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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SY 6277-1997《含硫油气田硫化氢监测与人身安全防护规定》。与SY 6277-1997

相比，修订的内容主要有标准名称、章节标题、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前言。

    本标准规定了在不同的作业环境下监测硫化氢，进行人身安全防护的技术要求，以及对含硫油气
田开采和生产过程中预防急性硫化氢中毒应遵守的准则，但并不包括安全生产管理的全部细节。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都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石油工业安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裕康、王秦晋、杨朔。

    本标准所代替的标准版本历次发布情况为:

    —     SY 627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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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硫油气田硫化氢监测与人身安全防护规程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含硫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过程中对硫化氢监测与人身安全防护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含硫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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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31-2002 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诊断标准
    GB 8789-1998 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SY/T 5087-2005 含硫化氢油气井安全钻井推荐作法

    SY/T 6137-2005 含硫化氢的油气生产和天然气处理装置作业推荐作法

    SY/T 6610-2005 含硫化氢油气井井下作业推荐作法

    JJG 695-2003硫化氢气体监测仪

3 人员培 训

3.1 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负责对含硫化氢环境中作业人员进行硫化氢监测技术和人身安全防护措施的培训。培训

机构应随时横向交流情报，了解国际、国内动向。

3.2 培训内容

    在含硫化氢环境中的作业人员上岗前都应接受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培训内容按SY/T

6137-2005的相关内容执行。

3.3 培训时间

    首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5h，每两年复训一次，复训时间不得少于6h.

3.4 考核要求

    现场作业人员、现场监督及管理人员经培训后均应达到以下要求:

    a)了解硫化氢的各种物理、化学特性及对人体的危害性，硫化氢对人体的毒害参见附录A;

    b)熟悉硫化氢监测仪的性能、使用和维护方法;
    c)熟悉各种人身安全防护装置的结构、性能，能正确使用和维护;

    d)熟悉进人含硫化氢环境作业的安全规定和作业程序;

    e)在发生硫化氢泄漏及人身急性中毒事故时，作业人员应会采取自救及互救措施;

    f) 应孰 熬下作场所 的应急预 案。

4 硫化氢监测仪及硫化氢监测

4.1硫化氢监测仪
    应采用固定式和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



SY/T 6277-2005

4.1.1 固足式硫 化氢监侧仪

    现场需24h连续监测硫化氢浓度时，应采用固定式硫化氢监测仪，探头数可以根据现场气样测定

点的数量来确定。监测仪探头置于现场硫化氢易泄漏区域，主机应安装在控制室。

4.1.2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
    固定式和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的第1级预警阑值均应设置在15mg/m'，第 2级报警阂值均应设

置在30mg/m3.

4.1.3 报奋浓度设置
    作业人员在危险场所应配带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用来监测工作区域硫化氢的泄漏和浓度变化。

4.1.4 硫化氮监测仪的性能要求

    硫化氢监测仪的性能应满足表1所确定的要求。

                            表1硫化氮监测仪应满足的参数 _

参数 名称 固 定 式   :携 带 式
监侧范围

mg/m'
0̂-150 卜 。一150

显示方式 3Y,液晶显示 (PPM或mgi时)或信号传送 3坏液晶显示 (PPM或 mg/耐)

监测精度

    %
G 1 簇 1

3Ec*�fitmg/m' 0̂ 150连续可调 0 150连续可调

报警精度

mg/ms
G 5 (5

报警方式 (1)蜂鸣器;(2)闪光 (1)蜂鸣器;(2)闪光

响应时间

        S

几 《30(满量程 50%) T.镇30(满量程50%)

电源 220V, 50Hz(转换成直流) 干电池或镍锅电池

连续工作时间

      h
连续工作 )1000

传感器寿命

    年

)1(电化学式)

)5(氧化式)
妻1(电化学式)

工作温度

  V,

一20 55(电化学式)

一40-55(氧化式)

一20--55(电化学式)

一40̂-55(氧化式)

相对湿度

    %
簇95 毛95

校验设备 配备标准样品气 配备标准样品气

安全防爆性 本安防爆 本安防爆

    硫化氢监测仪使用前应对下列主要参数进行测试

    a)满量程响应时间;

    b)报警响应时间;

    c)报警精度
4. 1.5 硫化氢监测仪的校验及检定

    硫化氢监测仪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校验

    固定式硫化氢监测仪一年校验一次，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半年校验一次。在超过满量程浓度的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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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使用后应重新校验。

    硫化氢监测仪的检定应按JJG 695-2003规定进行。

4.2 含硫化氮作业环境中硫化氢的监测

4.2.1钻井过程

    钻井过程中，钻到含硫油气层前，应充分作好硫化氢监测和防护的准备工作。

    钻井过程中的硫化氢监测按SY/T 5087-2005的规定执行。

    钻井现场应配备固定式硫化氢监测仪，并且至少应配备5台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

    其他专业现场作业队也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

4.2.2 试油、修井及井下作业过程
    试油、修井及井下作业过程中的硫化氢监测根据作业情况按SY/T 5087-2005的规定执行。

    试油、修井及井下作业过程至少应配备4台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

4.2.3 集输站

    集输站中的硫化氢监测应采取固定式与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结合使用的方式
    在各单井进站的高压区、油气取样区、排污放空区、油水罐区等易泄漏硫化氢区域应设置醒目的

标志，并设置固定探头，在探头附近同时设置报警喇叭。

    作业人员巡检时应佩戴携带式硫化氢监测仪，进人上述区域应注意是否有报警信号。

    固定式多点硫化氢监测仪放置于仪表间，探头信号通过电缆送到仪表间，报警信号通过电缆从仪
表间传送到危险区域。

4.2.4 天然气净化厂

    天然气净化厂硫化氢监测点应设置在脱硫、再生、硫回收、放空排污等区域，监测方法按4.2.3

的规定执行。

4.2.5 水处理站

    油气田水处理站及回注站中硫化氢的监测按4.2.3的规定执行。

5 人身安全防护设备及防护

5.1 防护设备

5.1.1 正压式空气呼吸装置

    在硫化氢浓度较高或浓度不清的环境中作业，均应采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5.1.2 正压供气系统

    在含硫环境中采用正压供气系统时，供气系统的空气压力为。. 5MPa-0. 7MPa，供气量按每人

不小于501-/min计算。不同劳动强度下消耗空气量参见附录B.

    与供气系统配套使用的是可外接供气系统的正压式空气呼吸装置，或者是带快速接头的防毒面罩。
供气系统应设置报警装置。

5.1.3 空气质且

    空气呼吸器和正压供气系统的气质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空气呼吸器和正压供气系统出气气质

氧气含量

    %

一氧化碳

m只/m3

二氧化碳

mg/m' 745}mg/m'
19.5- 23 < 15 < 1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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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含硫化氮环境中的人身安全防护措施

5.21安全防护措施
    在含硫化氢环境中作业应采用以下安全防护措施:

    a)根据不同作业环境配备相应的硫化氢监测仪及防护装置，并落实人员管理，使硫化氢监测仪

        及防护装置处于备用状态;

    b)作业环境应设立风向标;

    c)供气装置的空气压缩机应置于上风侧;

    d)重点监测区应设置醒目的标志、硫化氢监测探头、报警器及排风扇;

    e)进行检修和抢险作业时，应携带硫化氢监测仪和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f)当浓度达到15mg/m3预警时，作业人员应检查泄漏点，准备防护用具，迅速打开排风扇，实
      施应急程序;当浓度达到30mg/m3报警时，迅速打开排风扇，疏散下风向人员，作业人员应

      戴上防护用具，进人紧急状态，立即实施应急方案。

5.2.2 钻井过程

    钻井过程中，打开硫化氢油气层验收时，作业人员应配备好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及与空气呼吸器气

瓶压力相应的空气压缩机，呼吸器和压缩机应落实人员管理。

    钻井队生产班每人配备一套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另配一定数量的公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其他专业现场作业队也应每人配备一套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井场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备用空气钢瓶并充满压缩空气，以作快速充气用。

    有关钻井过程中的安全操作按SY/T 5087-2005的规定执行。

5.2.3 试油、修井及井下作业过程

    试油、修井及井下作业过程中，应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及与空气呼吸器气瓶压力相应的空气压

缩机。

    井场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备用空气瓶并充满压缩空气，有关事项应参照SY/T 6610-2005执行。

5.2.4 集输站
    集输站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及与空气呼吸器气瓶压力相应的空气压缩机，应落实

人员管理。

    作业人员进人有泄漏的油气进站区、低凹区、污水区及其他硫化氢易于积聚的区域时，应按

SY/T 6137-2005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5.2.5 天然气净化厂

    作业人员进人天然气净化厂的脱硫、再生、硫回收、排污放空区域检修和抢险时，应按SY/T

6137-2005携带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5.2.6 水处理站

    油气田水处理站及回注站中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防护按5.2.4的规定执行，并应符合 SY/T

6137-2005的规定。

6 硫化氢急性中毒分级、处理及禁忌症

    人员中毒后，应立即脱离现场，移至空气新鲜的上风方向，立即给氧。对呼吸、心跳骤停者应立

即进行现场抢救 (包括人工呼吸、心脏按压)，并转送医院。

    硫化氢急性中毒分级、处理及禁忌症按GB 8789-1998和GBZ 31-2002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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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硫化氮理化特性和毒理作用

A. 1 物理与化学特性

    硫化氢是可燃性无色气体，具有典型的臭鸡蛋味，相对分子质量34.08，对空气的相对密度

1.19，熔点一82. 90C，沸点一60. 30C，易溶于水，20℃时2.9体积气体溶于1体积水中，亦溶于醇
类、二硫化碳、石油溶剂和原油中。20℃时蒸气压为1874.5kPa，空气中爆炸极限为4.3写-45.5%

(休积W).自狄涓度2600C ,它在窄气中的最终氧化产物为硫酸和 (或)硫酸根阴离子。

A. 2 毒理作用

    硫化氢是强烈的神经毒物，对粘膜亦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A. 2. 1 急性毒性
    较低浓度，即可引起呼吸道及眼粘膜的局部刺激作用;浓度愈高，全身性作用愈明显，表现为中

枢神经系统症状和窒息症状。硫化氢对人体的危害见表A. 1

                                裹A. 1 硫化氮对人体的危害

空气中浓度

  mg/m'
生理影响及危害

0.04 感到臭味

0 5 感到明显臭味

5.0 有强烈臭味

7. 5 有不快感

15 刺激眼睛

35 45 强烈刺激粘膜

75̂ -150 刺激呼吸道

150 300 嗅觉在 15min内麻痹

300 暴露时间长则有中毒症状

300- 450 暴露 lh引起亚急性中毒

375- 525 4h--8h内有生命危险

525̂ 600 ih--4h内有生命危险

900 暴露30min会引起致命性中毒

1500 引起呼吸道麻痹，有生命危险

1500̂ 2250 在数分钟内死亡

A。2.2 慢性霉性

    长期低浓度接触硫化氢会引起结膜炎和角膜损害。

A. 2.3 中毒机理

    硫化氢在水溶液中可离解成HS- , SZ一和H十离子。在生理pH作用下，体内硫化氢总量的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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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解成HS一离子，约1/3为未离解的氢硫酸 (HZ S)，仅很少量离解成SZ_，它们都具有局部刺激作

用。硫化氢可与组织中碱性物质结合形成硫化钠，也具有腐蚀性，从而造成眼和呼吸道的损害。硫化

氢主要经呼吸道进人人体内，在体内的游离硫化氢和硫化物来不及氧化时，使中枢神经麻痹，引起全

身中毒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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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劳动强度下消耗空气t

    正压式空气呼吸装置配有小容积高压气瓶 (压力有15MPa和30MPa两种)，使用时间分为
5min, 30min, 45min, 60min，在选用时应根据工作环境需要的时间、劳动强度、配套设备等因素综

合考虑。

    按下式计算正压式空气呼吸装置的使用时间:

                                        t=IOpV/q�

    式中:

    t— 使用时间，单位为分 (min) ;
    、一 气瓶容积，单位为升 (L);

    p— 气瓶压力，单位为兆帕 (MPa) ;

    qv 消耗空气量，单位为升每分 (L/min)
    不同劳动强度下消耗空气量见表B. 1,

                            表B. 1不同劳动强度下消耗空气f

劳 动 强 度
消耗空气量

  L/min

轻 15̂ 20

低强度 21̂ 30

中强度 31̂ -40

高强度 41̂ 50

极度 51̂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