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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0.1条 为了使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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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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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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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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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嫌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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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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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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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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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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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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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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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或界区内;

    3.在设备内可采用以氮气或其它惰性气体覆盖的措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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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艺装置宜采取露天或开敞式布置;

    2.设置机械通风装置;

    3.在爆炸危险环境内设置正压室;
    4.对区域内易形成和积聚娜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地点设里自动测量仪器装里，当气体或蒸

气浓度接近爆炸下限值的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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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城划分

    第2.2.1条 爆炸性气体环境应根据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出现的频策程度和持续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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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三、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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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始物质产品的装卸，密闭容器盖的开闭，安全闷、排放阀以及所有工厂设备

      娜在其设廿今数范圈内工作的状态·

    篇.2. 2. 2众 符合下列备件之一时，可划为非爆炸危险区域:
    一、没有释放源并不可能有易嫉物质侵入的区域，

    二、易燃物质可能出现的最高浓度不超过姗炸下限值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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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物质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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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条 释放源应按易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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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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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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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没有用惰性气体粗盖的固定顶盖贮峨中的易燃液体的表面;

    2.油、水分离器等直接与空间接触的易燃液体的表面;

    3.经常或长期向空间释放易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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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正常运行时会释放易徽物质的泵、压缩机和阀门等的密封处;

    2.在正常运行时，会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安装在贮有易嫩液体的容器上的排水系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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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划为第二级释放深:

    1正常运行时不能出现释放易嫌物质的泵、压缩机和阀门的密封处;
    2.正常运行时不能释放易嫌物质的法兰、连接件和管道接头;

    3.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的安全阀、排气孔和其它孔口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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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2.2.4条 娜炸危险区域内的通风，其空气流量能使易姗物质很快稀释到爆炸下限值

的2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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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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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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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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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存在连续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姗为。区;

    2.存在第一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1区;

    3.存在第二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2区。

    二、其次应根据通风条件调整区域划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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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炸危险区域等级。

    2.局部机械通风在降低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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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炸危险区域等级.

    3.在障碍物、凹坑和死角处，应局部提高姗炸危险区域等级。

    4.利用堤或墉等雌礴物，限侧比空气童的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扩散，可缩小姆炸危险区域
的范围。

                      第三节 姗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城的范围

    第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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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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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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源释放的易嫩物质量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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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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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h，且换气不

受阻碍;厂房地面上高度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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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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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高度内，或圆顶、斜顶

的最高点以下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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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放至厂房内的易燃物质的最大2应按Ih释放t的3倍计算，但不包括由于灾难性事故引起破裂时的释放量。

      ②相对密度小于或等于。. 75的姗炸性气体规定为轻于空气的气体.相对密度大于。.75的姆炸性气体规定为重于

          空气的气体。

    三、当易嫩物质可能大量释放并扩散到15m以外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应划分附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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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条 确定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宜符合第2.3.3条~第2.3.17条中典型

示例的规定，并应根据易燃物质的释放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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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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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及图2. 3. 3-2) e

圈呕 圆2区戮附加2区
图2.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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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1区 . 2区 戮附加:区

图2.3.3-2释放源在地坪以上时易嫩物质重于空气

            通风良好的生产装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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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下的坑、沟划为1区;

    二、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15m，地坪上的高度为7. 5m及半径为7. 5m，顶部与释放源

的距离为7. Sm的范围内划为2区;

    三认以释放源为中心，总半径为30m，地坪上的高度为。.6m，且在2区以外的范围内划为

附加2区

    第2.3.4条 易然物质重于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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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一、封闭建筑物内和在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下的坑、沟划为1区;

    二、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15m，高度为7. 5m的范围内划为2区，但封闭建筑物的外墙

和顶部距2区的界限不得小于3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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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地坪上的高度为0. 6m，且在2区以外的范围内划为

附加2区

圈1区 圈2区 翔附hA 2区

图2.3. 4易增盔票言蔚量声梦澄封闭建筑物内

    第2.3.5条 对于易燃物质重于空气的贮铺，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宜符合下列规

定(图2.3.5-1及图2. 3. 5-2)

留1ff 圈2区
图2.3.5-1 易徽物质重于空气、设在户外地坪上的固定式贮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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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

地坪下的坑、沟

圈:区 圈2区
                    图2. 3. 5-2 易姗物质重于空气、设在户外地坪上的浮顶式贮罐

    一、固定式贮罐，在罐体内部未充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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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
    二、以放空口为中心，半径为1. 5m的空间和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下的坑、沟划为1区;

    三、距离贮罐的外壁和顶部3m的范围内划为2区;

    四、当贮魄周围设围堤时，贮罐外壁至围堤，其高度为堤顶高度的范围内划为2区。

    第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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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一、以槽车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半径为1. 5m的空间或以非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半径

为3m的空间和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下的坑、沟划为1区;

    二、以槽车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半径为4. 5m的空间或以非密闭式注送口为中心，半径

为7. 5m的空间以及至地坪以上的范围内划为2区。

地坪下的坑

...1区 .. 2区

图2.3. 6 易撤液体、液化气、压缩气体等密闭注送系统的槽车

注，易姗液体为非密闭注送时采用括号内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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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7条 对于易嫩物质轻于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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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当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不超过4. 5m时，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4. 5m，顶部与释放源的

距离为7. 5̀n.及释放源至地坪以上的范围内划为2区。

圈2区

                      图2.3.7 易嫌物质轻于空气、通风良好的生产装置区
      注:释放薄距地坪的高度超过4.5.时，应根据实践经脸确定，

    第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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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
    一、当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不超过4. 5m时，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4. 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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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

    二、屋顶上方百页窗边外，半径为4. 5m，百页窗顶部以上高度为7. 5m的范围内划为2

区。

图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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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时.应根据实践经验确定.

    第2. 3. 9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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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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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闭区内部划分为1区;

二、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4. 5m，地坪以上至封闭区底部的空间和距离封闭区外壁3m

顶部的垂直高度为4. 5m的范围内划为2区。

圈1区 圈2区

                  图2.3. 9易燃物质轻于空气
注:释放源距地坪的高度超过4. 5m时，应根据实践经验确定

、通风不良的压缩机厂房

    第2.3.10条 对于并顶贮嫩或池的单元分离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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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一、单元分离器和顶分离器的池壁外，半径为7. 5m，地坪上高度为7. 5m，及至液体表面以

上的范围内划为1区;
    二、分离器的池壁外，半径为3m，地坪上高度为3m，及至液体表面以上的范围内划为1

区;

    三、1区外水平距离半径为3m，垂直上方3m，水平距离半径为7. 5m，地坪上高度为3m以

及1区外水平距离半径为22.5m，地坪上高度为0. 6m的范围内划为2区。

(3m)

圈113
图2.3.30

圈 21K
单元分离器、预分离器和分离器

第2.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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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释放源的，其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图2.3.11),

    一、液体表面至地坪的范围划为1区;

二、1区外及池壁外水平距离半径为3m，地坪上高度为3m的范围内划为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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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3. 11 溶解气游离装置(溶气浮选装置) (DAF)

    第2.3. 12条 对于开顶贮嫩或池的生物氧化装置，液体表面处为连续级释放源的，其爆

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图2.3.12):

    开顶贮罐或池壁外水平距离半径为3m，液体表面上方至地坪上高度为3m的范围内划为
2区。

圈:区
                                  图2. 3. 12 生物氧化装里(BIOX)

    第2.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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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3)

    一、以回水管顶部烃放空管管口为中心，半径为1. 5m，地坪下的泵、坑以及冷却塔及其上

方高度为3m的范围内划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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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高度为冷却塔高度的范围
内划为附加2区。

圈呕 圈2M 已风扇反转时的附加2区

图2.3. 13 处理生产用冷却水的机械通风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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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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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4):

    一、通风不良的、有第二级释放源的房间范围内划为1区;

    二、当易燃物质重于空气时，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15m的范围内划为2区;

    三、当易燃物质轻于空气时，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4. 5m的范围内划分为2区。

圈。 圈z区

图2. 3.14 与通风不良的房间相邻

    第2.3. 15条 无释放源的生产装置区与有顶无场建筑物且有第二级释放源的爆炸性气

体环境相邻，并用非撼烧体的实体墙隔开，其姗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图

2.3.15-1及图2. 3. 15-2)

. 2V

图2.3.15-1 与有顶无墙建筑物相邻(门窗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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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区

                              图2. 3. 15-2 与有顶无墙建筑物相邻

                                  (门窗位干姆炸危险区域外)

    一、当易燃物质重于空气时，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15m的范围内划为2区;

    二、当易燃物质轻于空气时，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4. 5m的范围内划为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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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门窗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外时划为非危险区。

    第2.3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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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

圈1H 圈2H

图2. 3. 16 释放源上面有排风里时的姗炸危险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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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级释放源上方排风罩内的范围划为1区;

    二、当易燃物质重于空气时，1区外半径为15m的范围内划为2区;
    三、当易燃物质轻于空气时，1区外半径为4. 5m的范围内划为2区。

    第2.3. 17条 对工艺设备容积不大于95m'、压力不大于3. 5MPa、流量不大于381/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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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列

规定(图2.3.17);
    一、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下的坑、沟划为1区;

    二、以释放源为中心，半径为4. Sm，至地坪以上范围内划为2区。

第二级释放佩

地坪

..1区 唇翻ZH

                            图2. 3. 17 易燃液体、液化易燃气体、

                        压缩易憔气体及低温液体释放源位于户外地坪上方

    第2.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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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m以上处。
    第2.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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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四节 妞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分级、分组

    第2.4.1条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应按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或最小点燃电流

(MIC)分级，并应符合表2.4.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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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试验安全间除(MESG )或.小点瀚电流(MIC)分级 表2.4.1

级 别 最大试脸安全间隙(MESG) (mm) 最小s燃电流比(MICR)

口A 3o9 > 0. 8

IB 0. 5<MESG<O. 9 0. 45-<MICRCO. 8

IC 蕊0.5 <0. 45

注 ①分级的级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姆炸性环凌用防姗电气设备通用要求》。

  ②最小点燃电流比(MICR)为各种易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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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条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应按引燃温度分组，并应符合表2. 4. 2的规定。
引 姑 温 度 分 组 裹 2.4.2

组 别 引 姗 温 度 Hc)

Tl 450< t

T2 300<t(450

T3 200<t簇300

T4     135<t(200

T5 100<t6135

T6 85峨《100

注气体或燕气姆炸性混合物分极分组举例应符合附录三的规定.

                    娜五节 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气装it

第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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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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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菌以及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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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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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的规定。

    二、低压变压器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2. 5.3-2的规定。

    三、低压开关和控制器类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2. 5. 3-3的规定。

    四、灯具类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2. 5. 3-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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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电帆防姆结构的透型 裹 2.5.3-1

义二卜一~1i4Pe11区” t 区 2 区

电 \\ 防_一

I一\进19MOMd ITEMP ”奢”*MIT?d
  正压型

        p 增曹”
无 火

花 型

      n

鼠笼型感应电动机 O O △ 0 〔) e 介

绕线型感应电动机 △ △ 0 ) O X

同步电动机 O O X 0 0 O

直流电动机 △ △ 0 O I
电磁滑差离合器(无电刷) O △ X {O ’ 〔二 O △

注:①表中符号O为适用;△为懊用;X为不适用(下同).

  ②绕线型感应电动机及同步电动机采用增安型时，其主体是增安型防姆结构，

      姆结构.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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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懊用‘

                                低压变压器类防姗结构的选型

发生电火花的部分是隔姆或正压型防

表2.53一2

、灾丈)一 f}}1e}区， 1 区 2 区

‘气ti$         114 m }404%d ITEMP 增曹型
d
1E11;ffgP 增誊型充曹型

变压器〔包括起动用) △ △ X O O O O

电杭线圈(包括起动用) 一{△ △ X O O j   O O

仪表用互感器 △ } 0 }O O

低压开关和控翻器类防姆结构的选型 衰2.53一3

义丈户一 退迷鲤区‘0区 1 区 2 区

电气;介衍
本 质

安全型

    ‘a

本 质

安全型

  i-ib
PAOMd

正压创

赞型
了

增安型

      e

本 质

安全型

  ia.ib
A63RMd

不 伟刑

r6mo型增曹型PP

刀开关、断路器 O O

熔断器 △ 0

控制开关及按钮 O O O O C O 0

电扰起动器和起动补偿器 △ O O

起动用金胭电阻器 △ △ X O O 一}O
电滋阁用电磁铁 0 }、 0 } O

电磁康该蒯动器 △ X 0 △

操作箱、柱 O O { 0 }0
控制盘 △ △ 0 0

配电盘 △ 0

注: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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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结构的电杭线

    日或单绕组变压器组成一体的结构.

  ②电磁摩擦制动器采用隔爆型时，是指将制动片、滚简等机械部分也装入隔爆壳体内者.

  ③在2区内电气设备采用隔姆型时是指除隔姗型外.也包括主要有火花部分为隔爆结构而其外壳为增安型的混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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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类防姆结构的选型 表2.5.3-4

火之一一过丝1全竺竺早域 1 区 2 区

电气布lot-̀ t4隔dfT 赞“ 9410d 增步型
固定式灯 O X ‘户

移动式灯 △

携带式电池灯 O

指示灯类 O X O

镇硫器 O △ C O

五、信号报警装置等电气设备防爆结构的选型应符合表2. 5. 3-5的规定
                      信号、报，簇f等电气设备防场结构的选型 表2.S.3一5

lzz:--一一 0tttRPUA0 区 1 区 2 区

‘气打叱叹
本 质

安全型

    1a

本 质

安全型

  ta，、b
FMATId正6IP增奢型

本 质

安全型

      1a

隔dd:g}P增曹型
信号、报苦装里 O O 0 O X O O O 0

插接装里 O 0

接线箱《盒) O △ O (〕

电气测t表计 0 0 X O O 〔)

    第2.5.4条 当选用正压型电气设备及通风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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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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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含有易然物质或其它有害物

质;

    四、在电气设备及其通风系统运行中，其风压不应低于50Pa。当风压低于50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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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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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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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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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时，应对爆炸性气体环境保持相对的正压

    第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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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2区内。

    二、对于易燃物质比空气重的爆炸性气体环境，位于1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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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m,

    第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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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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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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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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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沿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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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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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套或管子内敷设。

    六、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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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内应采用铜芯电缆;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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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铝过渡接头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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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kV电缆线路，宜装设零序电流保护;在l区内保护装置宜动作于跳闸;在2区

内宜作用于信号

    第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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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温度为丁1-T4组时，其导线截面与最大允许电流应

符合表2.5，9的规定。



钥导线截面与益大允许电流(适用于TI一T4组) 轰2，5.，

导线颧(mm 一 0。03
}

        0.09 0 19 0.28 0.44

              !
165 3 3 5 0 6 6 8 3

三、导线绝缘的耐压强度应为2倍额定电压，最低为500V。

    第2.5.10条 除本质安全系统的电路外，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区内电缆配线的技

术要求，应符合表2.5.10的规定。

姗炸性气体环境电组配线技术要求 表 2.5.10

斌
}

接 线 盒 移动电缆

电 力 照 明 控 制

1 区 铜芯2.smmZ及以上 铜芯2.smmZ及以上 铜芯2.smm之及以上 隔 姗 型 重 型

2 区

铜芯1.sm、之及以

上，或铝芯4mm.
及以上

锅芯1.smmZ及以上，

或铝芯2.smmZ及以

上

炯芯 1，smm念及以

上
隔姗、增安型 中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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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用非恺装电缆.

    在易燃物质比空气轻且不存在会受鼠、虫等损害情形时，在2区电缆沟内敷设的电缆可采

用非啥岂装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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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内电缆线路严禁有中间接头，在2区内不应有中间接头。

    第2.5.11条 除本质安全系统的电路外，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区内电压为1000v

以下的钢管配线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2.5.11的规定。
                                  姗炸危险环境栩，配线技术要求 衰2.5.11

认砍
�I

接线盒分

支盒挠性

连接管

营子连接要求

          性 -
电 力 照 明 一控制

1 区
  铜芯2.smm，
  及以上

}

铜芯2.smm，
及以上

悯芯2，smm之
及以上

隔 姆 型

对吸25mm及以下的钢管螺
纹旋合不应少于5扣，对
D‘32mm及以上的不应少于
‘扣并有锁紧螺母

2 区

铜芯1.smmZ
及以上，铝 芯

4mmZ及以上

铜 芯 1.smm之

及 以 上，铝 芯

25mm2及 以

上

铜芯1.smm:
及以上

陌嫉
增 安塑

对兔25mm及以下的螺纹旋
合 不应 少 于 5扣.对
吸32mm及以上的不应少于

6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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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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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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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2条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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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2区内，下列各处必须作隔离密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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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直径50mm以上钢管距引入的接线箱450mm以内处，以及直径50mm以上钢管每距

15m处，
    3.相邻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区之间;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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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3杂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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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倍，和自动开关长延时过电流

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25倍(本款2项情况除外)。

    二、引向电压为10)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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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倍。
    第2.5.14系 io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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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倍。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后，可适当减少距

离

    第2.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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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部分，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内

仍应进行接地:
    1.在不良导电地面处，交流额定电压为380V及以下和直流额定电压为440V及以下的电

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2.在干燥环境，交流额定电压为127V及以下，直流电压为11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正常

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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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内的所有

电气设备以及爆炸性气体环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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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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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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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接地电阻值应取其中最低值。

第三章 爆炸性粉尘环境

                                第一节 一般规 定

    第3.1.1条 对用干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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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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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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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等粉尘。

    三、可燃性非导电粉尘:与空气中的氧起发热反应而然烧的非导电性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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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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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的

规定。

                                    引 燃 沮 度 分 组 衰3. 1.3

温 度 组 别 引 燃 温 度 (c) "C

丁11 U 270

T12 200<t蕊270

T13 150<t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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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温度两者中的低值

    第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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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应采取下列防止爆炸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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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艺设备宜将危险物料密封在防止粉尘泄漏的容器内;

    2.宜采用露天或开敞式布置，或采用机械除尘或通风措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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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高自动化水平，可采用必要的安全联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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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应定期清除沉积的粉尘;

    7.应限制产生危险温度及火花，特别是由电气设备或线路产生的过热及火花。应选用防爆

或其它防护类型的电气设备及线路;

    8.可增加物料的湿度，降低空气中粉尘的悬浮量。

                      挤二节 场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城划分

    第3.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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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粉尘环境。
    二、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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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条 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按爆炸性粉尘的量、姗炸极限和通风条件确定。

    第3.2.3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划为非姆炸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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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使用姆炸性粉尘的量不大，且在排风柜内或风罩下进行操作。

    第3.2.4象 为爆炸性粉尘环境服务的排风机室，应与被排风区域的姗炸危险区域等级

相同。

                      第三节 姗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城的范围

    第3.3.1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范围.应根据姗炸性粉尘的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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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条 爆炸性粉尘环境在建筑物内部，宜以厂房为单位确定范围。

                        第四节 姗炸性粉尘环境的电气装t

    第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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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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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离允许农面1度 表3.4.1

引姗温度组别

衾I

无过负荷的设备 有过负荷的设备

Tll 215C 195C

丁12 160C 145C

T13 120C 1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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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装电气设备的房间，应采用非然烧体的实体墙与爆炸性粉尘环境隔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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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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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座宜布置在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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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条 防爆电气设备选型。除可燃性非导电粉尘和可燃纤维的n区环境采用防尘

结构(标志为DP)的粉尘防娜电气设备外，爆炸性粉尘环境10区及其它爆炸性粉尘环境11区

均采用尘密结构(标志为D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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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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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内高压配线应采用铜芯电缆;爆炸性粉尘环境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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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内全部的和爆炸性粉尘环境11区内有剧烈振动的，电压为lo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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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内绝缘导线和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绝缘导线和电缆的导体允许载流量不应小子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的1.25倍，和自动开

关长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25倍(本款第2项情况除外);

    2引向电压为1o0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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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流的飞.25倍;
    3电压为100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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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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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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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爆炸性粉尘环境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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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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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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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内宜动

作于跳闸，在爆炸性粉尘环境11区内宜作用于信号。

    第3.4.4条 电压为1000V以下的电缆配线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4. 4规定。
                              场炸性粉尘环境电纽配线技术要求 丧34.4

3#\ 全I--, Ifil 电缆 的 最 小截 面 移 动 电缆
爆 炸 危 险 区域

10 区

11 区

铜芯 2. 5mm 及以上

铜芯 1. 5mm 及以上

铝芯 2. 5mm%及以上

重 型

    往，铝芯绝缘导线或电揽的连梭与封端应采用压接

    第3.4.5条 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内.严禁采用绝缘导线或塑料管明设。

时，电压为1000V以下的钢管配线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4. 5规定。
                                姗炸性粉尘环境桐粉配线铁术要求

当采用钢管配线

衰34.5

、k}$Y$L} 绝缘导线的最小截面 接线盒、分支盒 管子连接要求

10 区 铜芯2.5m.1及以上 半密型 螺纹旋合应不少于5扣

11 区
俐芯1.5二 2及以上

铝芯2.5m.}及以上
尘密ffa也可采用防尘型 级纹旋合应不少于5扣

注尘密ffa是规定标志为DT的粉尘防姗类型;防尘型是规定标志为DP的粉尘防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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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条 在10区内敷设绝缘导线时，必须在导线引向电气设备接头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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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条 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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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不良导电地面处，交流额定电压为380V及以下和直流额定电压440V及以下的电气

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2.在干燥环境，交流额定电压为127V及以下，直流额定电压为11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

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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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区内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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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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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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火灾危险环境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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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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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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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危险区城划分

    娜4.2.1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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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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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区:具有悬浮状、堆积状的可嫩粉尘或可燃纤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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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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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第4.3.1杀 火灾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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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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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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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远离可燃物质

    第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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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条 在火灾危险环境内，应根据区域等级和使用条件，按表4. 3.4选择相应类型

的电气设备。

                                      电气设.防护结构的选型 襄4.3.4

、~~~ 火*
口加 ~ 、‘卜 」尹沁 J，

理 护 螃~卜~~ ’‘险 R._
  一 之一竺一~~~ 一袱
电气设备 一一一二乏乏、

21 区 22 区 23 区

电 机
固定安装 IP44

IP54

IP21

移动式、拚带式 IP54 IP54

电器和仪表
固定安装 充油型,IP54,IP44

IP54

IP44

移动式、拐带式 IP54 IP44

照明灯具
固定安装 IP2X

IPSX IPZX
移动式、挽带式

IPSX配电装t

接线盒

    注 ①在火灾危险环瑰21区内固定安装的正常运行时有附环等火花部件的电机，不宜采用IP44结构。

      ②在火灾危险环境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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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21型结构，而应采用IP44

          型。

      ③在火灾危险环境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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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44型。

      ④移动式和携带式照明灯具的玻确早，应有金属网保护.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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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5条 电压为l Ok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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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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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条 在易沉积可姗粉尘或可燃纤维的璐天环境，设置变压器或配电装置时应采

用密闭型的。

    第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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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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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侧的墙应为非燃烧体的;

    二、在变压器或配电装2高度加3m的水平线以上，其宽度为变压器或配电装置外廓两侧

各加3m的墙上，可安装非燃烧体的装有铁丝玻璃的固定窗。

    第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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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非恺装电缆或钢管配线明敷设。在火灾危险环境21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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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区内，可采用硬塑料管配线。在火灾危险环境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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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V

    三、在火灾危险环境内，当采用铝芯绝缘导线和电缆时，应有可靠的连接和封端。

    四、在火灾危险环境21区或22区内，电动起重机不应采用滑触线供电;在火灾危险环境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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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铜母线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不需拆卸检修的母线连接处，应采用熔焊或钎焊;

    2.母线与电气设备的螺栓连接应可靠，并应防止自动松脱;

    3.在火灾危险环境21区和23区内，母线宜装设保护罩，当采用金属网保护罩时，应采用

IP2X结构;在火灾危险环境22区内母线应有IP5X结构的外罩;

    4.当露天安装时，应有防雨、雪措施。

    七、l Ok V及以下架空线路严禁跨越火灾危险区域。

    第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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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名 词 解 释

本舰范用词 解 释

闪点(flash-point)
  标准条件下曲使液体释放出足够的燕气而形成能发生闪姗的姆炸性气体

混合物的液体最低温度

引嫩温度(ignition temperature) 按照标准试脸方法，引始姗炸性混合物的最低温度

环峨温度(ambient temperature) 指所划区城内历年最热月平均最高温度

易满物质(flammable mared.l) 指易姗气体、燕气、液休或薄雾

易嫩气体(flammable gas) 以一定比例与空气棍合后而形成的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气体

易姗液体(flammable liquid) 在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能产生易满燕气或薄雾，闪点低于45 C的液体

易始薄雾(flammable mist) 弥傲在空气中的易始液体的徽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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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规范用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explosive gas 大气条件下气体 蒸气 薄雾状的易燃物质与空气的混合物，}( 后1't烧将

m}xi ure> 在全范围内传播

爆炸性气体环货(explosive gas

atmosphere )
含有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爆炸极限(explosive limits)

堪炸’F限(lower explosive limit)

爆炸上限(upper explosive limit)

易燃气体、燕气或薄雾在空气中形成娜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最低浓度

易OR气体、鑫气或薄雾在空气中形成爆炸性气休混合物的最高浓度

姆炸危险区坡(hazardous area)
  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t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i$备的

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措施的区城

非姆炸危险区域(nonhaxardous area)
  姗炸性视合物预期出现的教t不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 安装和使用

采取预防措连的区域

区(-ca)

  姆炸危险区域的全部或部分

注 按照姗炸性混合物出现的颇致程度和持续时间，可分为不问危险程度的

若干区

可释故出能形成姗炸性混合物的物质所在的位里或地点

释放镶(source of release) 注:在确定释放谏时，不应考虑工艺容器、大型管道或贮动等的毁坏性事故

如炸裂等

自然通风环境(natural ventilation
a之moap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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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ventilation

atmosphere)
用风用、排风机等装里使新鲜空气里换原有混合物的区城

爆炸性粉尘混合物(explosive dust

mtxm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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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内伶拾

洛炸性粉尘环境(explosive dust

atmosphere)
含有.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环垅

火灾危险环境(fire hazardous

atmosp卜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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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排水系统摇1区一一一m 自汽缸起1区一一一m

一一m高度一一一m
半径的区城范圈

自泵密封起1区
~ — — 们、

聊 仁勿
2区

A一正压控制室

B一正压配电室

C一车 间

E一容 器

F一燕 馏 塔

G一分析室(正压或吹净)

H一泵(正常运行时不可能释放的密封)

」一泵(正常运行时有可能释放的密封)

K一泵(正常运行时有可能释放的密封)

L一往复式压编机

M一压缩机房(开敞式建筑)

N一放空口(高处或低处)

      平 面 图

            立 面 图

附图2.1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示例图

·342·



1
.N
娜
趁

钾
t
报
卞
氧
姗
凶
翻
樱
峨
或

.343.



附录三 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物分级分组举例

附表 3

序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式 18& }}1
皿A级

一 烃类
  镬烷类

1

1

1

八
~

﹃

，
J

八乃

，
刁

八j

内山

，

1

1

T

丁

I

T

I

T

丁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戊烷

己烷

庚烷

辛烷

壬烷

癸烷

环丁烧

T3

钧

环戊烷

环己烷

环庚烷

甲芬环丁烷

代

T3

甲荃环戊烷

甲基环己烷

孔

孔

乙基环丁烷

CH,

C:H.

CH,

C,H�,

C,H,z

CcH�

CH,.

C.Hs

CH之。

C'.Hzz

CH,(CHOaCH,
} }

CH,(CH2)3CH.
匕一一一
CH,(CH2),CH2
1 一

CHz (CH,),CH,
} {

CHaCH(CH,),CHx
    } }

CH,CH(CHz)3CHaI         I
CH3CH(CH2),CH2
    { {

CsH,CH(CH0,CHz

乙墓环戊烷

哟

们

乙墓环己烷
CEH,CH(CH,),CHa

} }

蔡烷(十氢化蔡)
CH,(CH0,CHCH(CHz)uCHz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肠

伟

17

18

比

20

21

22

，r1

Tl

1

1
1

，
.且

T

T

T

链烯类

  丙娜

芳烃类

  苯乙烯

  异丙烯墓苯(甲基苯乙娜)

笨类

  苯

  甲苯

  二甲笨

CH,CH=CHz r2

C,H,CH=CHz

C.H,C (CH,)=CHz

C6H,

CsH,CH,

C,H,(C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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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3.1

物 质 名 称 子 式 组别

六

州

，
‘

1
1

，

J

勺
‘

T

T

T

T

T

                分

CcH,C,H,

C,H 〔仁H,)s

C}.H,

C,H,CH (CH, ),

(CH, ),CHC,H,CH

杆
︷跳
。

，
I

n
J

八
J

3

月J

八
J

八
J

l
心

q
分

，
几

T

T

T

丁

T

T

T

T

T

r

C O

(CsH,)z0

TI

们

户

Q
乙

八产
﹄

宁

冲

八
J

，
d

T

T

T

T

T

丁

八
J

工J

，.上

，.

1
胜

T

T

T

T

T

  乙笨

  二三甲苯

  蒂

  异丙苯(异M基苯)

  甲荃 ·异丙基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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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料油

  煤油

  集油

  动力苯

二，含扭化合物

饭化物(包括醚)

  一氧化碳

  二丙醚

醉类和盼类

  甲阵

  乙薛

  丙醉

  丁醉

  戊醉

  己醉

  庚醉

  辛醉

  壬醉

  环已醉

CH30H

CzH,OH

CH,OH

C,H,OH

CsHuOH

C,H,,OH

C,H�OH

C,H,,OH

C,H,sOH

CH,(CH2),CHOH
} I
CHaCH(CH,),CHOH
    { I

C,H,OH

CHzC,H,OH

(CHOzC(OH)CH,000H,

45

帕

47

48

49

切

51

52

洲

54

T4

Tl

T1

  甲基环已醉

  苯肠

  甲盼

  4-经荃-4一甲蓦戊酮(双丙酮醉)

隆类

  乙醛

  魏乙醛

哪类

  丙酮

  2一丁困(乙蚕甲羞酮)

CHxCHO

(CH,CHO).

(CHO,CO

C,HsCOCH,

注:祖 甲烧(工业用)包括含15叼以下(按体积计)氮气的甲烧混合气。

一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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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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衰3.1

物 称 子

2戊酮(甲荃

2一己胭(甲墓

  质 名

·丙基甲酮)

·丁墓甲酮)

式 组别

  r1

  rI

r2

此

序号

  63

  64

  65

  66

  67

                分

C,H,000H,

C,Hg000H,

CsH�COCH,

CH,000H,COCH,

CH,(CHOXO

rZ

rZ

几

爬

此

此

rZ

此

代

几

HCOOCH,

HCOOC,H,

CH,000CH,

CH,000C,H,

CHX000,H,

CH,000C,H,

CH,000C,H�

CH,=C(HC,)000CH,

CH,=C(HC,)COOC,H,

CH,COOCH=CHz

CH,000H,COOC,H,

卜洲

0

曰

1

八

丹志

‘体

:
J

6

工了

卜只

内h

户竹

甲
.

月r

月‘

门万

厅‘

尸了

下
.

乍
.

，
.

79 CH,000H C7

r1
TI
Tl
rl
T3
讹
TZ
TI
TI
TI
TI
TZ
TI
孔
TI
TI

CHCI

CzH,Cl

C,HsBr

CHCI

C4HgCl

C.H9B,

C,HaCI2

C,Hecil

CsHsCl

CeHsCH,Cl

C,H,Cl,

CH,=CHCH2CI

CHCI=CHCI

CH,=CHCI

C,HsCFz

CH,Clz

80

81

能

朋

84

85

86

盯

88

89

叨

91

92

93

叭

外

CH,000I

CH,CICHxOH T3T2
T3

r2

T3一:一

  戊基甲墓甲酮

  戊间二酮(乙酞丙酮)

  环己酮

醋类

  甲酸甲酷

  甲酸乙酷

  醋酸甲醋

  醋酸乙酷

  醋酸丙酷

  醋酸丁酷

  醋酸戊酣

  甲墓丙烯酸甲酷(异丁烯酸甲啼)

  甲蓦丙姗酸乙醋(异丁烯酸乙酷)

  醋酸乙烯醋

  乙酞蓦醋酸乙酷

酸类

  醋 酸

三、含自化合物

无氧化合物

  甲纂抓

  饭乙烷

  澳乙烷

  叙丙烷

  旅丁烷

  澳丁烷

  二抓乙烷

  二锐丙烷

  氮苯

  苇墓抓

  二抓笨

  烯丙基饭

  二抓乙烯

  抓乙烯

  三氟甲笨

  二舰甲烷〔甲叉二抓)

含氧化合物

  乙欧抓

  抓乙醉

四.a旅化合物

    乙硫醉

  丙硫醉一1

    雌 盼

四氢咯盼

C,H,SH

C,H,SH

CH = CH ·CH = CHS

} 1

CH,= (CHa) = 2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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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3.1

序号 物 质 名 称 分 子 式 组别

103

101

101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五、含氮化合物

  氨

  乙 腑

  亚硝酸乙醋

  硝基甲烷

  art基乙烷

胶 类

  甲 胺

    二甲胺

  一二甲胺

  二_乙胺

  三乙乙胺

  正丙胺

  正丁胺

  环己胺

  2乙薛胺

  2二乙胺荃乙醉

  二二氮基乙烷

  笨胺

  NN二甲基苯胺

  苯胺基丙烷

  甲苯胺

  比吮〔氮(杂)苯〕

NH,

CH,CN

CH,CH,ONO

CH,NO,

C,H,NO,

CH,NH,

(CHOsNH

(CH, ),N

(CzHs )sNH

(C,H,),N

C,H,NH,

C,H,NH2

CHs (CH2 ),舒HNH,
NH,CH,CH,OH

(CzHs )NCH,CH,OH

NH,CH,CHzNH,

CeH,NH2

C,HsN(CH,),

C,H,CH,CH(NH,)CH,

CH,C,H,NH,

C,H,N

T1

TI

T6

T2

T2

T2

T2

T4

T2

T1

T2

T2

T3

丁2

T1

T2

T1

丁l

IB级

T1

脚:::
T1

T2

CH,C=CH

C,H,

CH,CH,CH,
} }

CHz=CHCH=CHz

127

128

129

CHz=CHCN

(CH, ),CHONO,

HCN

T1

Tl

1
少

月
比

‘
，

J
兮

T

T

T

T

130

131

132

133

一、烃类

  丙炔〔甲基乙块)

  乙烯

  环丙烷

  L3丁二烯

二、含纽化合物

  丙姗脐

  异丙墓硝酸盐

  帆化氢

三、含扭化合物

  二二甲醚

乙荃甲荃醚

乙醚

二二丁一醚

(CHOz0

CH3OC2Hs

(C,H0z0

(C,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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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衰3.卫

734
      物 质 名 称

环暇乙烧

分 子 式 组别

CH,CH,O
} ! T2

1,2环暇丙烷 CH,,CHCH,O
    { 一 T2

.3- 恶戊烷 CH,CH20CH,O
} !

1,4一二恶婉 T2

，3.5一三恶烷 CH,OCH,OCH,O T2

139 胶若的吐丁跪 HOCH2000CMe

四公橄阵 CH,OCHCH,OH
T3

丙始.甲醋 CHs=CHCOOCH, T2

丙姗酸乙加 CHz=CHCOOC2Hs T2

门

八
J

曰
」

T

T

丁

映 喃 CH - CHCH = CHO

} }

丁始睦(巴豆陇)

丙始醛

CH,CH=CHCHO

CH2=CHCHO

四氢峡喃 T3

四、混合气

焦炉煤气 丁1

五，含自化仑物

四扭乙烯 C2F‘ T4

们
乙

八
n

T

了

1抓2,3一环权丙烷

硫化公

老翌CHsCl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咖

IC级

刊

脚

5

汽

1

T

T

T

践

CzH

CsZ

氢

乙 炔

二硫化碳

硝酸乙曲

水煤气

CzHsQNO,

.349·



附录四 爆炸性粉尘特性

姆炸性粉尘特性农 附表 4.1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5.m)

的引姗温度(c)

粉尘云的

引姗温度

  (c)

姗炸下限浓度

  (9/m')

粉尘平均粒径

    (um)

危险

性质

金

属

铝〔表面处理) T11 320 590 37--50 10- 15 姆

铝(含脂)
·T12

230 400 37-50 10̂ 20 姗

240 430 153̂ 204 100̂ -150 可、导铁

镁
T31

340 470 44-59 5- 10 姗

305 360 48̂ -64 30̂ 50 可红礴

确黑 T12 535 > 600 36-45 10.20 可、导

杜

Tll

290 375 可、导

430 530 212̂ 284 10̂ -15 可、导锌

325 555 < 200 可电石

290 465 可、导
钙硅铝合金((8%钙-30%硅一

55%W1)

> 450 640 可、导硅铁合金(45%硅)

445 555 <90 可、导黄铁矿

305 360 92̂ -123 5̂ -10 可、导姑石

化

学

药

口
口口

硬酷酸锌

  Tll

熔 融 315 8- 15 可

熔 融 575 28- 38 30-100 可蔡

熔融升华 505 29 39 40 50 可葱

熔 融 580 65 90 可己二酸

熔 融 650 61 83 80- 100 可苯二(甲)酸

熔 触 605 52- 71 可无水苯二(甲)酸(粗制品)

熔 融 > 700 37 50 可苯二甲酸睛

熔 融 500 82- 113 可无水马来酸(粗制品)

熔 融 520 51- 70 5-8 可醋酸钠醋

焙 融 475 46- 70 15̂ -30 可结晶紫

熔 融 395 92-123 可四硝基咔哇

熔 融 340 40̂ 60 可二硝基甲酚

熔 融 405 31- 41 60 可阿斯匹林

熔 融 575 80-100 可月巴皂粉

350 465 300^ 500 可青色染料

395 415 133- 184 ，可蔡酚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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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4.1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smtn)

的引燃温度((、)

粉’执石的

引姗温度

  (仁)

爆炸 「限浓度

    〔9了m沙)

粉」几平均粒径

    (才渡m)

危险

性质

之、
口

成

树

月旨

聚乙烯

Tll

熔 融 魂10 26~35 30~爪) 可

熔 融 43n 25~ 3几 可聚丙烯

熔 融 475 一 2卜37 厂 、。一。。 可聚苯乙烯

熔 融 420 27~ 37 可
苯乙烯(70%)与r二烯(30%)

粉状滚合物

熔 融 450 42~55 5~ 10 一”，一聚乙烯醉

熔融炭化 505 35~ 55 �� 一。一7 可聚丙始睛

熔 融 425 46~ 63 50~ J00 可取氮醋(类)

熔 融 今80 52~ 71 < 200 可叉乙始四队

熔 融 465 42~58 10~ 15 可孩乙烯氮戊环酮

熔融炭化 595 63~吕6 4~ 5 可乘抓乙铃

烙融炭化 520 44~60 30~40 可
叙乙烯(?0%)与苯乙姆(ao%)

粉状班合物

熔融炭化 520 36~ 40 10~20 丽J阶联树脂(盼醛清漆)

熔融炭化 485 可有机玻确粉

夭

然

树

月旨

借胶(虫胶)

  丁11

沸 腾 475 } 20~50 l可
沸 脚 360 36~49 20~30 可硬质橡胶

佛 脚 } 8。一，。0 一}可软质橡胶

溶 融 370 38~ 52 20~ 30 可天然树脂

溶 触 330 30~41 20~50 可站吧树脂

溶 融 325 50~80 可松香

沥

青

蜡

类

硬蜡

Tll

熔 融 400 26~36 5。_5。 」{可
熔 融 620 一一 50一50 }一示~绕组沥青

熔 融 620 50~150 可硬沥青

溶 触 5名0 初丁煤焦油沥裔

农

产

口

p口

裸麦粉

丁11

325 415 67~ 93 30~ 50 可

305 430 50一100 飞二f裸麦谷物粉(未处理)

305 415 30~40 可裸麦筛落粉(粉碎品)

炭化 410 20~40 可小麦粉

290 420 15~30 可小麦谷物粉

290 410 3~5 r.J小麦筛落粉(粉碎品)

乌麦、大麦谷物粉

一T12

270 弓魂0 50~ 150 可

270 420 50一100 可啼米糖

炭 化 410 2~ 30 可五米淀粉

炭 化 430 60~ 80 可马铃，淀份

炭 化 395 10~20 可布丁粉

炭 化 400 71~ 99 20~ 30 可悯精粉

熔 融 360 77~107 20~40 可砂糖粉

熔 融 今50 83~ 115乳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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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4. 1

粉尘

种类

粉 尘 名 称

温度

组别

高温表面堆积

粉尘层(5.m)

的引然温度(C)

粉尘云的

引燃温度

  (C)

姗炸 下限浓度

    (g/.场

粉尘平均粒径

    (pm)

危险

性质

农

产
r牙
n日

      、

f干

维
      、

鱼

粉

可可子粉〔脱脂品) T12一} 245 一} 一 3。一4。 可

咖啡粉(精制品)

  Tll

收缩 600 一 40- 80 口r

285 405 100̂ 500 可啤酒麦芽粉

280 480 一200̂500 { 可紫苗衍

285 470 一 可亚麻粕粉

炭化 465 400-60。 一一可菜种液粉

炭化 485 一 80-100 一可鱼粉

290 485 { 50- 100 I可烟草纤维

385 一可木棉纤维

      一} 可人造短纤维

      }一 } 可亚硫酸盐纤维

木质纤维 T12 250 445 } 40̂-80 }可
纸纤维

Tll

360 } {可
280 } } 100-200 一一可椰子粉

325 460 }4;一59 { 30-4。 一}可软木粉

325 440 } 70- 150 }可针叶树(松)粉
315 420 70--100 可硬木〔丁钠橡胶)粉

燃

料

泥媒粉(堆积)

T12

      一} 450 一} 一} 6。一。。 可、导

      一} 49- 68 } 2--3 可褐煤粉(生褐煤)

      一} } 3-7 可、导褐煤粉

      一} 595 41-57 } 5--11 可、导有烟煤粉

225 一} }35-48 } 5̂-10 可、导瓦斯煤粉

焦炭用煤粉

Tll

      一} }33-45 5- 10 可、导

285 680 }3‘一45 5- 7 一可、导贫煤粉

>430 > 600 } 一10。一，30 一可、导无烟煤粉

340 595 }39-52 } 1-2 一可、导木炭粉(硬质)

      一} 40- 54 1-2 一可、导泥煤焦炭粉

褐煤焦炭粉 T12 235 4-5 一可、导
煤焦炭粉 Tll} } >750 37- 50 4- 5 一可得

注 危险性质栏中 用“姆”表示姆炸性粉尘。用“可、导，表示可撤性导电粉尘，用.可”表示可徽性非导电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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