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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气泄漏污染空气，易造成爆炸事故，危害人身安全，长期泄漏造成资源浪费，因此
天然气泄漏监测成为天然气站亟待解决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各种测量原理，可调谐激光二极

管吸收光谱（ＴＤＬＡＳ）技术因其响应迅速、非接触式测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开放环境下天然
气泄漏监测。目前天然气站一般采用多点多线布置多个开放式激光气体遥测仪监测或采用多

个扫描式激光气体遥测仪巡航监测的方案，监测区域范围小、漏洞大。本文基于 ＴＤＬＡＳ的奇
次谐波信号建立吸收率函数在线重构算法，提出了一种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方法及系统，该系

统基于ＧＩＳ平台对天然气站进行三维建模，将监测数据融合处理，采用空间浓度场反演算法，
在动态扫描后生成整个场站的浓度动态分布图。该系统实施后的试验结果表明，天然气泄漏

监测系统响应迅速、灵敏度高、报警联动及时，三维场景及浓度动态分布图显示直观，泄漏点判

断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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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天然气作为一种绿

色清洁能源，因其热值高、燃烧污染小、价格低廉等

优势，广泛应用于燃气电厂、城市供热、化工工业生

产等领域［１］。天然气依靠管道输送，在输送的过程

中，由于焊接、振动、气流冲刷管道弯头、压力变化及

腐蚀等多种原因造成管道、法兰、阀门及螺纹处天然

气泄漏。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ＣＨ４），占比９０
％以上，其无色无味，与空气混合形成易爆炸的混合
危险气体，虽然其毒性不高，但是容易造成急性缺氧

中毒，同时ＣＨ４是一种温室气体，较于 ＣＯ其温室效

应更加严重［２－３］。若天然气站发生天然气泄漏，不

仅会浪费大量天然气，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污染大

气环境，还容易造成爆炸事故，危害人身安全。天然

气在送达用户前需经过天然气分输站的分配，许多

天然气分输站为无人场站，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的状

态。目前针对天然气无人站分输站天然气泄漏主要

采用传统人工定期巡检方式，检测方法主要包括人

耳辨音、喷洒肥皂水和手持便携式检测仪等。但传

统人工定期巡检无法快速准确判断泄漏点位置信息

且难度大、效率低，易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和经济

问题。

目前，天然气泄漏监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

此应用于天然气站的天然气泄漏检测设备随之发展

起来，主要测量原理有超声波法、红外法、电化学法

和气相色谱法等。管道及阀门发生天然气泄漏时，

会产生一定频率的超声波，超声波是一种弹性机械

振动波，传播具有较强指向性，可聚成定向狭小的线

束，其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利用超声波

的该特性可实现泄露检测及泄露点大致位置推断。

但是超声波法检测极限距离会受到泄漏压力、孔径

和角度等因素的影响，泄漏检测距离小，很难实现天

然气站整个工艺区内的微量泄漏监测［４－５］。红外法

利用气体红外吸收光谱得到气体的浓度信息，该法

受外界环境中的热源和光源影响较大，工业现场测

量效果达不到预期效果。电化学法采用电化学传感

器测量浓度，属于单点式测量，其电极使用寿命非常

短，传感器自身存在“中毒”问题，需经常性进行标

定，其自由扩散式的取样方式响应速度慢，且受风向

影响比较明显。气相色谱法利用色谱柱和检测器对

混合气体先分离、后检测，检测器将样品组分准变为

电信号，通过电信号大小分析出待测气体浓度，但是

该方法需要采样及预处理，系统复杂，容易受到其他

气体干扰，不适合天然气场站开放环境测量［６］。

近年来，随着半导体激光技术发展，基于可调谐

二极管吸收光谱（ＴＤＬＡＳ）原理的气体分析技术在
国内外得到迅速发展［７－８］，相较于上述原理技术，该

技术具有波长选择性强、响应速度快、测量精度高、

灵敏度高等优点［９－１０］，可实现微泄漏遥感检测。目

前天然气泄漏监测方案多采用云台扫描式激光气体

遥测仪，该方案在天然气无人站内布一台或多台扫

描式激光气体遥测仪进行预置位巡航监测，预置位

多选在各个阀门与管道连接处。另外，也有监测方

案采用多点多线布多个开放式激光气体遥测仪，通

过多条平行激光穿过工艺区进行定点检测，实现天

然气站部分区域的“线监测”。这些方案采用单台

监测设备存在监测区域范围小，漏洞大，无法实现整

个天然气场站的泄漏监测；采用多台监测设备可进

行多点多线监测，但配件消耗量大，数据处理复杂，

后期维护量大。不论采用单台或多台监测设备，只

能实现天然气泄漏的 “线监测”，无法实现较大区域

的“面监测”及整个场站“空间监测”，不能反演天然

气泄漏整个空间的动态浓度分布。

本文拟基于ＴＤＬＡＳ的波长调制法，通过各次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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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信息重构吸收率函数，提高测量精度，研发适用于

天然气站易燃易爆的开放光路环境下ＣＨ４激光气体
遥测仪；提供一种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报警系统，该

系统方案采用高杆云台与导轨分别搭载高精度激光

气体遥测仪进行实时监测，并基于 ＧＩＳ平台进行三
维建模，通过监测数据融合处理生成天然气空间浓

度动态分布图，泄漏浓度超过预设报警阀值时，结合

空间浓度动态分布图判断泄漏位置。

２　ＴＤＬＡＳ测量原理
２１　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

ＴＤＬＡＳ测量技术采用窄带可调谐二极管激光
器发射出的激光作为光源，扫描气体分子特定波长

的单条吸收谱线，通过分析待测气体吸收激光前后

光强变化程度得到气体浓度，作为光谱检测技术，遵

循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其具有非接触式、波长选择性
强、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优点，测量

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示意图

Ｆｉｇ１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ｌａｗ

一束频率为ｖ的单色激光穿过长度为Ｌ的气室
内待测气体介质时，被待测气体选择性吸收，激光光

强发生衰减，激光的透射光强 Ｉｔ和入射光强 Ｉ０满足

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其表达式如下所示［１１－１２］：

τ( )ｖ＝
Ｉｔ
Ｉ０

＝ｅｘｐ－ＰＳ( )ＴＸＬ( )[ ]ｖ
＝ｅｘｐ－α( )[ ]ｖ （１）

式中，τ（ｖ）为激光透射率函数；Ｉ０为激光入射光强；Ｉｔ
为激光透射光强；Ｐ为气体的总压力（ａｔｍ）；Ｘ为待
测气体浓度；Ｌ为激光在待测气体中传播的距离，即
光程（ｃｍ）；Ｓ（Ｔ）为气体分子吸收谱线的线强度，
只与气体温度Ｔ有关（ｃｍ－２· ａｔｍ－１）；α（ｖ）为气体
的吸收率函数，α( )ｖ＝ＰＳ( )ＴＸＬ( )ｖ；（ν）为线

型函数（ｃｍ），在整个吸收频率上线型函数满足

∫
＋∞

－∞
（ｖ）ｄｖ＝１。

２２　波长调制法重构吸收率函数
直接吸收法和波长调制法是 ＴＤＬＡＳ技术长期

发展形成的两种主要测量方法。直接吸收法在实际

测量中会受到颗粒物浓度、激光强度波动等因素的

影响，使吸收率难以拟合，致使测量气体浓度出现误

差。波长调制法可通过注入的高频调制信号有效降

低系统背景噪声信号干扰，可提高测量的信噪比和

灵敏度［１３－１４］。但是，传统的二次谐波法测量气体浓

度需要复杂的标定实验，测量成本和难度高；２ｆ／１ｆ
免标法受吸收率条件的限制，其无法在恶劣工业环

境得到广泛应用。鉴于直接吸收法和波长调制法的

优缺点，本文利用各次谐波信号中丰富的吸收率函

数信息，建立一种基于波长调制法的吸收率函数在

线重构算法，提高了ＴＤＬＡＳ技术在复杂工业现场的
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波长调制法是在低频扫描信号上注入频率为ω
高频正弦调制信号，此时激光的瞬时频率 ｖ和瞬时
入射光Ｉ０为

［１５－１７］：

ｖ＝ｖ＋ａｃｏｓω( )ｔ

Ｉ０ ＝Ｉ０ １＋ｉ１ｃｏｓωｔ＋ψ( )
１ ＋ｉ２ｃｏｓ２ωｔ＋ψ( )( ){

２

（２）
式中，ｖ为激光平均扫描频率；Ｉ０为平均光强；ａ为
频率调制幅度，单位为ｃｍ－１，ａ＝ｍδｖ；ｍ为调制系
数；δＶ为谱线半高半宽；ｉ１和 ｉ２为线性和非线性强
度调制系数；ψ１和 ψ２为线性和非线性强度调制和
频率调制的相位差。

由式（１）可知此时的激光透过率函数表达
式为：

τｖ＋ａｃｏｓω( )( )ｔ ＝
Ｉｔ
Ｉ０
＝ｅｘｐ－αｖ＋ａｃｏｓω( )( )[ ]ｔ

＝∑
∞

ｋ＝０
Ａｋ·ｃｏｓｋω( )ｔ （３）

式中，Ａｋ为激光透过率函数的各次谐波幅值，其表
达式为：

Ａ０ ＝
１
２π∫

π

－π
τｖ＋ａｃｏｓ( )θ·ｄθ

Ａｋ ＝
１
π∫

π

－π
τｖ＋ａｃｏｓ( )θ·ｃｏｓｋ( )θ·ｄθ，ｋ＝１，２，３

{
，…

（４）
根据锁相放大器工作原理，将参考信号和光电

探测器输入的光强信号相乘，可推导锁相放大器输

出的各次谐波Ｘ和Ｙ轴信号的表达式如下：

Ｘｋ ＝
Ｇ
２· Ｆｋ１·ｃｏｓθｋ－Ｆｋ２·ｓｉｎθ[ ]

ｋ

Ｙｋ ＝
Ｇ
２· Ｆｋ１·ｓｉｎθｋ＋Ｆｋ２·ｃｏｓθ[ ]{

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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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为系统的光电放大系数，在实际测量中可忽
略强度调制非线性项 ｉ２，因此 Ｆｋ１和 Ｆｋ２的表达
式如下：

Ｆ１１ ＝Ｉ０ Ａ１＋ｉ１ Ａ０＋
Ａ２( )２ ｃｏｓψ( )[ ]１

Ｆ１２ ＝－Ｉ０ ｉ１ Ａ０－
Ａ２( )２ ｓｉｎψ( )[ ]１

Ｆｋ１ ＝Ｉ０ Ａｋ＋
ｉ１
２ Ａｋ－１＋Ａｋ＋( )

１ ｃｏｓψ( )[ ]１

Ｆｋ２ ＝－Ｉ０
ｉ１
２ Ａｋ－１－Ａｋ＋( )

１ ｓｉｎψ( )[ ]１
，ｋ＝２，３















，…

（６）

当没有气体吸收时，Ａ０＝１，Ａｋ＝０（ｋ＝１，２，３，
…），此时一次谐波Ｘ和Ｙ轴的背景信号如下，其中
Ｓ１，ｂａｃｋ为一次谐波背景信号幅值。

Ｘ１，ｂａｃｋ ＝
ＧＩ０ｉ１
２ ｃｏｓθ１－ψ

( )
１

Ｙ１，ｂａｃｋ ＝
ＧＩ０ｉ１
２ ｓｉｎθ１－ψ

( )
１

Ｓ１，ｂａｃｋ ＝ Ｘ１，( )
ｂａｃｋ

２＋ Ｙ１，( )
ｂａｃｋ槡

２ ＝
ＧＩ０ｉ１















２

（７）

在公式（５）中，当奇数次谐波 Ｘ和 Ｙ轴分别乘
以ｓｉｎθｋ和ｃｏｓθｋ并且相减后，同时再将其除以一次
谐波背景信号，则有：

ｆｕｎ１ ＝
Ｘ１ｆ·ｓｉｎθ１－Ｙ１ｆ·ｃｏｓθ１

Ｓ１，ｂａｃｋ

　 ＝ｓｉｎψ( )
１· Ａ０－

Ａ２[ ]２
ｆｕｎ２ｋ－１ ＝

Ｘ２ｋ－１·ｓｉｎθ２ｋ－１－Ｙ２ｋ－１·ｃｏｓθ２ｋ－１
Ｓ１，ｂａｃｋ

　　 ＝
ｓｉｎψ( )

１

２ · Ａ２ｋ－２－Ａ２[ ]
ｋ，ｋ＝２，３，















 ４

（８）
经过一系列的公式处理推导后可得到：

Ｆｕｎｋ ＝∑
ｋ

ｎ＝１
－( )１ｎ－１·ｆｕｎ２ｎ－１ ＝ｓｉｎψ１·Λｋ （９）

式中，Ｆｕｎｋ根据奇次谐波Ｘ和Ｙ轴信号得到；Λｋ为
激光透过率函数和调制系数ｍ的函数，其公式为：

Λｋ ＝τ( )ｖ＋ －( )１ｋ－１·

∑
∞

ｎ＝ｋ

ａｎ＋ｋ
( )ｎ＋ｋ！

ａｎ－ｋ
( )ｎ－ｋ！

ｋ
ｎ·２２ｎ

τ２( )ｎ ( )ｖ

＝
Ｆｕｎｋ
ｓｉｎψ１

（１０）

当ｋ趋近于无穷大时，高阶项影响为零，因此

可得：

Λｋ ｋ→∞
＝τ( )ｖ＝ｅｘｐ－α( )[ ]ｖ （１１）

根据公式（１０）和（１１），当 ｓｉｎψ１≠０时，可得到
吸收率的重构公式如下：

α( )ｖ＝－ｌｎ
Ｆｕｎｋ
ｓｉｎψ( )

１ ｋ→∞

（１２）

上述的吸收率重构算法解决了目前波长调制

法难以测量吸收率函数的问题，根据此重构算法

的吸收率函数可直接确定待测气体的浓度、温度

等参数。

２３　开放光路测量方法
激光光谱检测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吸收光谱技

术，具有可高空开放测量、响应迅速、灵敏度高等特

点［１８］，因此利用该测量技术可在天然气站开放环境

下测量天然气管道及阀门泄漏的扩散云团，得到整

个扩散云团的浓度，及时响应天然气站的泄漏情况。

其测量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开放光路测量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ｐｅ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利用气体对光谱的选择吸收特性，激光收发装

置对外发射特定波长范围（被测气体不同，中心波

长也不相同）的探测激光，该探测激光遇到反射装

置，部分激光被反射返回到收发装置的探测单元；或

者遇到如管道、阀门、地面、墙面等反射物，经漫反射

后部分激光返回到探测单元，在光束路径内，如果有

被测气体泄漏形成的气团，该气团中甲烷将对探测

激光产生吸收，未被吸收前的光强与被吸收后光强

的比值与气团的浓度成函数比例关系，通过计算该

比值反演出气团的浓度。

目前激光在线气体监测设备多采用封闭光路，

用抽取的方法将待测气体取样到测量腔或者多次反

射池中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方式精度很高，但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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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大面积区域的 ＣＨ４气体浓度，就需要将封闭光
路变为开放光路。开放光路需应对太阳光、灯光等

环境光影响，太阳光可能造成光电探测器饱和，检测

不出正常信号，灯光会带来工频干扰。此外，开放光

路环境下测量还会受到雨、雪、大雾等恶劣天气影

响。本文基于开放光路ＴＤＬＡＳ测量原理，解决了光
信号探测、环境光去除、测量系统环境适应性等关键

问题，研发出了激光气体遥测仪，实现了开放环境中

微量ＣＨ４泄漏检测。
３　监测方案

目前应用于天然气站的监测方案多采用云台扫

描式和开放式激光气体遥测仪，在天然气无人场站

内布一台或多台扫描式激光气体遥测仪进行预置位

巡航监测，或采用多点多线布多个开放式激光气体

遥测仪，通过多条平行激光穿过工艺区进行定点检

测，这些方案仅实现天然气站部分区域的“线监

测”，监测漏洞大。现基于研发的激光气体遥测仪

提供一种天然气泄漏监测方案，实现天然气站整个

工艺区天然气泄漏空间动态监测。

整体方案由立柱云台扫描式监测方案与导轨可

移动平台开放式监测方案组成，主要包括激光气体

遥测仪、云台、气动升降立柱、导轨和可移动平台等

设备。立柱云台扫描式监测方案如图３所示，激光
气体遥测仪与摄像头一体化集成与云台之上，云台

放置于气动升降立柱上法兰，云台可进行水平３６０°
和垂直－９０°～＋９０°的旋转运动。气动升降立柱由
依次连接的多节气缸组成，采用空气压缩机通过底

部进气嘴对气缸充气，每节气缸完全升起后，连接处

的插销自锁自动锁死，其底部还设有撑腿便于固定。

云台搭载激光气体遥测仪位于工艺区高位按设定预

置位点巡航实现 “线监测”，摄像头可辅助观察现场

巡航点实时状况。

导轨可移动平台开放式监测方案如图４所示，
激光气体遥测仪设于可移动平台内，可移动平台安

装在导轨上，拖链与可移动平台连接，可移动平台的

动力来源防爆伺服电机可在导轨上精准往返运动，

因此内置的激光气体遥测仪可实现大区域实时动态

“面监测”。导轨由多跟立柱架高，立柱上方的调平

座可调节导轨高度及水平度以满足监测要求，可移

动平台同时设有原点传感器实现回原点和限位

功能。

图３　立柱云台扫描式监测方案

Ｆｉｇ３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ＰＴＺ

图４　导轨可移动平台开放式监测方案

Ｆｉｇ４Ｏｐｅ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ｕｉｄｅｒａｉｌ

ａｎｄｍｏｖａｂｌ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气动升降杆立柱布置于天然气站工艺区合适目

标位置，云台带动激光气体遥测仪按设定预置位点

巡航实现“线监测”；导轨布置于天然气站工艺区的

一侧，可移动平台带动激光气体遥测仪沿天然气场

站工艺区的一侧往返运动，进行天然气站内气体浓

度采集，实现大区域的“面监测”。将处于高位的扫

描式激光气体遥测仪的“线监测”与水平往返运动

的开放式激光气体遥测仪的“面监测”结合，实现整

个天然气场站的“空间监测”，两者的监测及控制数

据均上传至服务器终端进行处理。天然气泄漏空间

动态监测整体方案如图５所示。
４　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系统

根据上述整体监测方案开发了一套天然气泄漏

空间监测系统，实现现场硬件设备控制及通信数据

采集，基于ＧＩＳ平台对天然气站进行三维建模，将两
个激光气体遥测仪的浓度监测数据融合处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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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浓度场反演算法，在每一次动态扫描后生成整

个场站的ＣＨ４空间浓度动态分布图。当系统获取天
然气站内某一位置的ＣＨ４浓度超过预设报警阀值时
进行实时报警，并结合空间浓度动态分布图判断天

然气泄漏位置，从而协助场站人员立即做出响应，高

效处理天然气泄漏事故。

图５　天然气泄漏空间动态监测整体方案

Ｆｉｇ５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ｌａ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ｌｅａｋａｇｅｓｐａ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系统整体构架自上而下分

为边缘层、网络层和系统应用层三个层次，如图６所
示。边缘层实现对硬件设备系统的控制，控制导轨

系统的可移动平台按照特定目标指令进行移动，可

实现使能、回原点、手动移动、自动往返运动、限位等

功能；控制云台系统按照特定角度和速度进行移动，

可设置预置位点和巡航方式。同时控制云台遥测仪

和导轨遥测仪按照特定的数据采集频率进行数据采

集，完成数据采集后进行数据打包并通过网络进行

数据上传。网络层负责智慧管网与边缘层进行通

信，在本系统中采用 ＭＱＴＴ作为智慧管网与边缘层
进行通信，边缘层控制系统作为一个ＭＱＴＴ客户端，
订阅相关任务和发布采集数据及系统运行状态等。

系统应用层主要由智慧管网中的空间泄漏监测子系

统构成，作为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界面，用户通过

空间泄漏监测系统，实现各项功能应用。

图６　系统整体构架

Ｆｉｇ６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系统交互界面显示场站三维视图、设备列表、报

警列表、泄漏监测视图、实时状态及数据和实时视频

等信息。三维视图直观展示天然气站的情况，用户

可实现场景放大、缩小、漫游、旋转及按指定方向移

动；泄漏监测视图展示了通过浓度反演算法得到的

浓度动态分布图；用户可在空间泄漏监测系统设置

导轨运行速度、周期、云台移动角度、预置位点及报

警阀值，控制导轨与云台的运动状态，查看实时状态

数据及报警信息，其主要包括遥测仪光强、浓度、导

轨速度、位移、云台坐标、限位报警等数据信息。

图７为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系统在某天然气站
试验的监测系统界面。在天然气站多点放置标气

瓶，控制可移动平台及开放式激光气体遥测仪以

０１ｍ／ｓ水平往返运动，控制云台及扫描式激光气
体遥测仪按预置位点巡航扫描，系统根据监测数据

实时生成浓度动态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的

泄漏浓度区间对应不同的颜色，当监测到定点标气

瓶的天然气泄漏时，立即反馈泄漏浓度数据并报警

联动，该区域浓度动态分布图呈红色，根据该浓度动

态分布图、可移动平台及云台的位置信息可判断出

泄漏点位置。系统响应迅速，监测准确可靠，可帮助

运行人员及时做出响应。

图７　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系统界面

Ｆｉｇ７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ｌｅａｋａｇｅｓｐａ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５　结　论
本文对天然气泄漏监测的必要性及现有测量

原理进行了分析，根据现有天然气场站天然气泄

漏监测方案弊端，提出了一种天然气泄漏空间监

测方法，通过现场系统方案实施与泄漏监测试验，

得出以下结论：（１）现有多点多线布多个开放式激
光气体遥测仪监测方案或云台扫描式激光气体遥

测仪巡航监测方案只能实现“线监测”，然而天然

气站阀门、管道众多，上述方案监测漏洞极大，本

文所提供的立柱云台结合导轨可移动平台监测方

案解决了该问题。可移动平台搭载开放式激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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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遥测仪在导轨上往返运动，实现了天然气站的

“面监测”，布置于合适位置的立柱云台搭载扫描

式激光气体遥测仪从高点按预置位点巡航，两者

的“线监测”与“面监测”相结合实现整个天然气

站的“空间监测”，该方案使用设备少，全覆盖，基

本无监测漏洞。（２）基于该方案所构建的天然气
泄漏空间监测系统实现了天然气泄漏空间监测，

可精确控制各设备运行。由于采用 ＴＤＬＡＳ测量原
理及重构算法，系统响应速度快、精度高，根据监

测数据实时更新浓度动态分布图，显示直观，监测

到异常泄漏立即报警，根据报警时可移动平台与

云台的坐标数据，并结合浓度动态分布图准确判

断泄漏位置。该系统确保场站人员及时高效处理

天然气泄漏事故，从而保证天然气站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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