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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 第 2部分 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在现场环境下涉及的监测点位选择、

仪器安装、调试检测及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现场设备安装和调试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HJ/T 76-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T/CIN 18-2023 内河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用规范 

T/CSMT-KJ-XXX.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 第 1 部分 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T/CSMT-KJ-XXX.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测孔 monitoring ports 

为监测或采集废气样品，在废气排气筒/烟道外壁上监测断面处开设的孔口。 

3.2  

采样点 sampling point 

在排烟通道中检测烟气参数或采集烟气样品的准确位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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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平台 maintaining platform 

永久性安装在船上的具有稳定性、一定面积和承载负荷的带有防护装置的工作平台，

供人员进行维护操作。 

4 建设原则 

4.1 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维护且不应对船舶的正常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应符合 GB 50093 

和 GB 50168 中安装施工要求。 

4.2 安装监测系统前应收集被测船舶的基本信息，实地考察，并和船方负责人落实确认采

样点、安装位置及供电电源、压缩空气、通讯等相关的路径，确定好船方施工所需要准备的

物料。对安装监测系统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安全评估，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3 监测系统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或等效证明文件。 

4.4 施工方按照船上施工作业要求进行施工方案编制、施工审核、施工核验。 

4.5 设备方进行系统调试。 

4.6 客户进行系统验收确认。 

5 点位选择 

5.1 采样点应位于烟道排放控制设备下游，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

剧变化的部位。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6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

游方向不小于 3倍直径处。测试现场空间有限，很难满足上述要求时，采样断面与弯头的距

离应大于烟道直径的 1.5倍，如仍不满足，应和客户进行协商确定。 

5.2 采样点应尽量位于采集烟道截面中心处。 

5.3 采用船舶压缩空气系统作为监测系统吹扫用气，应安装过滤器和干燥器以去除船舶压

缩空气中的杂质和水汽。 

5.4 若船舶安装了脱硫脱硝装置，应将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安装在脱硫脱

硝装置之后，不论是否开启脱硫脱硝装置，排放烟气均应汇总到一处排放。 

6 仪器安装 

6.1 安装位置 

6.1.1 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维护且不应对船舶的正常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应符合 GB 50093 

和 GB 50168 中安装施工要求。 

6.1.2 监测系统安装位置不应受环境光照、电磁辐射和船舶行驶过程中水滴溅射的影响。 

6.1.3 监测系统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尾气中凝结液滴的腐蚀与凝结阻塞。 

6.1.4 安装监测系统的工作区域应设置一个防水低压配电箱，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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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2个 10A插座，保证监测设备所需电力。 

6.2 施工要求 

6.2.1 施工方进行设备所需底座、法兰等的焊接、施工； 

6.2.2 施工方进行设备所需电源、通讯网线等线路的部署； 

6.2.3 施工方进行压缩空气汽包的准备、焊接及管路部署； 

6.2.4 施工方进行系统的固定、安装； 

6.2.5 调试人员进行系统的调试、验收工作； 

6.2.6 安装施工不应对船舶的正常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应符合 GB 50093 和 GB 50168 中安

装施工要求。 

6.2.7 烟道处安装监测设备处应做好密封。 

7 调试检测及验收 

7.1 总体要求 

7.1.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安装后应进行采样管路以及监测管路的密封性

检查，保证采样管路以及监测管路没有发生泄漏。 

7.1.2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安装后，应进行整个系统流程功能的调试，确

认系统流程均可正常运行。 

7.1.3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安装后，应进行系统通讯链路的调试，确认系

统对外输出运行正常。 

7.1.4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安装后应进行零点和量程标定。 

7.2 标准物质要求 

7.2.1 零点气体（零气）：纯度≥99.999%的氮气或不干扰测定的洁净空气，零气中二氧化

碳浓度不超过 400μmol/mol，含有其它气体的浓度不得干扰仪器的读数。 

7.2.2 标准气体：市售有证标准气体，不确定度不超过±2.0%。量程校准气体指浓度在

（80%～100%）满量程范围内的标准气体。较低浓度的标准气体如不能满足不确定度要求，

可以使用满足要求的高浓度标准气体采用等比例稀释的方式获得，等比例稀释装置的精密度

应在 1.0%以内。 

7.3 调试检测内容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安装好后，需进行系统的运行调试，包含上电、通

讯、功能的调试，也包含系统的零点、量程校准调试，并做好调试记录、校准记录，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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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 

7.4 系统验收方法 

7.4.1 验收项目 

应按照设计要求对系统进行验收，并记录，验收记录表格见附表 A.2，A.3。船舶温室气

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验收包含： 

——系统的证书、资料齐全性； 

——调试记录表、校准记录表的确认； 

——量程、零点核验合格； 

——备品备件的齐全性。 

7.4.2 二氧化碳浓度技术指标验收 

7.4.2.1 零点校验 

a) 系统通入零气。 

b) 待读数稳定后记录零点读数Z1。 

c) 依据第一部分试验方法计算零点漂移Zd。 

d) 零点漂移验收测试结果应满足T/CSMT-KJ-XXX.1技术指标要求。 

7.4.2.2 量程校验 

a) 系统通入高浓度（80%～100%的满量程）标准气体。 

b) 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标准气体读数S1。 

c) 依据第一部分试验方法计算量程漂移Sd。 

d) 量程漂移验收测试结果应满足T/CSMT-KJ-XXX.1技术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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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 A.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调试记录表 

船舶名称：                                              

项目 内容 检查情况 备注 

辅助设

备 

供电系统（稳压、UPS 等）检

查 
  

空气压缩机压力检查   

压缩机排水检验   

压缩空气过滤滤芯检查   

CO2 浓

度监测

设备检

查 

气密性检查   

过滤器及管路检查   

标气的有效期、钢瓶压力检查   

测量数据检查   

分析仪状态检查   

烟气参

数监测

系统检

查 

探头供电检查   

系统气密性检查   

流速、流量、烟道压力、烟

温、湿度测量数据检查 
  

反吹检查   

其他 
制冷器供电及状态检查   

通讯输出检查   

调试人  调试时间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异常情

况处理

记录 

 

注 1：正常请打“√” ；不正常请打“×”并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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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CO2-CEMS零点/量程漂移与校准记录表 

船舶名称：                                              安装地点： 

CO2-CEMS 生

产商 

 CO2-CEMS 规格

型号 

 校准日期  

安装地点  校准开始时间  

维护管理单位  

CO2 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点漂移校

准 

零气浓度

值 

上次校准

后测试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

%F.S. 

仪器校准是

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

值 

      

量程漂移校

准 

标气浓度

值 

上次校准

后测试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

%F.S. 

仪器校准是

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

值 

      

批准人：                                         校准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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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验收记录表 

船舶名称：                                             监测系统名称/型号：                                                         

项目 内容 检查情况 备注 

资料 

系统相关证书检查   

系统资料检查   

调试记录表检查   

校准记录表检查   

CO2 浓

度监测

设备 

气密性核验   

零点核验   

量程核验   

烟气参

数监测

系统 

流速/流量核验   

烟温、湿度核验   

其他 
备品备件检查   

标气数量、压力检查   

验收 

结果 
 

验收人  验收时间  

注 1：通过请打“√” ；不通过请打“×”并做相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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