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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2021 年批准立

项的计划，项目名称为《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技

术规范》。 

起草单位： 华北科技学院等 

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几年来能源资源日趋紧张，节能环保成为各种技术发

展的推动力。结合当前新冠疫情，突发性能源供给问题更加

突出。2008年中国南方特大雪灾，导致南方不仅仅供热甚至

是供电都受到较大的影响。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武汉等

地建立的应急医院，为避免空气交叉感染，冬季医院等公共

场所被限制使用中央空调等进行供热。 2020年中印边境对

峙，由于缺乏应急供热设备，双方超过 20人冻死、冻伤，给

国家造成严重损失，2021 年 5月发生的甘肃马拉松赛事中缺

少应急供热物资和设施，导致 21 名队员由于身体失温而死

亡，类似案例不胜枚举，教训惨痛，由此可见，建立应急能

源供热标准体系，对于规范应急供热技术、设备研发，引导

市场良性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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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交通甚至是办公等场所，为工作人员提供舒

适的室内环境，是保障人员更好的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条

件，因此这些场合在特定环境下采用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

提供应急供热需求是必然的。清洁能源如天然气、大阳能、

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能源提供应急供热，不仅能够有

效解决特殊场合的应急供热需求，而且因供需时长短、限制

少、拆装便捷等特点，能起到快速反映的作用，防止损失进

一步扩大。从节能的角度也能够实现能源节省、无污染、环

境可持续性发展等目标。对于特殊环境提供应急供热具有重

大的意义。 

针对建筑物如何配备清洁能源相关的应急供热应用技

术的探索研究，当下备受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判断

建筑是否需要进行应急供热，采用哪种类型的新型能源，其

设计和技术指导等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目前，燃气催化燃

烧技术的应用特性，在诸多场景中都得以广泛适用，其有关

产品已列入应急产品目录，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加以约束、管理和指导，什么样的场景可以适用，如何使用，

使用条件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亟待出台燃气催化燃烧应急供

热技术的标准规范，其目的在于规范燃气催化燃烧应急供热

技术的设计、安装、使用等要求，在技术上予以指导。 

催化剂的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1816 年，Davy发现 Pt 能

促进甲烷和醇蒸汽在空气中的氧化
[1]
。1835年，Berzelius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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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出“催化”和“催化剂”的概念
[2]
。20世纪 70 年代，化

学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兴起加快了催化燃烧技术的发展进程。

然而，90 年代开始，因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而过度开发地球

资源，导致自然生态恶化，人们逐渐意识到能源综合利用和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探索发现催化燃烧技术可有效预

防和控制对大气的污染
[3]
。常见的烷类催化剂分为两种：①

贵金属催化剂；②非贵金属催化剂。其中适合甲烷催化燃烧

的催化剂如图 1所示。贵金属催化剂成本较高但催化性能最

佳，可以有效避免被高温烧结和硫中毒，铂系贵金属催化剂

的活性顺序为 Pt＞Ir＞Os＞Pd＞Rh＞Rd
[4]
，大多数研究

以 Pd 和 Pt 为主，有高效、优良的低温催化性能
[5]
。其

载体一般采用 Al2O3、SiO2 等稳定、比表面积大、惰性强、

熔点高的材料；钙钛矿型催化剂应用在甲烷催化燃烧方面

的研究众多，发现单一钙钛矿不能满足工业需求，进而研发

出双钙钛矿催化剂以提高性能，但由于复杂的生产工艺导致

原本廉价的催化剂成本变高；六铝酸盐催化剂有较高的耐热

性能，但因其活性相对较低、起燃温度较高，只能用于甲烷

燃烧的最后一级（1200℃）。 

由此可见贵金属催化燃烧是一种优益的燃烧技术。然

而，前文提到的事故案例一样就可以证明应急供热技术尚

未被应用，贵金属催化燃烧更未被应用到应急供热领域。

目前，与应急供热设备较为类似的供热设备是应用到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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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的便携式取暖-烹饪一体式设备。经过对几家户外公

司的调查发现，该类设备常以煤油为燃料
[6,7]

。国外有学者

表明煤油炉是导致非常规建筑火灾，CO 中毒，烧伤，烫伤

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8-12]

。而燃气的应用也常以烹饪为主供热

为辅，且燃烧类型也未涉及到催化燃烧。因此，在满足国

家对于建筑节能降耗的要求，满足城市对于绿色建筑的规划

需求的同时，推动清洁能源相关的应急供热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是必要的。 

 

 

图 1 甲烷催化燃烧催化剂种类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课题以制定燃气催化燃烧应急供热技术标准为目标。围

绕该目标，课题的主要工作过程有如下以下几方面： 

（1） 前期工作 

2020 年 12 月，确立制定作总体目标，构建组织机构，

确定参编单位及其人员，开展标准制定前期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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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气催化燃烧技术研究 

2020 年 1-5月，开展实地调研和相关技术研究。联合华

北科技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对开泰利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

催化燃烧技术和设备进行实地调研，讨论和分析当今市场现

有供热体系对应急供热的不足，论证燃气催化燃烧技术的可

靠性，评估是否可以作为应急供热新技术应用。以上内容作

为本标准编制依据，编制标准初稿。 

（3） 燃气催化燃烧应急供热技术标准开题会 

2021 年 6 月，收到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的立

项通知书，并研讨标准初稿。 

（4） 燃气催化燃烧应急供热技术标准数据和理论收集，

内容修改 

2021 年 11 月，根据开题会中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召

开由华北科技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开泰利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研讨会，主要讨论燃气催化燃烧技术与应急供热技术

的结合方法和可行性，完成标准初稿。参会人员及所属单

位如下：北京工业大学-潘嵩，华北科技学院-吴金顺，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胡月波，吉林建筑大学-秦铭

远。 

（5） 参编单位审核 

2021 年 12 月 21日，召开全部参编单位审核会议，针对

当前草案进行细致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与意见。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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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属单位如下：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王春兰、全姝，华北科技

学院-吴金顺、孔祥蕊，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段馨蕊，新

兴燃气（天津）有限公司-赵公台，江苏汇能燃气催化科技有

限公司-陈翠，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陈微，北京工业

大学-潘嵩，苏州开泰利有限公司-李磊，北京星航机电装备

有限公司-葛军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胡月波，

吉林建筑大学-王春青、秦铭远，科瑞特空调集团有限公司-

吴宝贞，辽宁科技大学-周卫红，廊坊世能新科技有限公司-

于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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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家评审 

2022 年 1月初，找国内相关技术方面的知名专家对该文

件草案进行全文评审。1月 20日，编制团队召集主要主编成

员对专家评审意见进行详细解读后，对文件进行再一次修改。

参会人员及所属单位如下：北京工业大学-潘嵩，苏州开泰利

有限公司-李磊，华北科技大学-吴金顺，吉林建筑大学-秦铭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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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以“结合实际、技术可行、方法科学、操

作性强”为原则，以国家应急管理部政策和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为依据，以实际应急供热场景为基础。本标准与现

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引用了下列文件

中的条文。 

GB 50168-201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

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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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137-2015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GB/T 13611-2018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 13869-2017 用电安全导则  

GB/T 18883-2020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6503-2018 燃气燃烧器具质量检验与等级评定 

GB/T 37228-2018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B/T 51218-2017 机械工业工程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TSG 23-2021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DB 13/T2030-2014 低温催化燃烧器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并无冲突。本标准的内

容根据 GB/T 1.1-2020中给出的规则编写，在编写过程中结

合我国国情，充分考虑全国各地年平均最低气温、燃气催化

燃烧的适用性、应急供热的普及性，以规范清洁能源、清洁

燃烧、清洁供热作为标准的功能导向，所包含的内容充分体

现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能够有效提高应急管理

部门对应急供热的实施效率。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

论述 

本标准共九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基本要求、催化燃烧应急供热设备技术参数、配备和

调用要求、安装、验收与检验要求、运行使用要求、安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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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供热技术的术语

和定义、一般要求、技术要求以及判定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应急场地内（如应急方舱、避难所、帐篷、

岗亭、山洞等）的快速、便携供热的技术要求，其他形式建

筑的应急供热设备可参考本规范进行制定。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或地区所有参与应急供热方案的政

府、组织和个人。 

说明： 

今年来，自然灾害、传染病、紧急疏散等突发事件频频

发生，在寒冷环境下，这些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供热方案和策

略还需完善。通常，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会被安排在临时

场所进行休养，包括应急方舱、避难所、帐篷、岗亭、山洞

等。而催化燃烧技术是一种清洁、便携的技术，且可以应用

到供热行业中。因此，本规范的重心在应急场地内应急供热。 

（二）基本要求 

2.1 适用条件：表明对受灾者的应急供热应以什么为前

提，在何时何地可以使用应急供热设备供热，使用应急供

热设备应该首先满足何种要求。 

2.2 环境要求：保证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应急供热

设备。 

2.3 技术性指标要求：表明燃气催化燃烧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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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到燃烧能源、燃烧技术、使用场地、场地能源等问

题。其中，应急供热技术被规定为催化燃烧技术的应用，

主要是因为催化燃烧是一种完全无焰燃烧，尽管其他种类

的燃烧方式例如多孔介质燃烧、辐射管内燃烧等燃烧方式

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燃烧效率和较低的污染物排放，但与催

化燃烧技术相比仍有较高的风险。在应急供热技术中，应

首先确保设备的安全性。另外，催化剂被规定为贵金属催

化剂，是因为尽管贵金属催化剂的成本较高但催化性能最

佳，可以有效避免被高温烧结和硫中毒，通常铂系贵金属

催化剂的活性较钙钛矿性和六铝酸盐催化剂的活性更高。 

（三）催化燃烧应急供热设备技术参数 

3.1 根据环境温度进行供热等级划分：≤-20℃（Ⅰ

级），≤-10℃（Ⅱ级），≤0℃（Ⅲ级），≤10℃（Ⅳ级）。 

说明： 

等级划分是结合全国冬季普遍最低气温给出划分条

件。增加≤10℃（Ⅳ级）是因为 2021 年 5月甘肃黄河石林

百公里越野赛事故发生时的环境温度给出，在环境高于 0℃

时，应急供热设备仍然是必要的。 

3.2 单个应急供热设备质量≤10kg。 

说明： 

设备为了具有灵活、轻便的特征，不应有过重的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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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单一热源面积范围：250mm×200mm-400mm×

350mm；取暖面积应占整个人体正面投影面积的 50%。 

说明： 

设备的热源面积的配备应该根据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应该既满足基础的供热，又不能有过重的质量。因此设置 4

个型号等级。 

根据下图 2表示红外线能量会朝上方的一个半球形空

间内发散，因此，能量照射到的面积大于热源面积，可较

为容易的达到人体正面投影面积的 50%。若应急场地内人员

较多，无法满足所有人员 50%供热面积时，应增加设备数

量。 

应急供热设备的热源面积主要是根据普通人体正面宽

度确定，在先前的研究中使用 250×200mm热源测试人员热

舒适性，大部分受试者认为宽度较小，仅能满足一条腿的

供热，但也可以满足基础的热舒适效果，因此根据实验结

果综合考虑，将最大的热源面积增加至 400mm×350mm。 

 

图 2 微元束辐射能量的空间几何性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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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供热温度：低温供热 300-350℃，中温供热 350-

450℃，高温供热 450-500℃。且规定的温度范围应不低于

燃烧室平面面积的 80%。 

说明： 

（1） 用红外热成像仪器对不同温度的热源实测，见图

3，分为三种类型供热温度。 

（2） 用中温供热（350-450℃）燃烧板做实验，将燃烧

板划分成 25×20个等分小块，每个小块内插一

根 K 型热电偶，待燃烧板稳定燃烧后，测量每个

小块内的温度，最终得出结论大于 350℃的面积

为 88.67%，大于 400℃的面积为 67.38%，因此确

定正常燃烧的面积应不小于 80%。 

   

300-350℃ 350-450℃ 450-500℃ 

图 3 热源温度测试 

3.5 中型热源的中温供热的时长最短为 2 小时；针对

人员长时间滞留场所可进行间歇供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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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相关资料可查，因此购买市面常规燃气瓶，进

行燃烧时长实验，燃气瓶耗尽时长范围在 2-3小时。 

文献
[14]

中表示在夜间帐篷内停止燃烧炉供热 15-20 分

钟后，室内温度会降低至零下，因此，有受灾者需要长时

间逗留时，应采用间歇供热方式。 

3.6 设备的预热时间应不超过 5分钟。 

说明： 

对催化层进行预热时间实验，首先实验确定催化层预

热成功的温度（120℃），然后收集达到该温度的时间，如

表 1。因催化层的催化剂种类不同，活性不同，且在实际应

用中也会根据环境不同而有不同时长，因此将预热时间设

置为不超过 5分钟。 

表 1催化层的预热时间 

实验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平

均 

达到

120℃的

时间  

2′

31 

2′

45 

2′

41 

2′

23 

2′

14 

2′

04 

2′

02 

2′

03 

1′

58 

2′

18 

 

3.7 催化剂寿命应≥8000小时。 

在文献
[15]

中，很多厂家的催化剂寿命均以 8000小时为

基础。因此，课题组在开泰利环境能源有限公司进行了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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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寿命实验，从 2020年 4 月 7日至 2021 年 4月 7 日进

行了为期一年的实验，通过 24小时不间断的燃烧，结果表

明催化剂未失活，一年间的燃烧温度没有明显变化。 

3.8 红外线能量应以转动、振动激发态产物为主，电子

激发态产物为辅。 

说明： 

根据公式 1
[16]
，能级差ΔE 越大，则吸收光谱的频率越

高（即波长越短。通常，转动跃迁ΔE<0.05eV，是远红外

光或微波照射；振动跃迁ΔE=0.05～1.0eV，是短波光能

（中红外区）；电子能级跃迁ΔE=1~20eV，是可见光、紫外

线、波长更短的光谱。 

Δ𝐸=𝐸2−𝐸1=h𝜈                     

（1） 

式中：Δ𝐸为能极差； 

h 为普朗克（量子）常数，h=6.624×10-34J·s； 

ν为光的频率，s-1； 

E1、E2 分别为初能级和终能级的能量 

3.9 红外线波长应在 3-10μm，必要时可存在小于 3μm

波长。 

说明： 

对 Pt-Al2O3负载式贵金属催化层进行红外线光谱测试，测

试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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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红外线能量波长分布 

3.10 η1的Ⅰ级效率为≥95%。关于红外线辐射效率η2

计算方法，包括球面辐射测试和平面辐射测试
[17]

，应急供

热设备的有效能量利用为燃烧板正面辐射能量，因此计算

辐射能量即可确定η2。 

3.10.1η1 的效率的设定参考文献
[18]
，文中表明非对称平

面燃烧室的最大燃烧效率可达 52.4%，对称平面燃烧室的最

大燃烧效率可达 98.5%，因此，确定催化燃烧的Ⅰ级燃烧效

率应大于 95%。 

3.10.2 球面辐射测试 

目的：确定辐射加热器的净正面辐射效率（NFRE）。 

方法：划分辐射能量分布的网格，并假设每个网格表面

单元的热流是均匀的。通过半球面耗散的净功率根据下式: 

𝑃𝐻𝑆 =∑∑𝑞′′
𝑖𝑗
𝐴′′

𝑖𝑗

𝑁

𝑗=1

𝑁

𝑖=1

 

式中：q”ij——局部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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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j——元素表面积。 

催化燃烧供热器的燃气功率表达式为： 

𝜑𝑔𝑎𝑠 =
1

3.6
v𝑄1

273

273 + 𝑡𝑔
×
𝑃𝑎𝑚𝑏 + 𝑃𝑚 − 𝑆

101.3
 

式中：φgas——燃气燃烧功率，KW； 

   Q1——0℃、101.3kPa 状态下试验燃气的低热值，

MJ/m³； 

   V——实测燃气流量，m³/h； 

   tg——燃气温度，℃； 

   Pamb——大气压力，kPa； 

   Pm——燃气相对静压力，kPa； 

   S——温度为 tg时的饱和水蒸气压力，kPa。 

催化燃烧器背面无辐射能，因此 NFRE的表达式为： 

𝑁𝐹𝑅𝐸 =
𝑃𝐻𝑆
𝜑𝑔𝑎𝑠

× 100% 

3.10.3 平面辐射测试 

目的：可视化加热器前面的热流分布，并确定加热器的

净平面辐射效率(NIPRE)。 

方法：燃烧板所在平面作为基础平面，每间隔 10cm 绘

制一个平行于基础平面的平面，每一个平面内进行大小为

1cm×1cm得网格划分，通过平面耗散的净功率见下式： 

𝑃𝐼𝑃 = ∑ ∑ 𝑞′′
𝑖𝑗
𝐴′′

𝑖𝑗
𝑀
𝑗=1

𝑀
𝑖=1   

则 NIPRE 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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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𝐼𝑃𝑅𝐸 =
𝑃𝐼𝑃
𝜑𝑔𝑎𝑠

× 100% 

（四）配备与调用要求 

4.1 配备和调用要根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级别要求分

级配备。 

说明： 

根据国家标准 GB/T 37228-2018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突

发事件响应要求，对应急管理级别有明确要求。 

4.2 应急供热事故级别，应由寒冷预警级别和施救人数

共同决定。 

应急供热事故级别 寒冷预警级别 施救人数 设备调用台数 

Ⅰ级 红色 ＞30 ＞15 

Ⅱ级 橙色 10-30 5-15 

Ⅲ级 黄色 3-10 2-5 

Ⅳ级 蓝色 ＜3 ＜2 

说明： 

寒冷预警级别参考 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第 3.3 预警及措施要求。施救人数级别参考

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 1.3 节事

件分级要求，以该分级要求将应急供热事故分成四级，该

部分与草案第 5.1.6 内容分级一致。设备调用台数至少要

保证每两人一台设备。 

（五）安装、验收与检验要求 

5.1 为确保快速部署，应减少安装、验收的繁琐程度。 

5.2 验收应在供应商提供设备后仔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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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年检应包括日常检查，月检，年检，确保设备正常

和安全运行。 

（六）运行使用要求 

运行使用要求应主要确保人员按照设备正常的操作方

式运行，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所有的操作均由场地管

理人员安排，用户应听从管理制度并注意设备的操作规

程。 

（七）安全要求 

包括人员安全，和设备使用安全，并给出事故发生时

的处理办法。 

（八）附录 A应急供热设备的选型关系表 

是正文部分关于设备分级的整合，并增加了功率范

围。 

说明： 

功率是通过实测所得，实测 1500mm×200mm 燃烧板的

每小时燃气消耗量为 0.8m³/h，天然气热值 8000-9000 大

卡，则每小时消耗 6400-7200大卡能量，换算成千瓦为

7.4-8.4KW，约为 8KW。将面积分别换算成不同面积分别为

250mm×200mm-0.6KW，300mm×250mm-1.0KW，350mm×

300mm-1.4KW，400mm×350mm-1.8KW。 

（九）附录 B抽样验收设备外观完好概率≥95%，电气

线路和燃气管路的抽样检验完好概率≥99%。 

CIECCPA



21 
 

说明： 

对于应急供热设备而言，除燃烧室外的外观的完好与

否不会直接影响到设备的使用，微小的掉漆、裂痕等不会

引起安全隐患，因此概率大于 95%即可。关于能源线路的检

验涉及到安全和设备的正常使用，在应急场所更应该保证

安全性能，因此能源线路的抽样检查应≥99%。 

六、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第一次会议 2021-11-14 

1. 关于标准内容和题目不相符。在最初稿中，很大篇幅

是关于针对燃气催化燃烧设备研发，缺少关于应急供

热的技术性要素。关于室内环境参数计算是否合理问

题。在最初稿中，根据室内负荷计算确定应急供热热

源的大小和方式。经讨论分析，确定应急供热应不包

含繁琐和复杂的计算过程，并且对于某些场地，冷风

渗透和冷风侵入量过大，负荷计算将不被认为是合理

方法。 

2. 缺少附录。 

3. 在初稿中涉及到关于应急设备设计和辐射能量计算的

内容，认为与本要求标题不符，经讨论后删除该部分

内容。 

第二次会议 2021-12-21 

1. 原标题为燃气催化燃烧应急供热技术标准，因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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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文部分不仅设计到工程标准，行业标准，还涉及到

技术标准，最终改为燃气催化燃烧红外辐射应急供热技

术规范。 

2. 建议增加设备选型内容，或依据表格即可了解如何确

认设备的选型，增加附录 A，应急供热设备选型关系表。 

3. 针对检查和验收方面内容，只有关于设备的检查和验

收，应该增加关于燃气的检查和验收内容。 

4. 原文件中的以“应急供热体系”为主，讨论后发现体系

一词涉及的内容较多，可能还包括通风系统等不应该在

应急条件中涉及的内容，因此改为“应急供热系统”且

该系统内仅包括应急供热设备和自然通风。 

5. 整体文件中删除关于大型应急供热设备的内容。认为

目前便携式的应急供热设备才是首选，大型应急供热设

备尽管已经有了雏形，但技术尚未完善，故删掉。原文

件中涉及到的关于大型应急供热设备的内容全部删除，

其中包括一些意见分歧，因删掉在编制说明中不再重复

说明。 

6. 应增加在运输过程中的应急。当已经发生应急供热事

件时，不应将时间浪费在运输过程中，应该有相对应的

放行规划。 

第三次会议 2022-1-20 

1. 详细解读两位专家对该文件草案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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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中应急供热与便携取暖、应急取暖系统概念多重

且混乱不清晰。将全文类似的词汇全部统一成应急供热。 

3. 术语和定义繁琐且缺乏科学性。删减了在各标准中已

经非常通用的词汇的定义，仅保留与应急供热相关的术

语和定义。对其中含有数值的术语重新参考资料进行定

义。 

4. 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格式进行撰写，修改格

式。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

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尚未检索到关于应急供热方面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主要为当今应急管理体系增加

应急供热方面技术策略和应急供热物资，增强应急管理部门

和相关供应方之间的协作，增强受灾人员的生存几率。应急

供热方案既参考国家标准内容，也有推荐性标准内容，标准

的目的重在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最合理安全的供热设备并满

足人员的基础供热。促进清洁能源、清洁燃烧技术、高效供

热的发展和应用。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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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案 

无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 

1、加强标准宣贯，组织召开监测机构标准宣贯会，对监

测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在今后组织的关于催化燃烧和供

热研讨会上宣贯本要求，提高催化燃烧技术在暖通空调领域

的发展，增强人们对应急供热的认识。 

2、加大实施力度。标准实施后，相关应急管理部门和应

急供热设备供应商应严格执行标准，加快应急供热设备的研

发和生产。根据后续使用状况出具相关合理推动标准的应用。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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