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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根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

作程序》，按照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发布 2018 年第四批团体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中电元协

2018 第（014）号）”安排，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腾星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汉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长清计算机应用公司，济南本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凌宝电子有限

公司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团体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其项目编号为

YX201809001。 

项目计划下达后，牵头单位于 2018 年 10 月完成了项目编制组的组建工作，确定项目负责人，制

定工作计划，工作计划报分会批准并报中电元协秘书处备案。2018 年 11 月完成了标准草案，并在项

目组进行内部的讨论及修订。项目组的组成单位有：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腾星传感技术

有限公司，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长清计算机应用公司，济南本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宝电子有限公司。草案经标准工作组讨论后，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经标准编制组内讨论后，收到 3个成员的反馈意见 16 条，全部采纳。2019 年 2 月 27 日完成征求

意见稿。 

2.编制原则和内容说明 

2.1 编制原则 

2.1.1 根据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2.1.2 坚持与现行国内、外有关标准协调、统一。 

2.1.3 注意吸收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 

2.2 内容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及贮存。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大大简化整个设备要求标准的简化周期，另外还可以提升整个行业的标准化

程度，也为后面设备使用传感器提供技术指导。 

2.2.1 术语和定义 

直接引用 GB/T4475 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确保与现行标准协调统一。 

2.2.2 产品分类 

本标准根据报警器厂家检测气体种类将金属氧化物气体传感器进行了汇总分类，这样更便利于产

品应用选型，且使金属氧化物气体传感器的检测类型更明确。 

a) 空气质量检测型； 

b) 可燃气体检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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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酒精检测型； 

d) 有机蒸气检测型； 

e) 毒性气体检测型； 

f) 混合气体检测型 

2.2.3 技术要求 

2.2.3.1 外观 

新增加了对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进行外观要求规定。 

2.2.3.2 特征气体检测浓度范围 

现行的相关传感器标准，针对传感器的检测都是依附于整机及测试模块的测试方式来判定传感器

的指标，对传感器信号进行了一定的屏蔽或修正，无法完整体现传感器的真实输出。本标准从独立传

感器的角度详细规定了各种传感器对特征气体的选择，以及特征气体检测浓度范围，允许偏差。通过

该技术要求，为传感器生产厂家、应用厂家提供了独立传感器测试判定依据。 

表 1 特征气体种类、允许偏差 

 

气体传感器种类 特征气体 
气体浓度范围 允许偏差 

低浓度/% 高浓度/% 等级Ⅰ/% 等级Ⅱ/% 

空气质量类 酒精 0.001 0.01 ±0.001 ±0.0015 

可燃气体类 

天然气 0.05 1.00 ±0.15 ±0.25 

液化气 0.021 0.42 ±0.063 ±0.105 

氢气 0.04 0.50 ±0.10 ±0.15 

一氧化碳 0.0025 0.055 ±0.005 ±0.075 

酒精类 酒精 0.0005 0.3 ±0.0025 ±0.0050 

有机蒸汽类 甲苯 0.0005 0.01 ±0.001 ±0.002 

有毒气体类 硫化氢 0.0001 0.01 ±0.001 ±0.002 

混合气体类包含的所有特征气体检测要求都应满足表中所对应各类特征气体要求。 

2.2.3.3 洁净空气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在洁净空气中电阻值技术要求范围。 

2.2.3.4 检测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在检测气体中电阻值技术要求范围。 

2.2.3.5 灵敏度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在选定的特征气体中灵敏度技术要求范围。 

2.2.3.6 高浓度淹没 

针对检测气体种类，汇总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高浓度淹没的气体浓度技术要求。 

表 2 试验气体种类及浓度 

 

检测气体种类 试验气体 试验气体浓度/%vol 

酒精（空气质量） 酒精 0.025 

天然气 天然气 2.5 

液化气 液化气 1.05 

氢气 氢气 1.0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0.055 

酒精（酒精） 酒精 0.75 

甲苯 甲苯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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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 硫化氢 0.025 

 

2.2.3.7 耐硅中毒性能 

    根据报警器在使用过程中的需求，新增加对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增加了耐硅中毒性能的

要求，同 GB/T 34004 家用和小型餐饮厨房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要求保持一致。 

2.2.4 检验方法 

2.2.4.1测试环境条件 

规定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测试环境条件要求。 

2.2.4.2试验用气体标准物质 

新增加了对于试验测试特征气体浓度容许误差范围要求。 

2.2.4.3测试箱 

    新增加了试验用测试箱的详细要求（包含箱体材料、箱体容积、箱内温度及相对湿度）。 

2.2.4.4预热时间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在试验前的预热时间要求。 

2.2.4.5清洁空气中的电阻值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洁净空气中的电阻值测试方法。 

2.2.4.6检测气体中气体传感器电阻值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检测气体中的电阻值测试方法。 

2.2.4.7灵敏度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灵敏度的测试方法。 

2.2.4.8抗干扰气体性能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抗干扰气体性能测试方法。 

2.2.4.9响应时间、恢复时间 

新增加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响应时间、恢复时间测试方法。 

2.2.5 检验规则 

2.2.5.1 出厂检验 

按照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应用需求规定了出厂检验项目，根据本标准规定的实验方法进

行试验检测，根据GB/T2828.1抽样方案进行抽样判定。 

2.2.5.2 型式检验 

规定了进行型式检验的触发条件以及型式检验项目、抽样规则和判定规则。 

2.2.6标志及贮存条件 

 规定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在标志、包装、及贮存条件方面的要求。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根据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的应用，详细规定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项目及具体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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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表 2）。 

表 2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条款 试验项目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5.2 6.2 Ο Ο 

2 清洁空气中气体

传感器电阻 
5.3.3 6.3 Ο Ο 

3 检测气体中气体

传感器电阻 
5.3.4 6.4 Ο Ο 

4 灵敏度 5.3.5 6.5 Ο Ο 

5 抗干扰气体性能 5.3.6 6.6 Ο Ο 

6 响应时间 5.3.7 6.7 Ο Ο 

7 恢复时间 5.3.8 6.8 Ο Ο 

8 振动 5.3.9 6.9 — Ο 

9 冲击 5.3.9 6.10 — Ο 

10 跌落 5.3.9 6.11 — Ο 

11 引出端强度 5.3.10 6.12 — Ο 

12 焊接 5.3.11 6.13 — Ο 

13 低温 5.3.12 6.14 — Ο 

14 高温 5.3.12 6.15 — Ο 

15 恒定湿热 5.3.13 6.16 — Ο 

16 长期稳定性 5.3.14 6.17 — Ο 

17 高浓度淹没 5.3.15 6.18 — Ο 

18 电源波动 5.3.16 6.19 — Ο 

19 初始恢复 5.3.17 6.20 — Ο 

20 不通电储存 5.3.18 6.21 — Ο 

21 方位实验 5.3.19 6.22 — Ο 

22 重复试验 5.3.20 6.23 — Ο 

23 耐硅中毒实验 5.3.21 6.24 — Ο 

注:“Ο”为检验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其中 5.3.6、5.3.12、5.3.13、5.3.14、5.3.15、5.3.21 项目仅适用于可燃气体检测和一氧化碳气体检

测，其他类特征气体不进行检测判定。 

4.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

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所执行的标准只是将气体传感器作为一个单纯的电子元件，以至于

所制定的标准都是以整个设备为基础，进行各项性能指标的检测，没有考虑气体传感器的特殊性，

这样造成执行整个设备要求的标准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每次都要重复检验，检测一次周期

时间较长，所以有必要针对传感器方面制定一个专用标准，如果传感器按照该标准通过检验验证，

可以大大简化整个设备要求标准的简化周期，另外还可以提升整个行业的标准化程度，也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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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使用传感器提供技术指导。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

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下表是本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关键指标的对比情况 

序号 试验项目 GB15322.2 标准 GB/T34004 标准 本标准 备注 

1 外观 
6.1.5 条款为探测

器外观检验 
7.1.1 条款 5.2 条款 

本 标 准 对 比

GB/T34004 标准增

加了外形及关键部

位的尺寸要求 

2 

清洁空气中

气体传感器

电阻 
无 无 5.3.3 条款 

本标准新增项目 

3 

检测气体中

气体传感器

电阻 
无 无 5.3.4 条款 

本标准新增项目 

4 
气体检测浓

度 
无 7.1.5 条款 5.3.2 条款 

本 标 准 对 比

GB/T34004 标准增

加酒精、甲苯、硫

化氢气体要求 

5 灵敏度 5.1.3 报警动作值 同 7.1.5 条款 5.3.5 条款 

本标准对传感器灵

敏度进行了详细要

求 

6 
抗干扰气体

性能 
5.1.9 条款 7.1.7 条款 5.3.6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保

持一致 

7 响应时间 5.1.5 条款 7.1.6 条款 5.3.7 条款 标准保持一致 

8 振动 5.1.8 条款 7.1.17 条款 5.3.9 条款 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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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验项目 GB15322.2 标准 GB/T34004 标准 本标准 备注 

9 跌落 5.1.8 条款 7.1.18 条款 5.3.9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保

持一致跌落次数为

5 次，GB15322.2 标

准跌落次数为 1 次 

10 低温 5.1.17 条款 7.1.10 条款 5.3.12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保

持 一 致 低 温 为

-10℃，GB15322.2

标准温度为 0℃（室

内实用型） 

11 高温 5.1.17 条款 7.1.9 条款 5.3.12 条款 标准保持一致 

12 恒定湿热 5.1.17 条款 7.1.11 条款 5.3.13 条款 标准保持一致 

13 长期稳定性 5.1.14 条款 7.1.15 条款 5.3.14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保

持一致连续运行时

间 3 个 月 ，

GB15322.2 标准运

行时间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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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验项目 GB15322.2 标准 GB/T34004 标准 本标准 备注 

14 高浓度淹没 

5.1.10 条款（仅限

于防爆型探测

器） 

7.1.19 条款 5.3.15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在

甲烷、丙烷、氢气、

一氧化碳气体浓度

保持一致，另外新

增加了甲苯、硫化

氢、酒精气体食盐

浓 度 要 求 ，

GB15322.2 标准所

用可燃气体为100%

体积分数 

15 初始恢复 无 
7.1.16 条款（不

通电放置性能） 
5.3.17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保

持一致 

16 不通电储存 5.1.8 条款 无 5.3.18 条款 

本 标 准 与

GB/15322.2 标准保

持一致 

17 
耐硅中毒实

验 
无 7.1.13 条款 5.3.21 

本 标 准 与

GB/T34004 标准保

持一致 

 

7.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 

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遵循有关标准的要求，在行业中推荐使用（与相关标准

对比见上表内容）。 

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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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形成统一认识，避免纠纷。希望本标准能尽

快颁布与实施。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