的干净水或者干燥空气、氮气应注意安全。防止发生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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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设计压力大于 4.0MPa 时，氧气管道禁止用气体做压力试验。试验用介质应是无油、干燥、洁净

的空气或氮气，试验压力等于管道设计压力。 

5.6.2氧气压力试验合格后应进行泄露性实验，试验用介质应是无油、干燥、洁净的空气或者氮气，试

验压力等于管道设计压力。 

5.7 对于瓶装氧以生产厂一个操作班次或一次充灌的产品批次，用户以同一车载量或同批进货量批，按

批量的 2%随机抽样进行检验，抽样量不少于 2瓶，也不多于 5瓶； 

5.8 本文件对标准 YY/T0187 中 “供产品材料的检验合格报告” 的要求不做常规检验，只要求在系统

安装投入前提供产品材料的检验合格报告； 

5.9 对医用氧气系统试验时，为防止危险应使用医疗空气或氮气进行。本款规定系针对国内医院普遍床

位多、同时使用量大而制定，以保证管路系统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 

5.10其他条款应符合 GB 50751-2012的规定； 

5.11医用中心供氧系统试验合格后，医用气体系统方可提交验收； 

5.12 试验所用的测量仪器、仪表应经过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合格或校准结果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并在

有效期内。 

5.13医院医用氧供应应符合下列规定：［GB 50030-2013氧气站设计规范 4.0.25］ 

5.13.1医用氧气品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GB8928的有关规定； 

5.13.2 应根据医用氧气数量和所在地的氧气供应情况，经综合比较选择氧气汇流排、液态氧或自设常

温变压吸附制氧装置生产氧气；当采用常温变压吸附制氧装置制取氧气时，应符合现行标准及产品说明

书有关规定；（本条时修改采用）。 

5.14在对系统的终端使用压力与流量试验与验收时，在每一管道支路中选取管道长度上相对均布的（或

每一科室）25%的终端数，每一终端均应符合 GB 50751-2012“表 3.0.2”中的压力与流量指标要求。其

中终端的输出流量可以是末端相邻的两个终端组件的数据；［GB 50751-2012,11.3.4 修改采用］ 

5.15结合 WS345-2013《医院医用气体系统运行管理》中的 4.3管理职责、4.4人员要求、4.5管理制度、

4.6 档案管理、4.8 系统验收、测试和试运行和 5 主要设备运行要求，制定医用气体系统的管理与运行

文件。 

6供氧系统试验方法 

6.1 供氧系统试验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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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了解被检系统近期使用情况，有无调修及保养维护； 

6.1.2记录被检系统的名称、型号、生产厂家、编号和被检单位名称； 

6.1.3查看上次检验检测结果； 

6.1.4阅读使用说明书和注意事项； 

6.1.5试验前了解系统的安全须知； 

6.1.6做好试验系统开机准备； 

6.1.7所用试验设备的计量性能应经计量部门校准，性能满足相关技术要求。 

6.2 供氧系统终端试验方法  

6.2.1供氧终端流量试验方法 

6.2.1.1试验原理：在运行状态下将试验设备接入供氧终端，通过调节氧流量调节阀，直接测量终端出

口处的氧气流量，符合供氧终端流量≥10 L/min的要求。 

6.2.1.2 试验设备：气体流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60）L/min，准确度等级 4 级（或者用流量上

限大于 10 L/min的氧气湿化器）； 

6.2.1.3试剂或材料：无需。 

6.2.1.4试样：供氧系统。 

6.2.1.5试验步骤 

a将试验设备用耐压软管连接，置于供气系统的终端，并检查确无漏气时开始试验； 

b开起试验气体流量计，测量供氧终端出口处的输出流量；  

c待测流量示值稳定后读取试验设备测量示值,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为测量值； 

d对每一管道支路（或每一病房科室）抽查 25％的终端数； 

e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2.1.6试验点：供氧系统终端处。 

6.2.2供氧系统终端压力试验方法  

6.2.2.1试验原理：在运行状态下将试验设备接入供氧终端直接测量氧气压力，符合供氧系统普通病房

终端压力≥0.2MPa，接医疗器械终端压力≥0.4 MPa的要求； 

6.2.2.2试验设备：压力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MPa，准确度等级 0.5级； 

6.2.2.3试剂或材料：无需。 

6.2.2.4试样：供氧系统。 

6.2.2.5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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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试验设备用耐压软管连接，分别接入供气系统的医疗器械终端及普通病房终端处，在检查

确无泄漏时开始试验； 

        b开启试验设备分别在医疗器械终端及普通病房终端处测量终端氧气压力； 

c待测氧压示值稳定后，读取试验设备测量示值,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为测量值； 

d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2.2.6试验点：供氧系统终端处。 

6.2.3供氧系统终端检查 

6.2.3.1 检查须知：检查人员按照本条文规定均匀布局系统（或科室）抽查供氧终端，检查供氧终端

是否采用了快速接头。然后将器械插头（或氧气吸入器）插头插入要检查的终端，反复插入拔出二次，

查看插头与终端之间的插卸灵活性、互换性、气密性与阀门的自动关闭性，并且保证不能插接其他功能

的快速接 

d 重复测量三次，读取示值取平均，计算出终端的抽气速率：≥30L/min。 

头。检查地点：供氧系统终端。 

6.2.4手术室和抢救室终端设置检查 

6.2.4.1检查须知：检查人员按照本条文规定目视检查手术室和抢救室内吊塔和墙壁的氧气终端数，应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氧气终端； 

6.3 供氧系统管道试验方法 

6.3.1供氧系统管道架设间距试验方法 

6.3.1.1试验原理：找到氧气管道共架处，用试验设备直接测量共架管道之间的距离，其管距要求大于

0.5m，且共架部分不得有阀门及连接接头； 

6.3.1.2试验设备：长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5）m，准确度等级 2级。 

6.3.1.3试剂或材料：无需。 

6.3.1.4试样：供氧系统。 

6.3.1.5试验步骤 

        a找到氧气管道共架处，用试验计量器具直接测量共架管道外径之间的距离； 

        b 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3.1.6试验点：供氧气管道共架处。 

6.3.2供氧系统管道敷设检查 

6.3.2.1 检查须知：检查人员在验收与维护时目视检查供氧系统氧气管道穿过墙或地板时应敷设在套管

内、套管内管段不得有焊缝和连接接头、管道不允许暗埋在建筑结构和管井内、管道不允许与导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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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缆共架敷设； 

6.3.3氧气管道支承间距试验方法 

6.3.3.1试验原理：试验根据管道直径要求，用试验设备点对点的直接测量相邻两个管道支承点之间的

直线距离，要符合 YY/T0187 的相关要求。 

6.3.3.2试验设备：长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5）m，准确度等级 2级。 

6.3.3.3试剂或材料：无需。 

6.3.3.4试样：供氧系统。 

6.3.3.5试验步骤 

a均匀抽查每段氧气管道相邻两个管道支承点，每段氧气管道抽查二处，每处测量一次； 

b用长度计量器具直接测量管道支承点之间的距离; 

c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3.3.6试验点：供氧系统管道支承点。 

6.3.4供氧系统最远管道压力损失试验方法 

6.3.4.1试验原理：在供氧系统验收与维护时将手术室、抢救室和重症监护室每个床位终端全部打开，

每个床位终端输出氧气总流量调节至 10L/min，病房及其它治疗室终端打开 20%（至少 5处），在每个终

端输出氧气流量调节至 5L/min，用外接压力表直接测量距中心供氧站最远处病房终端、手术室、抢救

室和重症监护室供氧终端的输出压力；在供氧系统的运行状态下，用外接压力表直接测量距中心供氧站

最远处病房终端、手术室、抢救室和重症监护室供氧终端的输出压力。分别在以上述两种工作状态下，

同时测量同一工作压力管道系统的减压器出口压力和管道末端压力测量三次取平均，其压力损失应≤

10%；按下式计算： 

P＝（Psj-Psi）/Psi×100%                             (1) 

式中： P-管道压力损失，%； 

Psj—管道末端压力，MPa； 

Psi—减压器出口压力，MPa； 

6.3.4.2试验设备：压力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MPa，准确度等级 1.0级； 

6.3.4.3试剂或材料：无需。 

6.3.4.4试样：供氧系统。 

6.3.4.5试验步骤 

a将压力计量器具用耐压软管连接，分别接入供氧系统的距中心供氧站最远处病房终端、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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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抢救室和重症监护室供氧终端处，在检查确无泄漏时开始试验； 

        b开启压力计量器具对供氧系统中距离氧站最远处的手术室、抢救室或重症监护室用于连接医

疗器械终端处的氧气压力进行直接测量； 

c待测氧压示值稳定后，读取试验设备测量示值,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为测量值； 

d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3.4.6试验点：供氧系统距中心供氧站最远处病房终端、手术室、抢救室和重症监护室供氧终端。 

6.3.5供氧系统安全阀性能试验方法 

6.3.5.1 试验原理：供氧系统在验收与维护时试验安全阀性能。供氧系统在加入（1.1～1.25）倍的最

高管道工作压力时安全阀应开启，安全阀开启排放时应保证管道工作压力不大于管道最高工作压力的

1.25 倍；回调减压器，放掉管中气体，当管道压力降至 Ph时安全阀应回座，安全阀的回座压力应小于

管道最高工作压力；此时安全阀试验符合要求。 

6.3.5.2试验设备：压力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MPa，准确度等级 1.0级； 

6.3.5.3试剂或材料：无需。 

6.3.5.4试样：供氧系统。 

d其测量结果符合≥ -70kPa或≤-20kPa；  

6.3.5.5试验步骤 

a将试验设备用耐压管接入供氧系统，在检查确无泄漏时开始试验； 

b 试验时调整减压器使管道压力上升至管道最高工作压力的（1.1～1.25）倍，安全阀应开启

放气，用试验设备测量安全阀开启压力 Pk，继续调整减压器使管道压力不再升高（不大于管道最高工作

压力的 1.25 倍)；随后回调减压器，放掉管中气体，当管道压力降至 Ph时安全阀应回座，用试验设备

测量安全阀回座压力 Ph；  

c待测氧压示值稳定后，用压力计量器具直接测量管道压力安全阀开启压力示值 Pk和安全阀回

座压力示值 Ph，并观察安全阀应开启或回座过程，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为测量值； 

d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3.5.6试验点：供氧系统减压器后的安全阀附近。 

6.3.6供氧系统管道耐压检查 

6.3.6.1 检查须知：检查人员在验收与维护试验期间将管道内通入无油压缩空气或氮气， 通入压力为

管道最高工作压力的 1.25倍,保持 10min。用皂膜检查各接头、管道无渗漏气泡，用视觉检查无变形。 

6.3.6.2试剂或材料：自配皂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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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供氧系统控制试验方法 

6.4.1供氧系统汇流排和气瓶室与液氧罐室内氧浓度试验方法 

6.4.1.1试验原理：用试验设备在供氧汇流排和气瓶储放室与液氧罐室内直接测量空气中的氧浓度，其

测量结果氧浓度＜23%。 

6.4.1.2试验设备：便携式氧浓度仪，测量范围：氧浓度（0～100）%；准确度 ≤±2％； 

6.4.1.3试剂或材料：无需。 

6.4.1.4试样：供氧系统。 

6.4.1.5试验步骤 

a在供氧汇流排和气瓶室与液氧罐室内，均匀分布确定四角和中心共 5处的测量点； 

b开启试验设备，对确定的室内测量点的氧浓度进行测量； 

c对测量点上测量值，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量示值； 

d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4.1.6试验地点：供氧汇流排和气瓶室与液氧罐室内。 

6.4.2供氧系统控制室及气瓶室温度试验方法 

6.4.2.1试验原理：用试验设备直接测量供氧系统控制室及气瓶室内的环境温度在（10～38）℃之间。 

6.4.2.2试验设备：温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00）℃，分度值 0.1℃； 

6.4.2.3试剂或材料：无需。 

6.4.2.4试样：供氧系统。 

6.4.2.5试验步骤 

a在供氧系统控制室及气瓶室内，选择任意对角线 2处和中心共 3处的测量点； 

并能保持长期排水不外泄。 

b开启试验设备，对确定的测量点进行环境温度的测量； 

c对测量点上测量值，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量示值； 

d对测量示值计算，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4.2.6试验地点：供氧系统控制室及气瓶室。 

6.4.3汇流排气瓶组数及气瓶数检查 

6.4.3.1检查须知：检查人员查看汇流排安装现场的气瓶组数与气瓶数符合两组（或多组）≤20瓶要求。

检查地点：供氧站测控制间室。 

6.4.4供氧系统室外液氧罐与公共场所距离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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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1试验原理：在供氧系统供氧站液氧罐处，以液氧罐外壁为基准，用长度计量器具对液氧罐与各

类建筑的最近距离进行测量，取测量最近的距离为结果应大于 7.5m；  

6.4.4.2试验设备：长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5）m，准确度等级 2级。 

6.4.4.3试剂或材料：无需。 

6.4.4.4试样：供氧系统。 

6.4.4.5试验步骤 

a在供氧系统供氧站液氧罐处，以液氧罐外壁为基准，用试验设备对液氧罐与各类建筑的最近

距离进行测量； 

b开启试验设备，对确定的基准点对液氧罐与各类建筑之间的直线距离进行测量； 

c判断基准点上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4.4.6试验地点：供氧系统供氧站液氧罐处。 

6.4.5供氧系统室外液氧罐隔离墙高度试验方法  

6.4.5.1试验原理：在供氧站液氧罐处，用长度计量器具对液氧罐隔离墙的高度进行测量，取测量最短

的距离为试验结果，应高于 2.4m。 

6.4.5.2试验设备：长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5）m，准确度等级 2级。 

6.4.5.3试剂或材料：无需。 

6.4.5.4试样：供氧系统。 

6.4.5.5试验步骤 

a在供氧系统供氧站液氧罐处，以液氧罐隔离墙底部为基准，用试验设备对液氧罐隔离墙底部

到顶部的最短距离为试验结果； 

b判断最短距离的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4.5.6试验地点：供氧系统供氧站液氧罐处。 

6.4.6供氧系统室内液氧罐放置物品检查 

6.4.6.1检查须知：检查人员在检查液氧罐的周围不能有放易燃与无关的物品；检查地点：液氧罐间 

6.4.7 供氧系统切换性能检查 

6.4.7.1 检查须知：检查人员降低一组氧气管道内的气源压力，当压力降到切换压力值时，压力控制

阀应能自动（或手动）切换到另一组气瓶供气，切换时供气不间断，共检查 3 次能手动和自动切换。

检查地点：供氧系统供氧站。 

6.4.8供氧系统的总管遥控紧急切断阀的性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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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1 检查须知：在供氧系统非运行时检查紧急切断阀的性能。检查人员在供氧系统的总管上找到

紧急切断阀，检查其遥控性能，共检查 3次应符合要求。检查地点：供氧系统供氧站。 

6.4.9医院医用氧品质试验方法 

6.4.9.1本条款的试验原理、试验设备、试剂或材料、试样、试验步骤采用本系列标准《第 5部分：医

用分子筛制氧设备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的“5.3.1至 5.3.9”条款进行试验； 

6.4.9.2医用氧的取样规则执行本系列标准《第 5部分：医用分子筛制氧设备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的

“5.3.20医用氧取样规则”； 

6.4.9.3医用氧的试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用及航空呼吸用氧》GB8928 的有关规定。 

6.5 供氧系统报警实验方法 

6.5.1供氧系统欠压报警试验方法 

供氧系统欠压报警要求：供氧系统工作压力低于报警压力时，应有同时声、光报警，报警压力误差不大

于 3%；声报警要求在 55dB（A）噪声环境下, 在距报警处 1.5m的范围内能听到报警声；光报警能在距

离 4m、视角小于 30°处能清楚看到红色光报警； 

6.5.1.1试验原理：通过关闭供氧气源，缓慢放出供氧管道中的气体，管压下降至启动声、光报警时，

用压力测量计量器具直接测量报警压力值，反复试验三次，其报警压力误差其报警误差不大于 3%。其

声报警人在距 1.5m报警处，在 55dB（A）噪声环境下,应能清楚听到报警声；其光报警能在室内照度 100lx

的环境下，距离 4m、视角小于 30°处能清楚看到红色光报警。 

6.5.1.2试验设备：压力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MPa，准确度等级 1.0级； 

                  声压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35～130）dB，准确度等级 2 级； 

照度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10000）lx，示值误差±4%； 

长度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5）m，准确度等级 2级； 

6.5.1.3试剂或材料：无需。 

6.5.1.4试样：供氧系统。 

6.5.1.5试验步骤 

第一压力试验：a将接入（或配装）压力试验设备时，检查确无泄漏时开始试验； 

b 通过关闭供氧气源，缓慢放出供氧管道中的气体，管压下降至(普通终端压力 

195kPa 或器械终端压力 395kPa 时)启动声、光报警时，用压力试验设备直接测量报警压力值，反复试

验三次，读取压力试验设备的示值,取平均值为测量值； 

c 记录并计算报警压力误差（%）=（预置报警压力值-实测报警压力值）/实测报警



DB42/T ××××—×××× 

13 

压力值，试验结果报警误差不大于 3%符合要求； 

第二噪声试验：a长度计量器具分别测量确定噪声试验点的 1.5m处和测量照度试验点的 4m处的位

置； 

              b用噪声试验设备在试验点 1.5m处测量噪声三次，取平均值为测量值； 

c 在试验结果不低于 55dB（A）时，在距 1.5m 报警处应能清楚听到报警声符合要

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第三照度试验：a用照度试验设备在试验点 4m处测量照度三次，取平均值为测量值； 

          b在室内照度的测量值达到 100lx 的环境下，在 4m与视角小于 30°的试验点处能

清楚看到红色光报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5.1.6试验点：供氧系统报警装置。 

6.5.2报警装置电路检查 

6.5.2.1检查须知：人员检查安装和设计电路的技术认定证明文件，应采用本质安全型电路。 

6.6 供氧系统洁净度试验方法   

6.6.1供氧系统过滤器检查 

6.6.1.1检查须知：检查人员首先目视确定过滤器安装在供氧系统中氧气汇流排的减压器之前，一股安

装在供氧系统即将进入病房总管道前端的管道上，此处装有输入氧气的管道叉头，管道叉头里装有装有

符合氧气过滤孔径的过滤器。管道叉头一端连接供氧的总输入端，管道叉头另一端连接进入病房的供气

端。打开管道叉头的堵头，可取出过滤器查看孔径是否＜25µm。检查地点：供氧站测控制间室。  

6.6.2供氧系统管道洁净度检查 

6.6.2.1检查须知：人员按照本文件检验检测规则 5.6 的规定抽查供氧系统终端总数的 10%（至少 5处），

接入氧气吸入器，调节适应流量，在用白绸布对正终端，吹出的氧气方向吹气 1min，查看白绸布上应

无污物、油渍，吹出的氧气应无异味。检查地点：供氧系统终端。 

6.6.3供氧系统管道洁净度试验方法  

6.6.3.1 试验原理：颗粒物试验时，应在 150L/min 流量下至 少进行 15s,并应使用含 25µm 孔径滤布、

直径 50mm 的开口容器进行试验，不应有残余物，应符合颗粒物的大小不应超过 25µm。试验点：供氧

系统终端； 

6.6.3.2 试验设备：管路内特殊污染物定性测试设备如下图 1： 



DB42/T ××××—×××× 

14 

试验污染物的方法和规定依据 ISO7396-1-2016：测试应使用如的设备，在 150L/min流量下至少进行

15s。 

图 1管路内特殊污染物定性测试设备 

1—能更换使用各种专用气体接头的部分； 

2—可承受 1MPa压力的过滤网支架 

3—直径 50mm 的滤网，滤网孔径为 25µm； 

4一可调节或更换的喷嘴，在吹扫或测试压力下能通过 150L/min流量的气流。 

6.6.3.3材料：直径（8～12）mm耐压软管和直径 50mm、孔径 25µm的滤网、直径（8～12）mm耐压软管

掐子及供氧终端插头。 

6.6.3.4试样：供氧系统。 

6.6.3.5试验步骤 

a 将试验设备打开放入孔径为 25µm 的滤网密封后放好试验设备，用耐压软管连接试验设备与

供氧终端插头，在检查确无泄漏时，插入终端开始试验；  

        b 开启流量控制器调整流量，用流量计量器具直接测量流量到 150L/min，工作在（15～30）s

停止测量；将试验设备打开取出滤网，观察滤网上应无污物、油渍，吹出的氧气应无异味。 

c 按照本文件检验检测规则 5.6规定，抽查供氧系统终端总数的 10%（至少 5处）； 

d观察滤网上应无污物、油渍，吹出的氧气应无异味，并记录试验结果； 

6.6.3.6试验点：抽查供氧系统终端。 

6.7 供氧系统气密性（又称泄漏率）试验方法 

6.7.1试验原理：供氧系统气密性试验应在耐压试验合格后，在验收与维护时将管道调整到最高工作压

力进行试验。将供氧系统按 50个终端为一段（或者以楼层为一段），用无油压缩空气或氧气进行，充入

测量压力（一般在≥0.4 MPa，＜0.5MPa之间）后断开气源，保持 24h。随后在系统中选 3〜5点，将试

验设备插入供氧终端进行测量， 按下式计算为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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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平均每小时压力降，%； 

1P —实验开始时绝对压力，MPa； 

2P —实验结束时绝对压力，MPa； 

1T —实验开始时绝对温度，K； 

2T —实验结束时绝对温度，K;  

t—试验时间，h。 

计算为测量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a管道最高压力一小时泄露率应小于 0.5%； 

b不超过 200 床位的供氧系统应小于 0.5%； 

c 200床位〜800床位的供氧系统不应超过按内插法计算得出的数值 

d 800床位以上的供氧系统应小于 0.2%。 

6.7.2试验设备：压力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MPa，准确度等级 1.6级； 

6.7.3试剂或材料：无需。 

6.7.4试样：供氧系统。 

6.7.5试验步骤 

a按照供氧系统设计的床位，确定供氧系统的小时泄露率要求； 

b将试验设备插入供氧终端进行测量，在检查确无泄漏时开始试验； 

c开启试验设备对供氧系统终端处的氧气压力进行直接测量； 

d待测氧压示值稳定后，读取试验设备测量示值,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为测量值； 

e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7.6试验点：供氧系统终端。 

6.8 供氧系统接地电阻试验方法 

6.8.1实验原理：供氧系统接地电阻试验采用三点式电压落差法，在被测接地线 X 一侧的地上插入地下

两根钢钎 Y 和 Z，三者基本在同一直线上，距离被测接地线近的钢钎距离 20 米左右，距离被测接地线

远的钢钎距离 40米左右。按下测试键，在被测接地 X 和钢钎 Y之间获得电压，仪表通过测量该电压和

电流计算出被测接地线的电阻。在输氧管路接地点处、最远处及易试验处测量三点，其测量值应小于

100Ω。 

6.8.2实验设备： 接地电阻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01～100）Ω,准确度等级 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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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测量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5）m，准确度等级 2级； 

6.8.3试剂或材料：无需。 

6.8.4试样：供氧系统。 

6.8.5试验步骤 

a首先确定供氧系统的接地端子，用长度计量器具分别测量出钢钎 Y和钢钎 Z距接地端子的直

线距离 20m和 40m的接地点，并将钢钎插入接地点； 

b按照要求将试验设备的测量端子与供氧系统的接地端子 X连接，试验设备的另外两条测量线

分别接到钢钎 Y和钢钎 Z上，开启试验设备在输氧管路接地点处、最远处及易试验处测量三点； 

c开启试验设备对供氧系统接地电阻进行直接测量； 

d待示值稳定后，读取试验设备测量示值,反复测量二次，取平均为测量值； 

e判断测量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试验结果； 

6.8.6试验点：供氧系统的接地端子。 

6.9 供氧系统工作环境试验方法 

6.9.1试验原理：供氧系统工作环境试验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及工作电源的试验应使用已计

量符合要求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工作电压及频率计量仪表的要求接线、开机直接试验，测量稳定后

读取测量示值，其试验结果应符合本文件“4.8供氧系统试验工作环境要求”。 

6.9.2试验设备：温度计量器具：测量范围（0～100）℃，准确度 1℃；湿度计量器具：相对湿度:(10～

90)%，准确度±3%；大气压力计：(50～120)kPa，准确度±0.12kPa；电压计量器具：(10～500)V，准

确度±0.5V；频率计：(0～100)Hz，准确度±0.5%。 

6.9.3试剂或材料：无需 

6.9.4试样：供氧系统工作环境 

6.9.5试验步骤 

a将试验设备安放置在试验地点； 

b连接试验设备,并开机稳定； 

c开启试验，分别测量环境温度、湿度、大气压及工作电压和频率，待测量稳定后读取测量示值； 

d记录试验结果，符合表 2要求。 

6.10 其他条款应按照 GB 50751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和 YY/T0187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的

有关方法试验。 

7试验数据处理 

7.1“试验数据处理”应列出试验所要录取的各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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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试验数据处理”应给出试验结果的表示方法或结果计算方法； 

7.1.2应说明以下内容： 

表示结果所使用的单位、计算公式、公式中使用的物理量符号的含义、表示量的单位、计算结果表

示到小数点后的位数或有效位数。 

8精密度和测量不确定度 

8.1 精密度对于经过实验室间试验的方法,应指明其精密度数据(例如,重复性和再现性)。精密度数据应按

照GB/T6379的有关部分或其他适用的标准计算。应清楚地表明,精密度是用绝对项还是用相对项表示的。 

8.2 测量不确定度测量不确定度是表征使用试验方法所得的单个试验结果或测量结果的分散性的参数。

适宜时,可给出测量不确定度。然而,试验方法不适于也无义务提供确切值以供使用者估算不确定度。测

量不确定度应以使用试验方法所得的实验室报告结果中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估算,并可与试验结果或测

量结果一起报告。“测量不确定度”应包括用于估算试验结果或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指导内容。进行不

确定度估算宜考虑不确定度的潜在影响因素、每一影响因素的变量如何计算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组合。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如下： 

C 概述：根据制定方法标准的要求，依据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对系统涉

及的压力、流量、时间与频率、电流、电阻、化验指标等参数与指标进行检验或检测，分析该参数与指

标的测量不确定度。主要由以下评定步骤组成： 

C.1 测量方法  

C.2 测量模型 

C.3 不确定度来源和不确定度分量分析 

根据测量模型不确定度来源一般包括以下三部分： 

C.3.1 试验重复测量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分量 uA 

C.3.2 试验仪器分辨率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i。 

C.3.3 试验仪器准确度引入的标准不确定 uB 

C.4  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C.5 确定扩展不确定度 U 或 Up 

9试验结果的处理 

9.1 根据原始记录计算误差和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做出单项判定，出具检验报告，由审核人审核

后签字，签发人签字发出，报告副本存档； 

9.2 当检验结果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抽样检验，如仍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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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该产品不合格。 

10质量保证和控制 

10.1 建立管理制度包括： 

1) 实验室岗位管理制度； 

2) 计量标准使用维护管理制度；  

3) 量值溯源管理制度； 

4) 环境条件及设施管理制度； 

5) 试验标准管理制度； 

6) 原始记录及报告管理制度； 

7) 事故报告管理制度； 

8) 标准文件集管理制度等。 

10.2质量保证和控制“质量保证和控制”应说明质量保证和控制的程序。 

10.3应给出有关控制样品、控制频率和控制准则等内容,以及当过程失控时,应采取的措施。 

10.4使方法处于受控状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使用控制图。 

11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试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试验对象； 

———所使用的标准(包括资质发布或出版年号、量传或溯源信息)； 

———所使用的方法(如果标准中包括几个方法)； 

———结果； 

———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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