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气安全知识考试题库 

厂部：                车间科室：                 姓名：              得分： 

                          密        封        线                                

一 、选择题 

1、当人体暴漏在 CO 浓度为 700PPm 的环境 1 小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

人体反映？（C） 

A 有轻微症状          B 呼吸障碍，感到呼吸困难 

C 有头重的感觉        D 致死 

2、当空气中氧含量为 10%～12%时，人体缺氧症状表现为：（B） 

A 呼吸及心跳急促，耳鸣、目眩，感觉及判断力减弱，肌肉功能被破坏，

失去劳动力 

B 失去理智，时间稍长即有生命危险 

C 失去知觉，呼吸停止，心脏在几分钟内还能跳动，如不进行急救会导致

死亡（5~6 分钟死亡）。 

D 立即死亡 

3、工作环境一氧化碳含量不超过（C）PPm 时，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30 分钟 

A 24PPm      B 40PPm     C 80PPm     D 160PPm 

4、燃烧三特性为化学反映、（ A ）、发光。 

A 放热    B 放电   C 吸热    D 聚热 

5、燃烧、爆炸 、爆轰的共同点均是以（ D ）进行。 

A 化合形式  B 放热形式  C 理化形式 D 化学形式 



6、（ B ）不能作为可靠切断装置，除带水封的 NK 阀或带水封的双面蝶

阀。 

A 隔断装置             B 单一的隔断装置  

C 多重的隔断装置       D 状态良好的隔断装置 

7、煤气管道的管托将管道的荷载集中传递给（D），管托出的管壁承受局

部应力，以（ ）为最大。 

A 管托支架  管底上部    B 管架支柱  管底上部 

C 管托支架  管底中心    D 管架支柱  管底中心 

8、架空管道因( A )会引起管道的线性膨胀或收缩。 

A 温度变化  B 时间变化  C 天气变化  D 使用寿命长短 

9、管道的自然补偿形式，一般有直角 L 型、（ C ）、Z 型、立体型和(拱

型)等。 

A 钝角 L 型    圆型      B S 型    拱型 

C 钝角 L 型    拱型      D S 型    圆型 

10、为防止煤气管道雷击和电产生火源，一般在 300 米范围内至少设一处

接地装置。 

A 300 米    B 200 米    C 150 米    D 100 米 

11、每年（春秋两季）由管辖单位各做一次接地装置的电阻测定，接地电

阻不得大于（１０）欧姆。 

A 春夏两季  10  B 春秋两季  10  C 夏冬两季  15   D 秋冬两季  5 

12、人孔直径应不小于（ D ）mm，盖上通常设有把手，并设有吹扫头

（通入吹扫介质气或取试样用）。 



A 800  B 500  C700  D 600 

13、煤气设施的放散管（ D ），放散气集中解决除外。 

A 可以共用  B 严禁单独使用  C 必须共用 D 不应共用 

14、在运营的煤气设备上动火，需确认设备内煤气应保持（正压、流

动）。动火部位应可靠接地，附近应安装（压力表）。 

A 正压、流动  压力表       B 负压、流动  煤气报警仪 

C 正压、静止  煤气报警仪   D 负压、流动  压力表 

    15、在运营的煤气设备上动火应确认动火点周边无泄漏，距工作场合（ B ）

内禁无火源。 

A  50m  B 40m  C 30m  D 20m 

16、特殊情况下，若在夜间进行带煤气作业，应设（ C ）以上投光照明，

照明应距离施工地点（   ）米以上，并保证照明度。 

A 一处  10 米  B 两处  15 米  C 两处  10 米  D 一处  15 米 

17、凡进行带煤气作业，应减少和维持煤气压力在（ A ）范围。 

A 1000Pa～2023Pa        B 1500Pa～2023Pa   

C 2023Pa～2500Pa        D 2023Pa～3000Pa 

18、带煤气盲板作业时煤气压力应保持稳定，并不低于（ C ）。高炉煤气

盲板作业时，煤气压力不高于（  ）。 

A 1000Pa   3000 Pa         B 1500Pa   4000 Pa 

C 1000Pa   4500 Pa         D 2023Pa   4000 Pa 

19、煤气抽、堵盲板处周边（ B ）内严禁火源和行人及机动车辆通行。 

A 30 米     B 40 米    C 50 米    D 60 米 



20 、 进 入 容 器 前 必 须 连 续 两 次 分 析 容 器 内 氧 含 量 ， 间 隔 不 能 低 于

（10~15）min，两次分析结果均在含氧（18%~21%）之间，可以进行工

作。 

A 15~20min  18%~21%      B 10~15min  19%~22% 

C 15~20min  19%~22%      D 10~15min  18%~21% 

21、在煤气设施设备内作业，照明电压应小于等于 36V；在潮湿容器内作

业照明电压应小于等于 12V。 

A 30V   10V           B 36V   10V 

C 36V   12V           D 30V   12V 

22、煤气易燃、易爆、易中毒的理化特性，决定了其容易导致煤气（着

火、爆炸、中毒）三大事故。 

A 泄露、着火、爆炸        B 着火、爆炸、中毒 

C 泄露、爆炸、中毒        D 泄露、着火、中毒 

23、空气呼吸器使用前，要打开气瓶阀检查气瓶压力应为（ A ）以上，气

瓶压力（  ）以下时不得使用，应更换气瓶。 

A 20mpa   5mpa            B 25mpa   10mpa 

C 25mpa   5mpa            D 20mpa   10mpa 

24、空气呼吸器使用前，要关闭气瓶阀门，观测压力表，在一分钟内的压

降不得高于 2mpa 

A  1mpa     B  1.5mpa     C  2mpa    D  2.5mpa 

25、空气呼吸器使用前，可按下需求阀的按钮，使管路中的空气慢慢释

放，并观测压力表。在压力低于5±0.05mpa 的时候报警哨必须响起。  



A 6±0.05mpa  B 4±0.05mpa  C 3±0.05mpa  D 5±0.05mpa 

26、在煤气区域工作的作业人员，应携带（ A ），进入涉及煤气的设施

内，必须保证该设施内氧气含量不低于（   ）。 

A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  19.5%    B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  21% 

C 氧气检测报警仪     19.5%    D 氧气检测报警仪      21% 

27、煤气管道和设备应保持稳定运营，当压力低于（D）帕时，必须采用

保压措施。 

A 400     B 600     C 450     D 500 

二、填空题 

1、煤气具有（ 易燃 ）、（ 易爆 ）、（ 易中毒 ）的三大特性。 

2、煤气作业、煤气设备的检修，具有相称大的危险性，根据 GB6222----

2023（工业公司煤气安全规程）、煤气安全操作规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办

法）、一标四书来制约煤气设备的缺陷及违反煤气安全的行为，得以保障煤气

安全制度规章的贯彻，推动（标准化煤气安全管理）。 

3、煤气中毒事实上是（一氧化碳）中毒，属（血液窒息性）气体，（煤气

泄漏）、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气体是导致煤气中毒的祸源。 

4、燃烧三要素为（可燃物）、（助燃物）、（着火源）。 

5、煤气着火的条件为有煤气、有足够的空气或氧气、（明火、静电火花               

或高温）。 

6、煤气爆炸会产生声响、压力波、（ 冲击波 ）与（ 火焰 ）。 

7、燃烧、爆炸 、爆轰的不同点在于（ 传播速度 ）不同。 

8、煤气管道隔断装置的作用为能有效（切断）、（阻止）装置前的煤气流



向装置后。 

9、工厂常用的隔断装置重要涉及闸阀、（密闭蝶阀）、调节蝶阀和（盲

板）。 

10、煤气排水器因（制作）、维护、（操作）较简便，切断时对系统的

（互相影响小）等特点，使用较普遍，水封只有装在（其他隔断装置）后并

用，才是可靠的隔断装置。 

11、排水器与煤气管道处在（联通）状态，才可以连续将管道中的水排

出，它靠有效的（水封高度）产生的压力大于煤气的压力而将煤气封住，已不

致（煤气泄露）。 

12、煤气水封若投用不妥，实际没有达成设计的（水封高度）或煤气管网

异常压力升高连续超过设计压力往往也许将（水封击穿）而泄露煤气导致事

故。 

13、检查水封高度可以看溢流口是否（有水溢流），有水溢流说明排水器

里水是满的，水封高度正常，若无溢流可（补水至溢流）。 

14、煤气管道支架按工况分类，可分为（单向活动支架）、双向活动支架

和（固定支架）。 

15、影响架空煤气管道的线性胀缩的因素是（环境温度）和（介质温

度）。 

16、架空管道伸缩量计算公式为：伸缩量=线膨胀系数×（温度变化值）×

（管道长度）。 

17、管道的补偿可用管道的自然补偿和（ 补偿器 ）两种方式。补偿器有

（鼓型补偿器）、填料型补偿器和（ 波型补偿器 ）三种。 



18、放散管分吹扫放散、（ 剩余放散 ）、（ 事故放散 ）。 

19、吹扫放散管管口应采用防雨、（防堵塞）装置；每年入冬前进行一次

（放散管开关实验），放掉管内的积水，并给放散管阀门、螺丝、阀杆加黄

油。 

20、放散管根部应（焊加强筋），上部用挣绳固定，闸阀前应装有（取样

管）。 

21、剩余煤气放散管应有放散煤气（ 点燃装置 ）和灭火措施。 

22、架空管道气压强度实验的压力应为计算压力的（1.15）倍，压力应逐

级缓升，一方面升至实验压力的 50%，进行检查，如无泄漏及异常现象，继续

按实验压力的 10%逐级升压，直至达成所规定的实验压力，每级稳压（5）

min，以无泄漏、目测无变形等为合格。 

23、工业炉窑的燃烧系统原则上涉及炉前管道、（燃烧装置）、（燃烧安

全监控装置）。 

24、煤气动火作业要严格控制和管理，必须认真制定和贯彻安全作业方

案，必须执行（动火票制度），必须认真贯彻现场（安全检测、确认、监护）

制度。 

25、在停气的煤气设备动火，在动火点就近打开（放散管）或（人孔）或

支开法兰，留一个通道。 

26、CO 煤气设备内动火，必须铲除干净悬挂物，宜（佩带呼吸器）防止

切割、焊接时产生的废气及挥发气体的伤害。 

27、抽、堵盲板时不准在附近煤气管道上进行（电焊作业），以免产生火

花发生事故。 



28、煤气设备设施内部作业时，设备上所有与外界连通的管道、孔洞均应

与外界（有效隔离），可靠地切断气源、水源。 

29、煤气管道的安全隔绝可采用插入盲板或拆除一段管道进行隔绝，不能

用（水封或阀门）等代替盲板或拆除管道。 

30、煤气设备设施内部作业时，与外界连接的电源需（有效切断），电源

有效切断可采用取下（电源保险熔丝）或将电源开关拉下后上锁等措施，并悬

挂（设备检修，严禁合闸）的安全警示牌。 

31、进入煤气设备设施内作业前，必须对设备内进行（清洗和置换），并

规定氧含量达成（19.5%~21%），作业场合一氧化碳的工业卫生标准为

（24ppm），在设备内的操作时间要根据一氧化碳含量不同而拟定。 

32、发现煤气泄漏后，岗位人员应立即向（煤气调度室）、（煤气防护

站）等部门报告。 

33、当出现少量煤气泄漏时，进行修理时可以采用（堵缝）或者（打补）

的方法来实现。 

34、煤气中毒按照症状严重限度，通常分（轻）、（中）、（重）三级；

按照中毒快慢分（急性）和（慢性）中毒。 

35、当煤气设备发生煤气着火时，可封闭人孔，关闭（放散管），窒息法

灭火，也可通入（蒸汽或氮气）加速灭火。 

36、煤气生产、净化、加压混合、储存、使用等设施附近有人值守的岗

位，应设（固定式一氧化碳检测报警）装置，值守的房间应保证（正压）通

风。 

37、用单一闸阀隔断必须在其后（堵盲板）或加水封，并宜改造为电动蝶



阀加眼睛阀或（插板阀）。 

38、过剩煤气必须（点燃放散），放散管管口高度应高于周边建筑物，且

不低于（50）米，放散时要有火焰监测装置和蒸汽或氮气灭火设施。 

39、吹扫和置换煤气管道、设备及设施内的煤气，必须用(蒸汽)、（氮

气）或合格烟气，不允许用（空气）直接置换煤气。 

40、煤气管道宜涂灰色，厂区重要煤气管道应标有明显的（煤气流向）和

（种类标志），横跨道路煤气管道要标示标高，并设立防撞护栏。 

41、生产、供应、使用煤气的冶金公司必须设立（煤气防护站）。 

42、从事煤气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维护检修的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

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持（特种作业操作证）方能上岗作业。 

43、煤气检修的现场三方确认是指在煤气设施检修的环境三方确认，三方

指（设备点检方）、（设备检修方）、（煤气专业技术人员）。 

44、煤气爆炸范围是指（可燃气体）与空气或氧混合到某一混合浓度范围

内，一旦有（火源）时就会发生爆炸。 

45、煤气管道支架管托的分类有上滑式管托、下滑式管托、（固定管

托）、滚动式管托、（铰接管托）。 

三、判断题 

1、新建、改建的煤气设施按设计压力不同可不进行严密性实验或强度实

验。（×） 

2、煤气设备和管道压力 P>105Pa 要做严密性实验， 压力 P<105Pa 要做

强度实验。（×）  

3、这些设备在操作、检修完毕后要用肥皂水查漏进行查漏，严禁用明火查



漏。（√） 

4、工业炉窑在送气和点火操作时，发生事故的频率较高。（√） 

5、假如煤气设备需要进人需用空气置换 N2，并检测 O2≥19.5%、CO＜

30ppm 时方可进入。（×） 

6、送煤 气操 作过 程 为：氮 气（ 蒸汽 ） 置换空 气， 检测 合 格（ 0
2
＜

10%）；煤气置换氮气（蒸汽 ），爆发实验合格（三次）。（×） 

7、煤气设备动火分为带煤气动火作业和停煤气动火作业，相比而言前者比

后者安全。（√） 

8、带煤气动火作业（管道内氧含量要严格控制在 1%以下）即可用在负压

煤气管道上，也可用在正压煤气管道上。（√） 

9、在运营的煤气设备上动火既可以使用电焊，也可以使用气焊。（×） 

10、带煤气作业可在低气压、雾天、雷雨天气进行。（×） 

11、带煤气作业不准穿钉子鞋、携带火柴、打火机等引火装置。（√） 

12、凡带煤气作业所用工具为铜制品，如无铜制品应将工具涂抹铅油或甘

油。（ √ ） 

13、煤气设备设施内部作业前要保持设备内空气良好流通，打开所有人

孔、毛孔、料孔、风门、烟门进行自然通风，必要时，可采用机械通风。

（√） 

14、采用管道对煤气设备设施内部送风时，通风前必须对管道内介质和风

源进行分析确认，可向设备内充氧气或富氧空气。（×） 

15、煤气设备设施内部作业，取样时间应在进入之前半小时以内，每半小

时测定一次；工作中断后，恢复工作之前半小时应重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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