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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GT-DAP3121 测量范围为 0～100%LEL 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以下简称探

测器），是我公司为广大生产、储存和使用可燃气体的工矿企业而研制开发的检

测并预报可燃气体泄漏情况的安全检测产品。本产品可以固定安装在预计有可燃

气体生成或泄漏的室内、外危险场所。探测器采用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同时采用

了先进的电路设计，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本探测器通过总线与 DAP2320 或 DAP2321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连接(配套

使用)，达到集中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本探测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及相应规程设计、制造和鉴定。

GB15322.1—2003《测量范围为 0～100%LEL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GB3836.1—2010《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3836.2—2010《爆炸性环境 第 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12358—2006《作业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JJG 693—2011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

2 主要性能及技术指标
 传感器原理: 载体催化式

 防爆等级: Ex dⅡC T6/T5/T4 Gb
 检测范围: 0～100 %LEL
 检测误差: ≤±3%LEL
 电源电压: DC24V±15%
 工作电流: ≤40mA(24V)
 功 率: 约 0.5W
 工作方式: 固定安装，自然扩散进样，长期连续运行

 低温性能: -40℃±2℃ 误差不大于±10%LEL
 高温性能: +70℃±2℃ 误差不大于±10%LEL
 湿度性能: ≤93％RH
 贮存温度: 室温，正常大气条件

 大气压力： (86～106)KPa
 出厂标定: 用甲烷与空气混合的标准气体标定

 输出方式: 1Wire总线输出

3 工作原理
探测器基本原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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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气中存在可燃气体时，探测器将采样值进行相应的处理，并将监测结果

转换成总线信号传送至控制器。

接收并执行控制器的指令。

4 结构及安装
4.1 探测器结构

见附 1所示。

4.2 现场安装

1．选址：为确保测量精度，尽量避免安装在强电磁干扰、超高低温等过于

恶劣环境中。

2．接线：按“4.3现场接线”将相关电源线与信号线对应接入控制器接线端。

3．现场调试：按“五 调试开通说明”步骤与方法调试。

4.3 现场接线

 24V： 总线供电正

 GND： 总线供电负

 L+ ： 总线信号正 L+
 L- ： 总线信号负 L-

5 调试开通说明
现场调试与开通在整个系统（包括控制器）安装完成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检查安装及接线，是否有接错、短路、断路情况，电线是否有破损等，

发现问题先处理。

2．检查探测器拨码地址是否正确(地址唯一且不超过控制器最大点数)。
3．根据安装情况按“主机说明书 7.7 登记总线设备”进行探测器登记，若

登记后探测器总数不对，则请检查该线路是否连接正常。

4．状态检查：按“六 状态及指示”检查探测器状态是否正常。



6 状态及指示
探测器的状态分为系统状态和通讯状态。分别由一红绿双色直插式、红色贴

片式指示灯来指示系统状态与通讯状态。

6.1 故障状态

指探测器内部或传感器故障至探测器无法正常监测的状态，包括：

 传感器断路故障：系统状态指示灯红绿双色闪亮(每周期 3次)。
 传感器短路故障：系统状态指示灯红绿双色闪亮(每周期 4次)。

6.2 监测状态

监测状态分为预热状态、浓度正常状态、低报状态、高报状态、保护状态。

 预热状态：探测器上电时，先进行 5分钟预热，以保障测量精度，此时，

指示灯为绿色常亮。

 浓度正常状态：此时监测浓度值低于低报设定值时。指示灯为绿色闪亮

(约 6秒)。
 低报状态：此时监测浓度值高于低报设定值且低于高报设定值。指示灯

为红色常亮。

 高报状态：此时监测浓度值高于高报设定值且低于满量程值。指示灯为

红色闪亮(约 4次/秒)。
 保护状态：此时监测浓度值高于满量程值。指示灯为双色常亮。

此时，将切断传感器电源。几十秒后系统将接通传感器电源，并重新进入“6.2
监测状态”。

6.3 通讯状态

 通讯正常：探测器与控制器间能正常通讯。指示灯为红色闪亮。

 通讯不正常：通讯错误或无通讯时。指示灯不亮或常亮。

7 探测器操作与使用
以下“★”为在控制器上操作完成。

7.1 探测器地址设定

 探测器地址由探测器主板上的拨码开关设定。请确认拨码到位，以保证

地址正确无冲突。

 凡接入总线的探测器均应有唯一的地址，见附 3及其要求

7.2 报警值设定★

探测器报警值更新只能由控制器来设定。具体操作见“DAP2320 控制器使

用说明书”中的“8.1 输入界面”及相关操作。

7.3 报警复位★

探测器的报警复位只能由控制器操作完成。参见 DAP2320控制器使用说明

书”中的“8.1 输入界面”及相关操作。

7.4 传感器恒流调整



断开传感器W端连接，并将电流表串联接入 (电流表+端接探测器 J32的W
端，-端与传感器W线连接) 。调节探测器电源板上电位器 RP1至电流为传感器

要求工作电流(出厂时根据传感器性能已确定)。
注：非本公司授权培训人员禁止执行此项操作！

7.5 零点校准

此项操作在开机 5 分钟之前进行：调节探测器主板上电位器 RP21，使指示

灯变为常亮即可。

注：非本公司授权培训人员禁止执行此项操作！

7.6 浓度标校

在开机 5分钟后，按要求对探测器通入标准气体，调节探测器主板上电位器

RP22至控制器上对应探测器(或显示工装)显示值为所通标准气体浓度值。

注：非本公司授权培训人员禁止执行此项操作！

7.7 其他相关操作

如：探测器相关信息、相关记录等操作，均在控制器上查询或操作。

参见“DAP2320控制器使用说明书”中的“8.1 输入界面”及相关说明。

8 隔爆性能及注意事项
 本产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设计、制造和检验，

产品通过规定程序进行防爆试验，并取得合格证书，

证书号：CE 14.1360。
 用户在阅读本说明书后，对本探测器的防爆结构有了必要的了解，在室

内、外打开壳体操作时请务必不要损坏防爆螺纹，当无意中损坏时，应

立即更换，不得勉强使用，因为那样已不符合防爆要求，若因此引起事

故，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控制电缆穿入壳体后，将压线螺栓旋入，使橡胶密封圈压缩紧固电缆起

到密封作用。密封圈的内径是配合电缆外径 6～10mm 的尺寸设计的，

敷设电缆时外径小于 6mm 的电缆不宜采用。在安装时，一定要旋紧压

线螺栓，使电缆与密封胶圈之间彻底密封。

 在打开过前、后密封盖、压线螺栓、安装螺栓及传感器腔体后恢复时必

须将其拧紧，以保证探测器整体防爆性能。

9 维护保养与校准
拆卸维修时应先断电后再打开外壳，隔爆螺纹要保持完好。为了保证探测器

能正常可靠工作，建议每半年对探测器通标准气体进行一次标校。

探测器为专业产品，需经过专门培训具有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无

专业维修人员的用户请打我公司售后服务热线：

010-80110638，与技术服务人员联系。

10 调试过程常见故障诊断



上电前应仔细检查线路是否有接错、断路、短路等情况,确认无误后方可上

电。

序号 常见故障 检查项目 处理方法

1 系统状态指示

灯不亮
24V电源

检查 24V电源线是

否接错

2 通讯指示灯不

闪亮

1、通讯线是否接错

2、通讯线路有问题
检查通讯线路

注：设备出现异常现象，未能及时查出原因，为确保安全，请尽快与本公司
售后服务部门取得联系（010-80110638）。

11 可更换元件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1 密封圈 75*3.1 2
2 密封圈 18*1.8 2
3 密封圈 28*1.8 1

12 包装与运输
12.1 包装

每个探测器均采用有防潮处理的密封包装,探测器放入抗冲击、减振的泡沫

包装内,包装箱内附有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安装支架等附件。

12.2 运输

在运输中应防雨、防潮并避免强烈振动及碰撞。

13 储存与使用寿命
13.1 储存

储存温度：最低温度：-40℃；最高温度：+55℃。存放探测器的仓库应保证

通风良好，无强碱性及其它腐蚀性气体，并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和强烈的日

光照射。

注：使用前不得拆掉包装及传感器防护标识储存。

13.2 使用寿命

正常条件下，贮存时间为一年，使用寿命为二年。

14 产品保证
产品自发货之日起，用户遵守运输及使用规则而质量低于技术指标的产品，

一个月内我公司负责更换，十二个月内负责免费修理。我公司提供终身维修服务。



15 附件
使用说明书 1份、合格证 1份。安装支架一套，集气罩一个。

附1： 结构/连接示意图

附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应用及安装位置选择

固定安装式探测器一经安装就位，它所处的位置就犹如一个监视岗哨，其所

及范围只限于视野所及，所以选定安装场所的问题十分重要。对于要检测一个三

维空间且规模较大一点的工业生产装置，往往不是少数几个监控点就能确保效

果，因此对于布点的稀疏程度，上下高度以及可能泄漏点的距离等都是比较复杂

的问题，这既要考虑投资的合理性和可接受程度，更要考虑投资的切实效果，以

确保安全生产。目前有些国家或大型产业部门已经作出种种可燃气体安全检测的

布点原则和设置数量的规定。例如对凡有可燃气体泄漏可能的生产装置、仓储及

货轮的船舱等场所，必须配置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全天候监测，否则不准开工运

行。

本公司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结果，向用户推荐如下应用方面的考虑要点：

1． 请首先弄清你所要监测的装置或车间，有哪些可能的泄漏点，并推算他们

的泄漏压力、单位时间的可能泄漏量，泄漏方向等，画出棋格形分布图，

并推测其严重程度。

2． 根据所在场所的主导风向、空气可能的环流现象及空气流动上升趋势以及

车间的空气自然流动的习惯通道等来综合推测当发生大量泄漏时，可燃气



在平面上的自然扩散趋势风向图。

3． 再根据泄漏气体的比重（大于空气或小于空气）并结合空气流动趋势，最

后确定综合泄漏流的立体流动趋势图。

4． 根据你所形成的监测范围可燃气泄漏的立体流动趋势，就可在流动的下游

位置作出初始设点方案。

5． 然后在研究泄漏点的状况，分析泄漏点是点泄漏状态微漏还是喷射状的泄

漏。如果是微泄漏,则设点的位置就要靠近泄漏点一点。如果是喷射状，则

稍远离一点泄漏点，综合这些状况，拟定最终设计方案。这样需要购置的

数量即可从考虑的最终棋格图中计算出来。

6． 对于一个有可燃气体泄漏的大型车间，有关规定建议每相距 5～10m设一

个检测点。

7． 对于无人值班的小型泵房而且不是连续运转的泵房，请注意发生可燃气体

泄漏的可能性。特别在北方地区，冬季门窗关闭的情况下，可燃气体泄漏

将很快达到爆炸下限浓度，一般在主导风向下游位置安装探测器，如厂房

面积大于 200平方米，则宜增加监测点。

8． 对于检测可燃气体比重小于空气的氢气、甲烷、沼气、乙烯时，请将探测

器安装在泄漏点的风向上方，距天花板不得大于 30cm。

9． 对于检测可燃气体比重大于空气的烷烃类（甲烷沼气、民用煤气除外）、烯

烃类（乙烯除外），液化石油气、汽油、煤油时，请将探测器安装在低于泄

漏点的下方平面上，距地面 30cm-50cm。并请注意周围环境的特点，例如

室内通风不流畅部位，地槽地沟容易积聚可燃气体的地方，现场通往控制

室的地下电缆沟，有密封盖板的污水沟槽等，都是经常性的或在生产不正

常情况下容易积聚可燃气的场所，对于这些环境都是不可忽视的安全监测

点。

10．对于喷漆涂敷作业场所，大型的印刷机附近，以及相关作业场所，都属于

开放式可燃气体扩散溢出环境，如果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也十分容易使

某个部位的空气中可燃气含量接近或达到爆炸下限浓度值，这些也都是不

可忽视的安全监测点。



附3： 地址与拨码开关对应图



北京迪安波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 27 号 2 号楼 3 层

电话：010-80100435 80100176 80100128

网址：www.dap.com.cn

邮箱：xsh@d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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