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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爆炸和火灾危险

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化工部会同有

关部门共同修订的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已

经有关部门会审 现批准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见

范 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自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起施行 原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化工部负责管理 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中国寰球化

学工程公司负责 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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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计综 号文的要求

由化学工业部负责主编 具体由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会同有关

单位 共同对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修订而成 在修订过程中 规范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认真

总结了规范执行以来的经验 吸取了部分科研成果 广泛征求了全

国有关单位的意见 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爆炸性气体环境 爆炸性粉尘环境

火灾危险环境的危险区域划分 危险区域的范围 电气设备的选型

等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 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

和有关资料寄送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 北京市和平街北口 邮政

编码 并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 以便今后修订

时参考

化 学 工 业 部

一九九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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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了使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贯彻

预防为主的方针 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因地制宜地采取防范

措施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制定本规范

第 条 本规范适用于在生产 加工 处理 转运或贮

存过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的新建 扩建和改

建工程的电力设计

本规范不适用于下列环境

一 矿井井下

二 制造 使用或贮存火药 炸药和起爆药等的环境

三 利用电能进行生产并与生产工艺过程直接关联的电解 电

镀等电气装置区域

四 蓄电池室

五 使用强氧化剂以及不用外来点火源就能自行起火的物质

的环境

六 水 陆 空交通运输工具及海上油井平台

第 条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的电力设计 除应符合本

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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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对于生产 加工 处理 转运或贮存过程中出

现或可能出现下列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环境之一时 应进行爆炸性

气体环境的电力设计

一 在大气条件下 易燃气体 易燃液体的蒸气或薄雾等易

燃物质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二 闪点低于或等于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的蒸气或薄雾与空

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三 在物料操作温度高于可燃液体闪点的情况下 可燃液体

有可能泄漏时 其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第 条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产生爆炸必须同时存在下

列条件

一 存在易燃气体 易燃液体的蒸气或薄雾 其浓度在爆炸

极限以内

二 存在足以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火花 电弧或高温

第 条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应采取下列防止爆炸的措

施

一 首先应使产生爆炸的条件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减到最小程

度

二 工艺设计中应采取消除或减少易燃物质的产生及积聚的

措施

工艺流程中宜采取较低的压力和温度 将易燃物质限制在

密闭容器内

工艺布置应限制和缩小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 并宜将不同

等级的爆炸危险区 或爆炸危险区与非爆炸危险区分隔在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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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或界区内

在设备内可采用以氮气或其它惰性气体覆盖的措施

宜采取安全联锁或事故时加入聚合反应阻聚剂等化学药

品的措施

三 防止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形成 或缩短爆炸性气体混合

物滞留时间 宜采取下列措施

工艺装置宜采取露天或开敞式布置

设置机械通风装置

在爆炸危险环境内设置正压室

对区域内易形成和积聚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地点设置自

动测量仪器装置 当气体或蒸气浓度接近爆炸下限值的 时

应能可靠地发出信号或切断电源

四 在区域内应采取消除或控制电气设备线路产生火花 电

弧或高温的措施

第二节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应根据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出现

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 按下列规定进行分区

一 区 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二 区 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三 区 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

境 或即使出现也仅是短时存在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注 正常运行是指正常的开车 运转 停车 易燃物质产品的装卸 密闭容器盖

的开闭 安全阀 排放阀以及所有工厂设备都在其设计参数范围内工作的状

态

第 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 可划为非爆炸危险区

域

一 没有释放源并不可能有易燃物质侵入的区域

二 易燃物质可能出现的最高浓度不超过爆炸下限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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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明火的设备附近 或炽热部件的表面

温度超过区域内易燃物质引燃温度的设备附近

四 在生产装置区外 露天或开敞设置的输送易燃物质的架

空管道地带 但其阀门处按具体情况定

第 条 释放源应按易燃物质的释放频繁程度和持续时

间长短分级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连续级释放源 预计长期释放或短时频繁释放的释放源

类似下列情况的 可划为连续级释放源

没有用惰性气体覆盖的固定顶盖贮罐中的易燃液体的表

面

油 水分离器等直接与空间接触的易燃液体的表面

经常或长期向空间释放易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蒸气的自

由排气孔和其它孔口

二 第一级释放源 预计正常运行时周期或偶尔释放的释放

源 类似下列情况的 可划为第一级释放源

在正常运行时会释放易燃物质的泵 压缩机和阀门等的密

封处

在正常运行时 会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 安装在贮有易燃

液体的容器上的排水系统

正常运行时会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的取样点

三 第二级释放源 预计在正常运行下不会释放 即使释放

也仅是偶尔短时释放的释放源 类似下列情况的 可划为第二级

释放源

正常运行时不能出现释放易燃物质的泵 压缩机和阀门的

密封处

正常运行时不能释放易燃物质的法兰 连接件和管

道 接 头

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的安全阀 排气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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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孔口处

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的取样点

四 多级释放源 由上述两种或三种级别释放源组成的释放

源

第 条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通风 其空气流量能使易燃

物质很快稀释到爆炸下限值的 以下时 可定为通风良好

采用机械通风在下列情况之一时 可不计机械通风故障的影

响

对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建筑物应设置备用的独立通风系

统

在通风设备发生故障时 设置自动报警或停止工艺流程等

确保能阻止易燃物质释放的预防措施 或使电气设备断电的预防

措施

第 条 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按释放源级别和通风条

件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首先应按下列释放源的级别划分区域

存在连续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 区

存在第一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 区

存在第二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 区

二 其次应根据通风条件调整区域划分

当通风良好时 应降低爆炸危险区域等级 当通风不良时

应提高爆炸危险区域等级

局部机械通风在降低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浓度方面比自然

通风和一般机械通风更为有效时 可采用局部机械通风降低爆炸

危险区域等级

在障碍物 凹坑和死角处 应局部提高爆炸危险区域等

级

利用堤或墙等障碍物 限制比空气重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的扩散 可缩小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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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的范围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的范围应按下列要求

确定

一 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应根据释放源的级别和位置 易燃

物质的性质 通风条件 障碍物及生产条件 运行经验 经技术

经济比较综合确定

二 建筑物内部 宜以厂房为单位划定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

但也应根据生产的具体情况 当厂房内空间大 释放源释放的易

燃物质量少时 可按厂房内部分空间划定爆炸危险的区域范围 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厂房内具有比空气重的易燃物质时 厂房内通风换气次

数不应少于 次 且换气不受阻碍 厂房地面上高度 以内容

积的空气与释放至厂房内的易燃物质所形成的爆炸性气体混合浓

度应小于爆炸下限

当厂房内具有比空气轻的易燃物质时 厂房平屋顶平面以

下 高度内 或圆顶 斜顶的最高点以下 高度内的容积的空

气与释放至厂房内的易燃物质所形成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浓度

应小于爆炸下限

注 释放至厂房内的易燃物质的最大量应按 释放量的 倍计算 但不包括由

于灾难性事故引起破裂时的释放量

相对密度小于或等于 的爆炸性气体规定为轻于空气的气体 相对密度

大于 的爆炸性气体规定为重于空气的气体

三 当易燃物质可能大量释放并扩散到 以外时 爆炸危

险区域的范围应划分附加 区

四 在物料操作温度高于可燃液体闪点的情况下 可燃液体

可能泄漏时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可适当缩小

第 条 确定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宜符合第

条 第 条中典型示例的规定 并应根据易燃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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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量 释放速度 沸点 温度 闪点 相对密度 爆炸下限 障

碍等条件 结合实践经验确定 但油气田及其管道工程 石油库

的爆炸危险区域范围的确定除外

第 条 对于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通风良好且为第二级

释放源的主要生产装置区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

下列规定 图 及图

一 在爆炸危险区域内 地坪下的坑 沟划为 区

二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地坪上的高度为 及

半径为 顶部与释放源的距离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图 释放源接近地坪时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通风良好的生产装置区

图 释放源在地坪以上时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通风良好的生产装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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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释放源为中心 总半径为 地坪上的高度为

且在 区以外的范围内划为附加 区

第 条 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释放源在封闭建筑物内 通

风不良且为第二级释放源的主要生产装置区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

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一 封闭建筑物内和在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下的坑 沟划为

区

二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高度为 的范围内划

为 区 但封闭建筑物的外墙和顶部距 区的界限不得小于

如为无孔洞实体墙 则墙外为非危险区

三 以释放源为中心 总半径为 地坪上的高度为

且在 区以外的范围内划为附加 区

图 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释放源在封闭建筑

物内通风不良的生产装置区

第 条 对于易燃物质重于空气的贮罐 其爆炸危险区

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及图

一 固定式贮罐 在罐体内部未充隋性气体的液体表面以上

的空间划为 区 浮顶式贮罐在浮顶移动范围内的空间划为 区

二 以放空口为中心 半径为 的空间和爆炸危险区域内

地坪下的坑 沟划为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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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顶

3 M
3 M

1 区 2 区

地坪下的坑, 沟

堤

地坪

液体表面

放空口
1 . 5 m半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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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距离贮罐的外壁和顶部 的范围内划为 区

四 当贮罐周围设围堤时 贮罐外壁至围堤 其高度为堤顶

高度的范围内划为 区

图 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设在户外地坪

上的固定式贮罐

图 易燃物质重于空气 设在户外地坪

上的浮顶式贮罐

第 条 易燃液体 液化气 压缩气体 低温度液体装

载槽车及槽车注送口处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

列规定 图

一 以槽车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 半径为 的空间或以非



2 区1 区

地坪下的坑

蒸气回收

1 . 5 m半径

密闭注送系统的槽车

( 3 m 半径)

1 . 5 m半径

( 3 m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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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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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 半径为 的空间和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

下的坑 沟划为 区

二 以槽车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 半径为 的空间或以非

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 半径为 的空间以及至地坪以上的范

围内划为 区

图 易燃液体 液化气 压缩气体等

密闭注送系统的槽车

注 易燃液体为非密闭注送时采用括号内数值

第 条 对于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通风良好且为第二级

释放源的主要生产装置区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

下列规定 图

当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不超过 时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

径为 顶部与释放源的距离为 及释放源至地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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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划为 区

图 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通风良好的生产装置区

注 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超过 时 应根据实践经验确定

第 条 对于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下部无侧墙 通风良

好且为第二级释放源的压缩机厂房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图 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通风良好的压缩机厂房

注 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超过 时 应根据实践经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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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不超过 时 以释放源为中

心 半径为 地坪以上至封闭区底部的空间和封闭区内部的

范围内划为 区

二 屋顶上方百页窗边外 半径为 百页窗顶部以上高

度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第 条 对于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通风不良且为第二级

释放源的压缩机厂房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

规定 图

一 封闭区内部划分为 区

二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地坪以上至封闭区底部

的空间和距离封闭区外壁 顶部的垂直高度为 的范围内

划为 区

图 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通风不良的压缩机厂房

注 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超过 时 应根据实践经验确定

第 条 对于开顶贮罐或池的单元分离器 预分离器和

分离器液体表面为连续级释放源的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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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元分离器和预分离器的池壁外 半径为 地坪上

高度为 及至液体表面以上的范围内划为 区

二 分离器的池壁外 半径为 地坪上高度为 及至

液体表面以上的范围内划为 区

三 区外水平距离半径为 垂直上方 水平距离半径

为 地坪上高度为 以及 区外水平距离半径为

地坪上高度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图 单元分离器 预分离器和分离器

第 条 对于开顶贮罐或池的溶解气游离装置 溶气浮

选装置 液体表面处为连续级释源的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

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一 液体表面至地坪的范围划为 区

二 区外及池壁外水平距离半径为 地坪上高度为 的

范围内划为 区

图 溶解气游离装置 溶气浮选装置

第 条 对于开顶贮罐或池的生物氧化装置 液体表面

处为连续级释放源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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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图

图 生物氧化装置

开顶贮罐或池壁外水平距离半径为 液体表面上方至地坪

上高度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第 条 对于处理生产装置用冷却水的机械通风冷却

塔 当划分为爆炸危险区域时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

符合下列规定 图

图 处理生产用冷却水的机械通风冷却塔

一 以回水管顶部烃放空管管口为中心 半径为 地坪

下的泵 坑以及冷却塔及其上方高度为 的范围内则为 区

二 当冷却塔的风扇反转时 冷却塔侧壁外水平距离半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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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为冷却塔高度的范围内划为附加 区

第 条 无释放源的生产装置区与通风不良的 且有第

二级释放源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相邻 并用非燃烧体的实体墙隔开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图 与通风不良的房间相邻

一 通风不良的 有第二级释放源的房间范围内划为 区

二 当易燃物质重于空气时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三 当易燃物质轻于空气时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的范围内划分为 区

第 条 无释放源的生产装置区与有顶无墙建筑物且

有第二级释放源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相邻 并用非燃烧体的实体墙

隔开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及图

一 当易燃物质重于空气时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二 当易燃物质轻于空气时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的范围内划为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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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与有顶无墙建筑物相邻 门窗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内

图 与有顶无墙建筑物相邻 门窗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外



第一级释放源上面的排风罩

通风不良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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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爆炸危险区域相邻 用非燃烧体的实体墙隔开的无释放

源的生产装置区 门窗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内时划为 区 门窗位于

爆炸危险区域外时划为非危险区

第 条 无释放源的生产装置区与通风不良的且有第

一级释放源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相邻 并用非燃烧体的实体墙隔开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图 释放源上面有排风罩时的爆炸危险区域范围

一 第一级释放源上方排风罩内的范围划为 区

二 当易燃物质重于空气时 区外半径为 的范围内划

为 区

三 当易燃物质轻于空气时 区外半径为 的范围内划

为 区

第 条 对工艺设备容积不大于 压力不大于

流量不大于 的生产装置 且为第二级释放源 按照

生产的实践经验 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宜符合下列规定

图

一 爆炸危险区域内 地坪下的坑 沟划为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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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易燃液体 液化易燃气体 压缩易燃气

体及低温液体释放源位于户外地坪上方

二 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为 至地坪以上范围内划为

区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内的车间采用正压或连续通

风稀释措施后 车间可降为非爆炸危险环境

通风引入的气源应安全可靠 且必须是没有易燃物质 腐蚀

介质及机械杂质 对重于空气的易燃物质 进气口应设在高出所

划爆炸危险区范围的 以上处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电力装置设计应有爆炸危险

区域划分图 对于简单或小型厂房 可采用文字说明表达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举例见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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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分级 分组

第 条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应按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或最小点燃电流 分级 并应符合表 的规

定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或最小点燃

电流 分级 表

级 别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最小点燃电流比

注 分级的级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通用要求

最小点燃电流比 为各种易燃物质按照它们最小点燃电流值与实验

室的甲烷的最小电流值之比

第 条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应按引燃温度分组 并应符

合表 的规定

引燃温度分组 表

组 别 引燃温度

注 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物分级分组举例应符合附录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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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气装置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力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力设计宜将正常运行时发生火花的

电气设备 布置在爆炸危险性较小或没有爆炸危险的环境内

二 在满足工艺生产及安全的前提下 应减少防爆电气设备

的数量

三 爆炸性气体环境内设置的防爆电气设备 必须是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的产品

四 不宜采用携带式电气设备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 根据爆炸危险区域的分区 电气设备的种类和防爆结构

的要求 应选择相应的电气设备

二 选用的防爆电气设备的级别和组别 不应低于该爆炸性

气体环境内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和组别 当存在有两种以上

易燃性物质形成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时 应按危险程度较高的级

别和组别选用防爆电气设备

三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 应符合周围环境内化学的

机械的 热的 霉菌以及风沙等不同环境条件对电气设备的要求

电气设备结构应满足电气设备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不降低防爆性

能的要求

第 条 各种电气设备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 旋转电机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 的规定

二 低压变压器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 的规定

三 低压开关和控制器类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

的规定

四 灯具类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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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电机防爆结构的造型 表

电 气 设 备

防
爆

结
构

爆炸危险区域 区 区

隔爆型正压型增安型隔爆型正压型增安型
无火

花型

鼠笼型感应电动机

绕线型感应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

电磁滑差离合器 无电刷

注 表中符号 为适用 为慎用 为不适用 下同

绕线型感应电动机及同步电动机采用增安型时 其主体是增安型防爆结构

发生电火花的部分是隔爆或正压型防爆结构

无火花型电动机在通风不良及户内具有比空气重的易燃物质区域内慎用

低压变压器类防爆结构的选型 表

电 气 设 备

防
爆

结
构

爆炸危险区域
区 区

隔爆型正压型增安型隔爆型正压型增安型充油型

变压器

包括起动用

电抗线圈

包括起动

仪表用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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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开关和控制器类防爆结构和选型 表

电
气

设
备

防 爆 结 构

爆炸危险区域
区 区 区

本 质
安全型

本 质
安全型 隔爆型 正压型 充油型 增安型

本 质
安全型 隔爆型 正压型 充油型 增安型

刀开关 断路器

熔断器

控制开关及按钮

电抗起动器和起动补偿器

起动用金属电阻器

电磁阀用电磁铁

电磁摩擦制动器

操作箱 柱

控制盘

配电盘

注 电抗起动器和起动补偿器采用增安型时 是指将隔爆结构的起动运转开关操作部件与增安型防爆结构的电抗线圈或单绕

组变压器组成一体的结构

电磁摩擦制动器采用隔爆型时 是指将制动片 滚筒等机械部分也装入隔爆壳体内者

在 区内电气设备采用隔爆型时 是指除隔型处 也包括主要有火花部分为隔爆结构而其处壳为增安型的混合结构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灯具类防爆结构的选型 表

电 气 设 备

防
爆
结
构

爆炸危险区域 区 区

隔 爆 型 增 安 型 隔 爆 型 增 安 型

固定式灯

移动式灯

携带式电池灯

指示灯类

镇流器

五 信号报警装置等电气设备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

的规定

信号 报警装置等电气设备防爆结构的选型 表

电气设备

防爆结构

爆炸危险区域 区 区 区

本 质
安全型

本 质
安全型

隔爆型正压型增安型本 质
安全型

隔爆型正压
型

增安型

信号 报警装置

插接装置

接线箱 盒

电气测量表计

第 条 当选用正压型电气设备及通风系统时 应符合

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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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风系统必须用非燃性材料制成 其结构应坚固 连接

应严密 并不得有产生气体滞留的死角

二 电气设备应与通风系统联锁 运行前必须先通风 并应

在通风量大于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容积的 倍时 才能接通电

气设备的主电源

三 在运行中 进入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内的气体 不应

含有易燃物质或其它有害物质

四 在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运行中 其风压不应低于

当风压低于 时 应自动断开电气设备的主电源或发出

信号

五 通风过程排出的气体 不宜排入爆炸危险环境 当采取

有效地防止火花和炽热颗粒从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吹出的措施

时 可排入 区空间

六 对于闭路通风的正压型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 应供给

清洁气体

七 电气设备外壳及通风系统的小门或盖子应采取联锁装置

或加警告标志等安全措施

八 电气设备必须有一个或几个与通风系统相连的进 排气

口 排气口在换气后须妥善密封

第 条 充油型电气设备 应在没有振动 不会倾斜和

固定安装的条件下采用

第 条 在采用非防爆型电气设备作隔墙机械传动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安装电气设备的房间 应用非燃烧体的实体墙与爆炸危

险区域隔开

二 传动轴传动通过隔墙处应采用填料函密封或有同等效果

的密封措施

三 安装电气设备房间的出口 应通向非爆炸危险区域和无

火灾危险的环境 当安装电气设备的房间必须与爆炸性气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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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时 应对爆炸性气体环境保持相对的正压

第 条 变 配电所和控制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变电所 配电所 包括配电室 下同 和控制室应布置

在爆炸危险区域范围以外 当为正压室时 可布置在 区 区内

二 对于易燃物质比空气重的爆炸性气体环境 位于 区

区附近的变电所 配电所和控制室的室内地面 应高出室外地面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线路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

下列要求

一 电气线路应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环境或远离释放源的地

方敷设

当易燃物质比空气重时 电气线路应在较高处敷设或直接

埋地 架空敷设时宜采用电缆桥架 电缆沟敷设时沟内应充砂 并

宜设置排水措施

当易燃物质比空气轻时 电气线路宜在较低处敷设或电缆

沟敷设

电气线路宜在有爆炸危险的建 构筑物的墙外敷设

二 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 电缆或钢管 所穿过的不同区域

之间墙或楼板处的孔洞 应采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

三 当电气线路沿输送易燃气体或液体的管道栈桥敷设时 应

符合下列要求

沿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侧

当易燃物质比空气重时 在管道上方 比空气轻时 在管

道的下方

四 敷设电气线路时宜避开可能受到机械损伤 振动 腐蚀

以及可能受热的地方 不能避开时 应采取预防措施

五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内 低压电力 照明线路用的绝缘导

线和电缆的额定电压 必须不低于工作电压 且不应低于

工作中性线的绝缘的额定电压应与相线电压相等 并应在同一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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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或管子内敷设

六 在 区内单相网络中的相线及中性线均应装设短路保护

并使用双极开关同时切断相线及中性线

七 在 区内应采用铜芯电缆 在 区内宜采用铜芯电缆 当

采用铝芯电缆时 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应有可靠的铜 铝过渡接头

等措施

八 选用电缆时应考虑环境腐蚀 鼠类和白蚁危害以及周围

环境温度及用电设备进线盒方式等因素 在架空桥架敷设时宜采

用阻燃电缆

九 对 电缆线路 宜装设零序电流保护 在 区内

保护装置宜动作于跳闸 在 区内宜作用于信号

第 条 本质安全系统的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当本质安全系统电路的导体与其它非本质安全系统电路

的导体接触时 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 不应使接触点处产生电弧

或电流增大 产生静电或电磁感应

二 连接导线当采用铜导线时 引燃温度为 组时 其

导线截面与最大允许电流应符合表 的规定

铜导线截面与最大允许电流 适用于 组 表

导线截面

最大允许电流

三 导线绝缘的耐压强度应为 倍额定电压 最低为

第 条 除本质安全系统的电路外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内电缆配线的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 的规定

明设塑料护套电缆 当其敷设方式采用能防止机械损伤的电

缆槽板 托盘或桥架方式时 可采用非铠装电缆

在易燃物质比空气轻且不存在会受鼠 虫等损害情形时 在

区电缆沟内敷设的电缆可采用非铠装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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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气体环境电缆配线技术要求 表

爆炸危险区域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电缆明设或在沟内敷设时的最小截面

电 力 照 明 控 制

接

线

盒

移动

电缆

区
铜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隔爆型 重型

区
铜芯

及以上 或铝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或铝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隔爆

增安型
中型

铝芯绝缘导线或电缆的连接与封端应采用压接 熔焊或钎焊

当与电气设备 照明灯具除外 连接时 应采用适当的过渡接头

在 区内电缆线路严禁有中间接头 在 区内不应有中间接头

第 条 除本质安全系统的电路外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内电压为 以下的钢管配线的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

的规定

爆炸危险环境钢管配线技术要求 表

爆
炸
危
险
区
域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电缆明配线路用绝缘导线的最小截面

电 力 照 明 控 制

接线盒

分支盒

挠 性

连接管

管子连接要求

区 铜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隔爆型对 及
以下的钢管螺
纹旋合不应少
于 扣 对

及 以
上的不应少于
扣并有锁紧螺
母

区 铜芯
及以上 铝芯

及以上

铜芯
及以上 铝芯

及以
上

铜芯
及以上

隔爆
增安型

对 及
以下的螺纹旋
合不应少于
扣 对
及以上的不应
少于 扣

钢管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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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腐蚀 钢管连接的螺纹部分应涂以铅油或磷化膏

在可能凝结冷凝水的地方 管线上应装设排除冷凝水的密封

接头

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处宜采用挠性连接管

第 条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内钢管配线的电

气线路必须作好隔离密封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内 下列各处必须作隔离密封

当电气设备本身的接头部件中无隔离密封时 导体引向电

气设备接头部件前的管段处

直径 以上钢管距引入的接线箱 以内处 以

及直径 以上钢管每距 处

相邻的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之间 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与相邻的其它危险环境或正常环境之间

进行密封时 密封内部应用纤维作填充层的底层或隔层 以

防止密封混合物流出 填充层的有效厚度必须大于钢管的内径

二 供隔离密封用的连接部件 不应作为导线的连接或分线

用

第 条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 区内 绝缘导线和

电缆截面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导体允许载流量 不应小于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的

倍 和自动开关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 倍 本款

项情况除外

二 引向电压为 以下鼠笼型感应电动机支线的长期允

许载流量 不应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倍

第 条 及以下架空线路严禁跨越爆炸性气体

环境 架空线路与爆炸性气体环境的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杆塔高

度的 倍 在特殊情况下 采取有效措施后 可适当减少距离

第 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按有关电力设备接地设计技术规程规定不需要接地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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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部分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内仍应进行接地

在不良导电地面处 交流额定电压为 及以下和直流

额定电压为 及以下的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在干燥环境 交流额定电压为 及以下 直流电压为

及以下的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安装在已接地的金属结构上的电气设备

二 在爆炸危险环境内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 爆

炸性气体环境 区内的所有电气设备以及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内

除照明灯具以外的其它电气设备 应采用专门的接地线 该接地

线若与相线敷设在同一保护管内时 应具有与相线相等的绝缘 此

时爆炸性气体环境的金属管线 电缆的金属包皮等 只能作为辅

助接地线

爆炸性气体环境 区内的照明灯具 可利用有可靠电气连接

的金属管线系统作为接地线 但不得利用输送易燃物质的管道

三 接地干线应在爆炸危险区域不同方向不少于两处与接地

体连接

四 电气设备的接地装置与防止直接雷击的独立避雷针的接

地装置应分开设置 与装设在建筑物上防止直接雷击的避雷针的

接地装置可合并设置 与防雷电感应的接地装置亦可合并设置 接

地电阻值应取其中最低值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第三章 爆炸性粉尘环境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对用于生产 加工 处理 转运或贮存过程中

出现或可能出现爆炸性粉尘 可燃性导电粉尘 可燃性非导电粉

尘和可燃纤维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环境时 应进行爆

炸性粉尘环境的电力设计

第 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粉尘应分为下列四种

一 爆炸性粉尘 这种粉尘即使在空气中氧气很少的环境中

也能着火 呈悬浮状态时能产生剧烈的爆炸 如镁 铝 铝青铜

等粉尘

二 可燃性导电粉尘 与空气中的氧起发热反应而燃烧的导

电性粉尘 如石墨 炭黑 焦炭 煤 铁 锌 钛等粉尘

三 可燃性非导电粉尘 与空气中的氧起发热反应而燃烧的

非导电性粉尘 如聚乙烯 苯酚树脂 小麦 玉米 砂糖 染料

可可 木质 米糠 硫磺等粉尘

四 可燃纤维 与空气中的氧起发热反应而燃烧的纤维 如

棉花纤维 麻纤维 丝纤维 毛纤维 木质纤维 人造纤维等

第 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出现的粉尘应按引燃温度

分组 并应符合表 的规定

第 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 产生爆炸必须同时存在

下列条件

一 存在爆炸性粉尘混合物其浓度在爆炸极限以内

二 存在足以点燃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火花 电弧或高温

第 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应采取下列防止爆炸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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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分组 表

温 度 组 别 引燃温度

注 确定粉尘温度组别时 应取粉尘云的引燃温度和粉尘层的引燃温度两者中的

低值

一 防止产生爆炸的基本措施 应是使产生爆炸的条件同时

出现的可能性减小到最小程度

二 防止爆炸危险 应按照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特征 采取

相应的措施 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爆炸下限随粉尘的分散度 湿

度 挥发性物质的含量 灰分的含量 火源的性质和温度等而变

化

三 在工程设计中应先取下列消除或减少爆炸性粉尘混合物

产生和积聚的措施

工艺设备宜将危险物料密封在防止粉尘泄漏的容器内

宜采用露天或开敞式布置 或采用机械除尘或通风措

施

宜限制和缩小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 并将可能释放爆炸性

粉尘的设备单独集中布置

提高自动化水平 可采用必要的安全联锁

爆炸危险区域应设有两个以上出入口 其中至少有一个通

向非爆炸危险区域 其出入口的门应向爆炸危险性较小的区域侧

开启

应定期清除沉积的粉尘

应限制产生危险温度及火花 特别是由电气设备 或 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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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过热及火花 应选用防爆或其它防护类型的电气设备及线

路

可增加物料的湿度 降低空气中粉尘的悬浮量

第二节 爆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域划分

第 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应根据爆炸性粉尘混合物出现

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 按下列规定进行分区

一 区 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粉尘环境

二 区 有时会将积留下的粉尘扬起而偶然出现爆炸性粉

尘混合物的环境

第 条 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按爆炸性粉尘的量 爆

炸极限和通风条件确定

第 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 可划为非爆炸危险区

域

一 装有良好除尘效果的除尘装置 当该除尘装置停车时 工

艺机组能联锁停车

二 设有为爆炸性粉尘环境服务 并用墙隔绝的送风机室 其

通向爆炸性粉尘环境的风道设有能防止爆炸性粉尘混合物侵入的

安全装置 如单向流通风道及能阻火的安全装置

三 区域内使用爆炸性粉尘的量不大 且在排风柜内或风罩

下进行操作

第 条 为爆炸性粉尘环境服务的排风机室 应与被排

风区域的爆炸危险区域等级相同

第三节 爆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域的范围

第 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范围 应根据爆炸性粉尘的

量 释放率 浓度和物理特性 以及同类企业相似厂房的实践经

验等确定

第 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在建筑物内部 宜以厂房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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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确定范围

第四节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电气装置

第 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电力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电力设计 宜将电气设备和线路 特

别是正常运行时能发生火花的电气设备 布置在爆炸性粉尘环境

以外 当需设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时 应布置在爆炸危险性较小

的地点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不宜采用携带式电气设备

二 爆炸性粉尘环境内的电气设备和线路 应符合周围环境

内化学的 机械的 热的 霉菌以及风沙等不同环境条件对电气

设备的要求

三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电气设备最高允许表面温度应符

合表 的规定

电气设备最高允许表面温度 表

引燃温度组别 无过负荷的设备 有过负荷的设备

四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采用非防爆型电气设备进行隔墙机械

传动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安装电气设备的房间 应采用非燃烧体的实体墙与爆炸性

粉尘环境隔开

应采用通过隔墙由填料函密封或同等效果密封措施的传

动轴传动

安装电气设备房间的出口 应通向非爆炸和无火灾危险的

环境 当安装电气设备的房间必须与爆炸性粉尘环境相通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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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爆炸性粉尘环境保持相对的正压

五 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有可能过负荷的电气设备 应装设

可靠的过负荷保护

六 爆炸性粉尘环境内的事故排风用电动机 应在生产发生

事故情况下便于操作的地方设置事故起动按钮等控制设备

七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应少装插座和局部照明灯具 如

必须采用时 插座宜布置在爆炸性粉尘不易积聚的地点 局部照

明灯宜布置在事故时气流不易冲击的位置

第 条 防爆电气设备选型 除可燃性非导电粉尘和可

燃纤维的 区环境采用防尘结构 标志为 的粉尘防爆电气

设备外 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及其它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均采

用尘密结构 标志为 的粉尘防爆电气设备 并按照粉尘的不

同引燃温度选择不同引燃温度组别的电气设备

第 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电气线路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

下列要求

一 电气线路应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环境处敷设

二 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 电缆或钢管 在穿过不同区域之

间墙或楼板处的孔洞 应采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

三 敷设电气线路时宜避开可能受到机械损伤 振动 腐蚀

以及可能受热的地方 如不能避开时 应采取预防措施

四 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高压配线应采用铜芯电缆 爆炸

性粉尘环境 区内高压配线除用电设备和线路有剧烈振动者外

可采用铝芯电缆

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全部的和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有

剧烈振动的 电压为 以下用电设备的线路 均应采用铜芯

绝缘导线或电缆

五 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绝缘导线和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

列要求

绝缘导线和电缆的导体允许载流量不应小于熔断器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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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流的 倍 和自动开关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

倍 本款第 项情况除外

引向电压为 以下鼠笼型感应电动机的支线的长期

允许载流量 不应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倍

电压为 以下的导线和电缆 应按短路电流进行热稳

定校验

六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低压电力 照明线路用的绝缘导

线和电缆的额定电压 必须不低于网络的额定电压 且不应低于

工作中性线绝缘的额定电压应与相线的额定电压相等 并

应在同一护套或管子内敷设

七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 单相网络中的相线及中性线

均应装设短路保护 并使用双极开关同时切断相线和中性线

八 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 区内电缆线路不应有中间接

头

九 选用电缆时应考虑环境腐蚀 鼠类和白蚁危害以及周围

环境温度及用电设备进线盒方式等因素 在架空桥架敷设时宜采

用阻燃电缆

十 对 电缆线路应装设零序电流保护 保护装置在

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宜动作于跳闸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 区

内宜作用于信号

第 条 电压为 以下的电缆配线技术要求 应符

合表 规定

第 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严禁采用绝缘导线或塑

料管明设 当采用钢管配线时 电压为 以下的钢管配线的

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 规定

钢管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钢管 为了防腐蚀 钢

管连接的螺纹部分应涂以铅油或磷化膏 在可能凝结冷凝水的地

方 管线上应装设排除冷凝水的密封接头

第 条 在 区内敷设绝缘导线时 必须在导线引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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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粉尘环境电缆配线技术要求 表

爆
炸

危
险

区
域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电缆的最小截面 移动电缆

区 铜芯 及以上 重 型

区 铜芯 及以上

铅芯 及以上

中 型

注 铝芯绝缘导线或电缆的连接与封端应采用压接

爆炸性粉尘环境钢管配线技术要求 表

爆
炸

危
险

区
域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绝缘导线的最小截面 接线盒 分支盒 管子连接要求

区 铜芯 及以上 尘密型
螺纹旋合应不

少于 扣

区 铜芯 及以上

铝芯 及以上

尘密型 也可采

用防尘型
螺纹旋合应不

少于 扣

注 尘密型是规定标志为 的粉尘防爆类型 防尘型是规定标志为 的粉尘防

爆类型

气设备接头部件 以及与相邻的其它区域之间作隔离密封 供隔

离密封用的连接部件 不应作为导线的连接或分线用

第 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按有关电力设备接地设计技术规程 不需要接地的下列

部分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 仍应进行接地

在不良导电地面处 交流额定电压为 及以下和直流

额定电压 及以下的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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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燥环境 交流额定电压为 及以下 直流额定电

压为 及以下的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安装在已接地的金属结构上的电气设备

二 爆炸性粉尘环境内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 爆

炸性粉尘环境 区内的所有电气设备 应采用专门的接地线 该

接地线若与相线敷设在同一保护管内时 应具有与相线相等的绝

缘 电缆的金属外皮及金属管线等只作为辅助接地线 爆炸性粉

尘环境 区内的所有电气设备 可利用有可靠电气连接的金属管

线或金属构件作为接地线 但不得利用输送爆炸危险物质的管道

三 为了提高接地的可靠性 接地干线宜在爆炸危险区域不

同方向且不少于两处与接地体连接

四 电气设备的接地装置与防止直接雷击的独立避雷针的接

地装置应分开设置 与装设在建筑物上防止直接雷击的避雷针的

接地装置可合并设置 与防雷电感应的接地装置亦可合并设置 接

地电阻值应取其中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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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火灾危险环境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 条 对于生产 加工 处理 转运或贮存过程中出

现或可能出现下列火灾危险物质之一时 应进行火灾危险环境的

电力设计

一 闪点高于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 在物料操作温度高于可

燃液体闪点的情况下 有可能泄漏但不能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的可燃液体

二 不可能形成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悬浮状 堆积状可燃粉尘

或可燃纤维以及其它固体状可燃物质

第 条 在火灾危险环境中能引起火灾危险的可燃物质

宜为下列四种

一 可燃液体 如柴油 润滑油 变压器油等

二 可燃粉尘 如铝粉 焦炭粉 煤粉 面粉 合成树脂粉等

三 固体状可燃物质 如煤 焦炭 木等

四 可燃纤维 如棉花纤维 麻纤维 丝纤维 毛纤维 木

质纤维 合成纤维等

第二节 火灾危险区域划分

第 条 火灾危险环境应根据火灾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

后果 以及危险程度及物质状态的不同 按下列规定进行分区

一 区 具有闪点高于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 在数量和配

置上能引起火灾危险的环境

二 区 具有悬浮状 堆积状的可燃粉尘或可燃纤维 虽不

可能形成爆炸混合物 但在数量和配置上能引起火灾危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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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 具有固体状可燃物质 在数量和配置上能引起火

灾危险的环境

第三节 火灾危险环境的电气装置

第 条 火灾危险环境的电气设备和线路 应符合周围

环境内化学的 机械的 热的 霉菌及风沙等环境条件对电气设

备的要求

第 条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正常运行时有火花的和外

壳表面温度较高的电气设备 应远离可燃物质

第 条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不宜使用电热器 当生产

要求必须使用电热器时 应将其安装在非燃材料的底板上

第 条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应根据区域等级和使用条

件 按表 选择相应类型的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防护结构的选型 表

电气设备

防护结构

火灾危险区域
区 区 区

电 机

电器和仪表

照 明
灯 具

固定安装

移动式 携带式
固定安装
移动式 携带式
固定安装
移动式 携带式

配电装置

接线盒

充油型

注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内固定安装的正常运行时有滑环等火花部件的电机

不宜采用 结构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内固定安装的正常运行时有滑环等火花部件的电机

不应采用 型结构 而应采用 型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内固定安装的正常运行时有火花部件的电器和仪表

不宜采用 型

移动式和携带式照明灯具的玻璃罩 应有金属网保护

表中防护等级的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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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电压为 及以下的变电所 配电所 不宜设

在有火灾危险区域的正上面或正下面 若与火灾危险区域的建筑

物毗连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电压为 配电所可通过走廊或套间与火灾危险环

境的建筑物相通 通向走廊或套间的门应为难燃烧体的

二 变电所与火灾危险环境建筑物共用的隔墙应是密实的非

燃烧体 管道和沟道穿过墙和楼板处 应采用非燃烧性材料严密堵

塞

三 变压器室的门窗应通向非火灾危险环境

第 条 在易沉积可燃粉尘或可燃纤维的露天环境 设

置变压器或配电装置时应采用密闭型的

第 条 露天安装的变压器或配电装置的外廓距火灾危

险环境建筑物的外墙在 以内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火灾危险环境靠变压器或配电装置一侧的墙应为非燃烧

体的

二 在变压器或配电装置高度加 的水平线以上 其宽度为

变压器或配电装置外廓两侧各加 的墙上 可安装非燃烧体的

装有铁丝玻璃的固定窗

第 条 火灾危险环境电气线路的设计和安装应符合下

列要求

一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可采用非铠装电缆或钢管配线明敷

设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或 区内 可采用硬塑料管配线 在

火灾危险环境 区内 当远离可燃物质时 可采用绝缘导线在针

式或鼓形瓷绝缘子上敷设

沿未抹灰的木质吊顶和木质墙壁敷设的以及木质闷顶内的电

气线路应穿钢管明设

二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电力 照明线路的绝缘导线和电缆

的额定电压 不应低于线路的额定电压 且不低于

三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当采用铝芯绝缘导线和电缆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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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靠的连接和封端

四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或 区内 电动起重机不应采用

滑触线供电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内 电动起重机可采用滑触线

供电 但在滑触线下方不应堆置可燃物质

五 移动式和携带式电气设备的线路 应采用移动电缆或橡

套软线

六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 当需采用裸铝 稞铜母线时 应符

合下列要求

不需拆卸检修的母线连接处 应采用熔焊或钎焊

母线与电气设备的螺栓连接应可靠 并应防止自动松脱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和 区内 母线宜装设保护罩 当

采用金属网保护罩时 应采用 结构 在火灾危险环境 区

内母线应有 结构的外罩

当露天安装时 应有防雨 雪措施

七 及以下架空线路严禁跨越火灾危险区域

第 条 火灾危险环境接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

二 接地干线应有不少于两处与接地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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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

本 规 范 用 词 解 释

闪点 标准条件下能使液体释放出足够的蒸气而形成

能发生闪燃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液体最低温度

引燃温度 按照标准试验方法 引燃爆炸性混合物的最低

温度

环境温度
指所划区域内历年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易燃物质
指易燃气体 蒸气 液体或薄雾

易燃气体 以一定比例与空气混合后而形成的爆炸性气体

混合物的气体

易燃液体 在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能产生易燃蒸气或薄雾

闪点低于 的液体

易燃薄雾 弥散在空气中的易燃液体的微滴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大气条件下气体 蒸气 薄雾状的易燃物质与

空气的混合物 点燃后燃烧将在全范围内传播

爆炸性气体环境
含有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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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 规 范 用 词 解 释

爆炸极限

爆炸下限

爆炸上限

易燃气体 蒸气或薄雾在空气中形成爆炸性气

体混合物体的最低浓度

易燃气体 蒸气或薄雾在空气中形成爆炸性气

体混合物的最高浓度

爆炸危险区域
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或预其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

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 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

措施的区域

非爆炸危险区域 爆炸性混合物预其出现的数量不足以要求对电气

设备的结构 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措施的区域

区 爆炸危险区域的全部或部分

注 按照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

间 可分为不同危险程度的若干区

自然通风环境 由于天然风力或温差的作用能使新鲜空气置换

原有混合物的区域

机械通风环境 用风扇 排风机等装置使新鲜空气置换原有混合

物的区域

爆炸性粉尘混合物 大气条件下粉尘或纤维状易燃物质与空气的混合

物 点燃后燃烧将在全范围内传播

爆炸性粉尘环境
含有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环境

火灾危险环境
存在火灾危险物质以致有火灾危险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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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示例图及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条件表

正压控制室 泵 正常运行时不可能释放的密封

正压配电室 泵 正常运行时有可能释放的密封

车 间 泵 正常运行时有可能释放的密封

容 器 往复式压缩机

蒸 馏 塔 压缩机房 开敞式建筑

分析室 正压或吹净 放空口 高处或低处

平面图



管架
塔

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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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

附图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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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炸 危 险 区 域 划 分 条 件 表 附表

工艺设备项目

编
号

种
类

地
点

易
燃
物
质

工艺
温度
和
压力

易燃物质

容器的说明

通

风

释 放 源 水平距离从释放源至

说 明 级 别
区的
界限

区的
界限

根

据

备 注

氢容

器

二
甲
苯
泵

乙烯
压缩
机
往复
式

固定
顶盖
罐

户外

户

外

开敞
式建
筑物

户
外

氢

二

甲

苯

乙
烯

汽
油

周围环境

具有阀门和向
外放空阀的密

闭系统

具有阀门和排
水设备的密闭
系统 机械密
封和节流阀

具有密封压盖
的放空口和冷
却排水点的密

闭系统

除用于真空压
力阀外的密闭

系统

自然
开敞式

自然
开敞式

自然 相
当于开敞

式

自然
开敞式

法兰和阀密
封 见备注
栏

法兰和阀密
封 见备注
栏

机械密封 见
备注栏

法兰 密封压
盖和阀密封
见备注栏

放空口和排水
点 见备注
栏

罐的放空口
见备注
栏

第二级

第二级

第一级

第二级
多级别

第二级

第一级

第二级
多级别

第一级

连续级

第二级
多级别

在蒸气
空间内
为 区

规定
第
条

由于法兰密封垫或
阀门密封故障引起
的释放 不正常

由于法兰密封垫或
阀门密封故障引起
的释放 不正常

正常运行时少量的
释放 密封故障造
成较大的释放 不

正常

由于法兰密封垫
密封压盖或阀门密
封故障造成的释放

不正常

正常运行时少量的
释放 由于不正确
操作可能出现的大
量释放 不正常

正常加料时放空的
蒸气 可能在不正
常情况下加过物料

注 垂直距离也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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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

物分级分组举例

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一 烃类

链烷类

甲 烷

乙 烷

丙 烷

丁 烷

戊 烷

己 烷

庚 烷

辛 烷

壬 烷

癸 烷

环丁烷

环戊烷

环己烷

环庚烷

甲基环丁烷

甲基环戊烷

甲基环己烷

乙基环丁烷

乙基环戊烷

乙基环己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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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萘烷 十氢化萘

链烯类
丙 烯

芳烃类
苯乙烯

异丙烯基苯 甲

基苯乙烯

苯 类

苯

甲 苯

二甲苯

乙 苯

三甲苯

萘

异丙苯 异丙基苯

甲基 异丙基苯

混合烃类

甲烷 工业用

松节油

石脑油

煤焦油石脑油

石油 包括车用汽油

洗涤汽油

燃料油

煤 油

柴 油

动力苯

二 含氧化物

氧化物 包括醚

一氧化碳

二丙醚

注 甲烷 工业用 包括含 以下 按体积计 氢气的甲烷混合气
注 一氧化碳在异常环境温度下可以含有使它与空气的混合物饱和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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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醇类和酚类
甲 醇

乙 醇

丙 醇

丁 醇

戊 醇

己 醇

庚 醇

辛 醇

壬 醇

环己醇

甲基环环己醇

苯 酚

甲 酚

羟基 甲基戊酮

双丙酮醇

醛 类

乙 醛

聚乙醛

酮 类

丙 醛

丁酮 乙基甲基酮

戊酮 甲基 丙基

甲酮

己酮 甲基 丁基

甲酮

戊基甲基甲酮

戊间二酮 乙酰丙酮

环己酮

酯 类

甲酸甲酯

甲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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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醋酸甲酯

醋酸乙酯

醋酸丙酯

醋酸丁酯

醋酸戊酯

甲基丙烯酸甲酯

异丁烯酸甲酯

甲基丙烯酸乙酯

异丁烯酸乙酯

醋酸乙烯酯

乙酰基醋酸乙酯

酸 类

醋 酸

三 含卤化合物

无氧化合物

甲基氯

氯乙烷

溴乙烷

氯丙烷

氯丁烷

溴丁烷

二氯乙烷

二氯丁烷

氯 苯

苄基氯

二氯苯

烯丙基氯

二氯乙烯

氯乙烯

三氟甲苯

二氯甲烷 甲叉二氯

含氧化合物

乙酰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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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氯乙醇

四 含硫化合物

乙硫醇

丙硫醇

噻吩

四氢噻吩

五 含氮化合物

氨

乙腈

亚硝酸乙酯

硝基甲烷

硝基乙烷

胺 类

甲 胺

二甲胺

三甲胺

二乙胺

三乙胺

正丙胺

正丁胺

环己胺

乙醇胺

乙胺基乙醇

二胺基乙烷

苯 胺

二甲基苯胺

苯胺基丙烷

甲苯胺

比啶 氮 杂 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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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一 烃 类

丙炔 甲基乙炔

乙 烯

环丙烷

丁二烯

二 含氮化合物

丙烯腈

异丙基硝酸盐

氰化氢

三 含氧化合物

二甲醚

乙基甲基醚

二乙醚

二丁醚

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

二恶戊烷

二恶烷

三恶烷

羧基醋酸丁酯

四氢糠醇

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乙酯

呋 喃

丁烯醛 巴豆醛

丙烯醛

四氢呋喃

四 混合气

焦炉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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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序 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 别

级

五 含卤化合物

四氯乙烯

氯 环氧丙

烷

硫化氢

级

氢

乙 炔

二硫化碳

硝酸乙酯

水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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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爆炸性粉尘特性

爆炸性粉特性表 附表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
的引燃温度

粉尘云的

引燃温度

爆炸下

限浓度

粉尘平

均粒径

危险

性质

金

属

铝 表面处理

铝 含脂

镁

镁

红 磷

碳 黑

钛

锌

电 石

钙硅铝合金
钙 硅
铝

硅铁合金 硅

黄铁矿

锆 石

爆

爆

可 导

爆

可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化

学

药

品

硬酯酸锌

萘

蒽

己二酸

苯二 甲 酸

无水苯二 甲 酸
粗制品

熔 融

熔 融

熔融升华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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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
的引燃温度

粉尘云的

引燃温度

爆炸下

限浓度

粉尘平

均粒径

危险

性质

化

学

药

品

苯二甲酸腈

无水马来酸 粗制
品

醋酸钠酯

结晶紫

四硝基咔唑

二硝基甲酚

阿斯匹林

肥皂粉

青色染料

萘酚染料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合

成

树

脂

聚乙烯

聚丙烯

聚苯乙烯

苯乙烯 与
丁二烯 粉
状聚合物

聚乙烯醇

聚丙烯腈

聚氨酯 类

聚乙烯四酞

聚乙烯氮戊环酮

聚氯乙烯

氯乙烯 与
苯乙烯 粉
状聚合物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融炭化

熔 融

熔 融

熔 融

熔融炭化

熔融炭化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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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
的引燃温度

粉尘云的

引燃温度

爆炸下

限浓度

粉尘平

均粒径

危险

性质

合
成
树
脂

天

然

树

脂

沥
青
蜡
类

农

产

品

酚醛树脂 酚醛
清漆

有机玻璃粉

骨胶 虫胶

硬质橡胶

软质橡胶

天然树脂

蛄钯树脂

松 香

硬 蜡

绕组沥青

硬沥青

焦油沥青

裸麦粉

裸麦谷物粉 末
处理

裸麦筛落粉 粉
碎品

小麦粉

小麦谷物粉

小麦筛落粉 粉
碎品

乌麦 大麦谷物粉

筛米糠

玉米淀粉

马铃署淀粉

熔融炭化

熔融炭化

沸 腾

沸 腾

沸 腾

溶 融

溶 融

溶 融

溶 融

溶 融

溶 融

溶 融

炭 化

炭 化

炭 化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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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
的引燃温度

粉尘云的

引燃温度

爆炸下

限浓度

粉尘平

均粒径

危险

性质

农

产

品

纤

维

鱼

粉

燃

料

布丁粉

湖精粉

砂糖粉

乳 糖

可可子粉 脱脂品

咖啡粉 精制品

啤酒麦芽粉

紫芷蓿

亚麻粕粉

菜种渣粉

鱼 粉

烟草纤维

木棉纤维

人造短纤维

亚硫酸盐纤维

木质纤维

纸纤维

椰子粉

软木粉

针叶树 松 粉

硬木 丁钠橡胶 粉

泥煤粉 堆积

褐煤粉 生褐煤

炭 化

炭 化

熔 融

熔 融

收 缩

炭 化

炭 化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导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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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续表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
的引燃温度

粉尘云的

引燃温度

爆炸下

限浓度

粉尘平

均粒径

危险

性质

燃

料

褐煤粉

有烟煤粉

瓦斯煤粉

焦炭用煤粉

贫煤粉

无烟煤粉

木炭粉 硬质

泥煤焦炭粉

褐煤焦炭粉

煤焦炭粉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可 导

注 危险性质栏中 用 爆 表示爆炸性粉尘 用 可 导 表示可燃性导电粉

尘 用 可 表示可燃性非导电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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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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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中国寰球化学工程公司

参 加 单 位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北京设计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工程设

计研究所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 朱松源 陈乐珊 刘汉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