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试行）
 

(1987年12月16日  劳动人事部、公安部、国家机械委员会、煤炭工业部、化学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劳人护

(87)36号文颁发) 

 

１  引  言 

    １．１  制定目的 

  为了防止在爆炸危险场所中， 由于电气设备和线路产生的电火花或危险温度引起燃烧或爆炸事故，采取安全技术与管理的防范措

施， 以保护职工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特制订本规程。 

１．２  防爆技术工作的分工原则 

  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对本单位爆炸危险场所的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 并按分工负责的原则，由负责生产工艺管理的部

门，按本规程的规定， 确定爆炸危险场所中区域的等级的范围，提出区域划分的平面图。再由电气及有关专业部门， 按照爆炸危险场

所区域划分的平面图，进行工程设计、安装施工、 运行维修并由安全技术部门监督检查。 

  １．３  电气整体防爆 

  各级有关人员在从事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工程设计、 安装施工、运行维修与安全技术管理工作中，必须按本

规程的规定，采取防爆措施， 以实现整体防爆。 

  １．４  本规程与其他标准、规程的关系 

  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技术与管理，除应执行本规程外， 还应执行现行的有关国家标准、规程的规定。 

  各有关主管部门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本规程未涉及的或不够详尽的内容， 根据本部门的工作需要，可制订专项规定或实施细

则，以补充本规程的不足， 并向劳动人事部备案。 

 

第一篇   爆炸性物质和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划分 

 

２  爆炸性物质的分类、分级与分组 

  ２．１  爆炸性物质的分类 

  爆炸性物质分为三类： 

  Ⅰ类：  矿井甲烷； 

  Ⅱ类：  爆炸性气体、蒸气； 

  Ⅲ类：  爆炸性粉尘、纤维。 

  ２．２  爆炸性气体（含蒸气和薄雾，下同）的分级与分组 

  爆炸性气体在标准试验条件下， 按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和最小点燃电流比分级。按其引燃温度分组。共分Ｔ１、Ｔ２、Ｔ３、Ｔ

４、Ｔ５、Ｔ６六组。 示例见表１。 

 

  表１      爆炸性气体的分类、分级、分组举例表 

─┬───┬───┬─────────────────────────── 

 │最大试│    │    引燃温度（℃）与组别                          

  │验安全│最小点├───┬───┬─────┬───┬───┬───── 

类│间隙  │燃电流│Ｔ1  │Ｔ2   │Ｔ3    │Ｔ4  │ Ｔ5  │  Ｔ6 

和│MESG  │比    ├───┼───┼─────┼───┼───┼───── 

级│(毫米)│MICR  │T＞450│(450≥│300≥Ｔ  │200≥ │135≥ │100≥Ｔ 

 │     │      │      │T＞300│＞200    │T＞135│T＞100│＞85      

─┼───┼───┼───┼───┼─────┼───┼───┼───── 

Ⅰ│MESG= │MICR= │      │      │         │      │      │ 

  │1.14  │1．0  │甲烷  │      │         │      │      │ 

─┼───┼───┼───┼───┼─────┼───┼───┼───── 

Ⅱ│0.9＜ │0.8＜ │乙烷、│丁烷、│戊烷、己 │乙醚、│      │亚硝酸 

 A│MESG  │MICR  │丙烷、│乙醇丙│烷、庚烷、│      │      │乙酯   

  │＜1.14│〈1.0 │丙酮、│烯、丁│癸烷、辛 │乙醛  │      │       

  │      │      │苯乙烯│醇、乙│烷、汽油、│      │      │    

  │      │      │、氯乙│酸丁酯│硫化氢、 │      │      │ 

  │      │      │烯、氨│、乙酸│环己烷   │      │      │ 

  │      │      │苯、甲│戊酯、│         │      │      │ 

  │      │      │苯、苯│乙酸酐│         │      │      │ 

  │      │      │、氨、│      │         │      │      │ 

  │      │      │甲醇、│      │         │      │      │ 

  │      │      │一氧化│      │         │      │      │ 

  │      │      │碳、乙│      │         │      │      │ 

  │      │      │酸丁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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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乙酸、│      │         │      │      │ 

  │      │      │丙烯腈│      │         │      │      │ 

─┼───┼───┼───┼───┼─────┼───┼───┼───── 

  │0.5＜ │0.45＜│二甲醚│环氧乙│ 异戊    │      │      │ 

Ⅱ│MESG  │MICR  │、民用│烷、环│ 二烯    │      │      │ 

Ｂ│≤0.9 │≤0.8 │煤气、│氧丙烷│         │      │      │ 

  │      │      │环丙烷│、丁二│         │      │      │ 

 │   │   │   │烯、乙│         │      │      │ 

 │   │   │   │烯    │         │      │      │ 

─┼───┼───┼───┼───┼─────┼───┼───┼───── 

Ⅱ│MESG  │MICR≤│水煤气│ 乙炔 │         │      │ 二硫 │ 硝酸 

C │≤0.5 │0.45  │氢、焦│      │         │      │ 化碳 │ 乙酯 

  │      │      │炉煤气│      │         │      │      │ 

─┴───┴───┴───┴───┴─────┴───┴───┴───── 

    注：①表１未列入的爆炸性气体见附录Ｂ； 

      ②最大试验安全间隙与最小点燃电流比在分级上的关系只是近似相等。 

    ２．３  爆炸性粉尘（含纤维和火炸药，下同）的分级与分组 

  爆炸性粉尘按其物理性质分级，按其引燃温度分组。共分Ｔ１－１、 Ｔ１－２、Ｔ１—３三组。示例见表２。 

 

  表２   爆炸性粉尘的分级、分组举例表 

───────────┬─────────┬───────┬────── 

   组别      │  Ｔ１-１    │  Ｔ１－２  │ │Ｔ１－３  

───────────┼─────────┼───────┼────── 

引燃温度℃            │ Ｔ＞２７０       │ 270≥Ｔ＞200 │200≥Ｔ＞ 140 

──┬────────┼─────────┼───────┼────── 

类 │粉       │                  │              │ 

和  │尘              │                  │              │ 

级 │物         │                  │              │ 

    │质              │                  │              │ 

──┼────────┼─────────┼───────┼─────── 

ⅢＡ│非导电性可燃纤维│木棉纤维、烟草  │木质纤维      │     

  │        │纤维、纸纤维、    │              │ 

  │        │亚硫酸盐纤维      │              │   

  │        │素、人造毛短纤    │              │ 

  │         │维、亚麻          │              │ 

  ├────────┼─────────┼───────┼─────── 

  │非导电性爆炸性粉│小麦、玉米、砂糖、│              │ 

  │        │橡胶、染料、聚    │可可、米糖    │ 

  │尘              │乙烯、苯酚树酯    │              │ 

──┼────────┼─────────┼───────┼─────── 

ⅢＢ│导电性爆炸性粉尘│镁、铝、铝青铜、 │铝（含油）    │      

  │        │锌、钛、焦炭、炭  │铁、煤        │ 

    │        │黑                │              │ 

  ├────────┼─────────┼───────┼─────── 

  │火炸药粉尘   │         │黑火药Ｔ·  │硝化棉、吸 

  │        │         │Ｔ·Ｎ    │收药、黑索金、 

  │        │         │       │特屈儿、泰安 

──┴────────┴─────────┴───────┴─────── 

    注：①本表未列入的粉尘见附录Ｃ； 

    ②在确定粉尘、纤维的引燃温度时， 在悬浮状态或沉积状态的引燃温度中， 

     按本规程附录Ｃ选用其中低值一方。 

 

３  爆炸危险场所的分类、分级和区域范围 

  ３．１  爆炸危险场所的分类 

  爆炸危险场所按爆炸性物质的物态， 分为气体爆炸危险场所和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两类。 

  ３．２  爆炸危险场所的分级 

  爆炸危险场所的分级原则是按爆炸性物质出现的频度、 持续时间和危险程度而划分为不同危险等级的区域。 

  ３．２．１  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的区域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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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性气体、可燃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场所， 按其危险程度的大小分为三个区域等级。 

  ３．２．１．１  ０级区域（简称０区，下同）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连续地、 短时间频繁地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场所。 

  ３．２．１．２  １级区域（简称１区，下同）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有可能出现的场所。 

  ３．２．１．３  ２级区域（简称２区，下同）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不能出现， 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现的场所。 

    注：正常情况是指设备的正常起动、停止、正常运行和维修。 

    不正常情况是指有可能发生设备故障或误操作。 

  ３．２．２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区域等级 

  爆炸性粉尘和可燃纤维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 按其危险程度的大小分为两个区域等级。 

  ３．２．２．１  １０级区域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粉尘或可燃纤维与空气的混合物，可能连续地、 短时间频繁地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场所。 

  ３．２．２．２  １１级区域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粉尘或可燃纤维与空气的混合物不能出现， 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现的场所。 

  ３．３  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３．３．１．气体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３．３．１．１  非开敞式厂房的危险区域范围划分 

 　３．３．１．１．１　  非开敞式厂房的危险区域范围， 如果该厂房空间很大，可根据通风情况、释放源部位、释放量和扩散情

况，划定其不同等级的危险范围。 

  ３．３．１．１．２　  １区范围以厂房为界。通向露天的门、 窗外（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３米以内的空间，在自然通风良好

的条件下为２区。 有障碍物导致通风不良时，其水平距离可延伸至７．５米（见附录Ａ图１）。  

 　３．３．１．１．３　  ２区范围以厂房为界。在自然通风良好条件下， 通向露天的门、窗外水平距离１米，通风不良时，可延

伸至３米， 垂直高度为１米的空间也划为２区（见附录Ａ图１）。 

 　３．３．１．２　  开敞式或半开敞式厂房的区域范围划分 

　 ３．３．１．２．１　  灌注易燃液体、 闪点低于或等于场所环境温度的可燃性液体的注送站，其厂房内部空间，以及开敞面外

水平距离１５米， 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为１区。１区以外水平距离７．５米， 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为２区（见附录Ａ图２、

图３）。 

  如果环境条件确有困难时，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安全距离可适当缩短。 

  ３．３．１．２．２　  工艺装置中有爆炸性气体、 易燃液体和闪点低于或等于现场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的封闭式工艺装置的厂

房， 其开敞面向外水平距离和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为２区（见附图Ａ图４）。 

 　３．３．１．３　  集中设置在露天的装置和设备，应视为一个整体。 其区域的划分如下： 

 　３．３．１．３．１　  易燃液体， 闪点低于或等于场所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的注送站，从注送口以外水平距离１５米、垂直高

度７．５米以内的空间为１区。 １区以外，水平距离７．５米，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为２区（见附录Ａ图５）。 

 　３．３．１．３．２　  爆炸性气体、易燃液体， 闪点低于或等于场所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的封闭式工艺装置， 从其设备外壳以

外水平距离和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划为２区。但设有安全阀、放空阀、呼吸阀时， 从阀口向外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３米以内的空

间划为１区。垂直高度３米和水平距离７． ５米以内的空间为２区（见附录Ａ图６）。 

 　３．３．１．３．３　   易燃液体和闪点低于或等于场所环境温度的可燃液体的贮罐，从罐体外壳以外水平距离和垂直高度为３

米以内的空间， 以及当贮罐设有防护堤时，包括护堤高度以内的空间为２区（见附录Ａ图７）。 

  ３．３．２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的范围划分 

　 ３．３．２．１　  爆炸性粉尘和可燃纤维应防止向周围扩散或飞扬， 对其邻近厂房或场所的等级划分，应根据具体扩散或沉积

情况确定。 要求采取措施防止二次爆炸。 

  ３．３．２．２　  非开敞式爆炸性粉尘或可燃纤维危险场所， 以生产厂房为一个单位，不论其释放源的位置和厂房空间的大

小，应划为同一级危险区域。 

 　３．３．２．２．１　  １０区范围以厂房为界。在自然通风良好条件下， 通向露天的门、窗外７．５米（通风不良时为１５

米）， 地面和屋顶上方３米以内的空间可以降低一级为１１区（见附录Ａ图８）。 

 　３．３．２．２．２　  １１区的范围虽以厂房为界，但通向露天的门、 窗外水平3米，地面以上3米、屋顶上方1米以内的空间也

应划为11区(见附录A图8)。 

  ３．３．２．３  开敞式或半开敞式厂房的区域范围划分。 

  ３．３．２．３．１  10区的范围以厂房边线为界。自然通风良好时， 开敞面以外水平距离７．５米(通风不良时为15米)，地面

和屋顶上方3米以内的空间为11区。 

  ３．３．２．３．２  １１区的范围虽以厂房边线为界， 但开敞面边界以外水平距离３米，地面以上３米、屋顶上方１米以内的

空间也应划为１１区。 

 　３．３．２．４　  集中设置在露天中的设备和装置，应视为一个整体， 其危险区域范围应根据扩散到空间的粉尘含量来确定。

  ３．３．２．４．１  １１区范围以装置群轮廓线以外水平距离３米， 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为界， 轮廓线以外水平距离１５

米和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应划分１１区。 

  ３．３．２．４．２  １１区的范围以装置群轮廓线以外水平距离３米， 垂直高度３米以内的空间为界。 

  ３．３．２．５   易燃纤维危险场所区域范围暂按粉尘危险场所区域范围的划分法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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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与爆炸危险区域相邻场所的等级划分 

  ３．４．１   与爆炸危险区域用有门的隔墙隔开时相邻场所等级的划分 

  与爆炸危险区域相邻厂房之间的隔墙应是密实坚固的非燃性实体， 隔墙上的门应是坚固的非燃性材料制成，且有密封措施和自动

关闭装置， 其相邻厂房等级划分见表３。 

 

  表３     与爆炸危险区域相邻场所的等级划分表 

───────┬────────────────────┬──────── 

危险区域等级 │用有门的墙隔开相邻场所等级              │ 

              ├─────────┬──────────┤ 

       │ 一道有门隔墙  │  两道有门隔墙  │ 附  注 

       │         │ （通过走廊或套间）│ 

──┬────┼─────────┼──────────┼──────── 

气体│ ０区  │                  │   １   区    │两道隔墙门框 

  ├────┼─────────┼──────────┤之间的净距离 

  │ １区 │  ２  区     │                    │不应小于２米 

  ├────┼─────────┤  非危险场所   │ 

  │ ２区  │  非危险场所      │                    │ 

──┼────┼─────────┼──────────┤ 

    │ １０区 │                  │ １１   区          │ 

粉尘├────┼─────────┼──────────┤ 

    │ １１区 │  非危险场所      │ 非危险场所         │ 

──┴────┴─────────┴──────────┴───────── 

  ３．４．２  与爆炸危险区域相邻地下场所的危险区域等级划分 

  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如送风系统的配置能使地下场所的风压高于危险场所的气压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使爆炸性混合物不能侵

入和积聚时，按表３划定。 

 　３．４．３　不能保证地下场所的风压高于危险场所时， 地下场所的危险等级应比相邻的危险场所高一级。 

  机械委和轻工、 煤炭等部可按照本规程规定的危险场所等级定义和划分原则自行规定。 

 

第二篇  电气防爆安全技术与管理 

 

４  爆炸危险场所用防爆电气设备 

  ４．１  一般规定 

  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防爆电气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必须具备不引燃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的性能。 

  ４．１．１  满足上述要求的电气设备可制成隔爆型、增安型、本质安全型、 正压型、充油型、充砂型、无火花型、防爆特殊型

和粉尘防爆型等类型。 

  ４．１．２  爆炸危险场所用的防爆电气设备， 须经劳动人事部指定的鉴定单位检验合格后，方准生产和使用。在确定授权

前， 暂仍维持目前的几个检验单位进行鉴定。 

  ４．１．３  各种防爆类型的电气设备， 应设置标明防爆检验合格证号和防爆类型、等级的铭牌，在设备的明显处应有防爆检验

标志和防爆类型与等级的永久性标志。 

  ４．１．４  防爆电气设备的分类、分级、分组与爆炸性物质的分类、分级、 分组方法相同，其等级参数及符号亦相同。 

    注：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及关联设备还可根据故障条件，细分为ｉａ和ｉｂ两级。 

  ４．１．５  防爆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 

  最高表面温度对隔爆型是指外壳表面， 对其余各防爆类型是指可能与爆炸性混合物接触的表面。 

  Ⅰ类电气设备采取措施能防止煤粉堆积时，最高表面温度不得超过４５０℃， 有煤粉沉积时最高表面温度不得超过１５０℃。 

  Ⅱ类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不得超过表４的规定  。 

  Ⅲ类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不得超过表５的规定。 

  ４．２  各种防爆类型电气设备的基本要求 

  ４．２．１  隔爆型电气设备（ｄ） 

  具有隔爆外壳的电气设备， 是指把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部件封闭在一个外壳内，该外壳能承受内部爆炸性混合物的爆炸压力并

阻止向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传爆的电气设备。 

  ４．２．２  增安型电气设备（ｅ） 

  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火花或危险温度， 并在结构上采取措施，提高其安全程度，以避免在正常和规定

过载条件下出现点燃现象的电气设备。 

 

          表４     Ⅱ类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表 

   ─────────┬─────────────────── 

      组 别   │    最高表面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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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１     │       ４５０ 

   ─────────┼─────────────────── 

     Ｔ２     │       ３００ 

   ─────────┼─────────────────── 

     Ｔ３     │       ２００ 

   ─────────┼─────────────────── 

     Ｔ４     │       １３５ 

   ─────────┼─────────────────── 

     Ｔ５     │       １００ 

   ─────────┼─────────────────── 

     Ｔ６     │        ８５ 

   ─────────┴──────────────────── 

  注：当Ⅱ类电气设备用于有可燃性粉尘的场所， 致其表面有沉积粉尘的情况时，其允许的最高表面温度应按粉尘堆积情况下的表

面引燃温度计算。 

 

  表５         Ⅲ类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表 

─────┬─────────────────────────────── 

         │      电气设备表面或零部件温度极限值 

     ├───────────────┬─────────────── 

组 别  │  无过负荷可能的设备    │  有过负荷可能的设备 

         ├───────┬───────┼───────┬─────── 

     │极限温度（℃）│极限温升（℃）│极限温度（℃）│极限温升(℃) 

─────┼───────┼───────┼───────┼─────── 

Ｔ１１  │ ２１５   │ １７５   │  １９０  │１５０ 

─────┼───────┼───────┼───────┼─────── 

Ｔ１２  │ １６０   │ １２０   │  １４０  │１００ 

─────┼───────┼───────┼───────┼─────── 

Ｔ１３  │ １１０   │  ７０   │  １００  │ ６０ 

─────┴───────┴───────┴───────┴─────── 

 

  注：极限温升是指环境温度为４０℃时的温度。 有过负荷可能的设备是指电动机和动力变压器。 

  ４．２．３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ｉ） 

  在正常运行或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所产生的火花或热效应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４．２．４  正压型电气设备（ｐ） 

  具有保护外壳，且壳内充有保护气体， 其压力保持高于周围爆炸性混合物气体的压力，以避免外部爆炸性混合物进入外壳内部的

电气设备。 

  ４．２．５  充油型电气设备（ｏ） 

  全部或某些带电部件浸在油中使之不能点燃油面以上或外壳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４．２．６  充砂型电气设备（ｑ） 

  外壳内充填细颗粒材料，以便在规定使用条件下，外壳内产生的电弧、火焰传播，壳壁或颗粒材料表面的过热温度均不能够点燃周

围的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４．２．７  无火花型电气设备（ｎ）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产生电弧或火花， 也不产生能够点燃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的高温表面或灼热点，且一般不会发生有点燃作用的

故障的电气设备。 

  ４．２．８  防爆特殊型（ｓ） 

  电气设备或部件采用ＧＢ３８３６－８３未包括的防爆型式时， 由主管部门制订暂行规定。送劳动人事部备案，并经指定的鉴定

单位检验后，按特殊电气设备“0”型处置。 

  ４．２．９  粉尘防爆型 

  为防止爆炸粉尘进入设备内部，外壳的接合面应紧固严密，并须加密封垫圈， 转动轴与轴孔间要加防尘密封。 

  粉尘沉积有增温引燃作用，要求设备的外壳表面光滑、无裂缝、 无凹坑或沟槽，并具有足够的强度。 

  ４．３  防爆电气设备的制造 

  各种防爆类型电气设备必须按本规程的基本要求和《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国家标准ＧＢ３８３６－８３（包括各分册）的

规定制造。 

  ４．４  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 

  ４．４．１  选型原则 

  ４．４．１．１  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原则是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４·４．１． ２　防爆电气设备应根据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爆炸危险物质的类别、级别、组别选型（参见４．１．４和表１）。

  ４．４．１．３   在０级区域只准许选用ｉａ级本质安全型设备和其他特别为０级区域设计的电气设备（特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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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２  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方法 

  ４．４．２．１  气体爆炸危险场所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按表６进行。  

 

  表６     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防爆类型选型表 

──────┬────────────────────────────── 

爆炸危险区域│     适  用  的  防  护  型  式           

      ├───────────────────────┬────── 

      │      电  气  设  备  类  型      │ 符    号 

──────┼───────────────────────┼────── 

      │  １．本质安全型（ｉａ级）         │  ｉａ 

         ├───────────────────────┼────── 

０区    │  ２．其他特别为０区设计的电气设备（特殊型）│   s 

──────┼───────────────────────┼────── 

      │  １．适用于０区的防护类型                  │ 

      │  ２．隔爆型                │   ａ 

１区    │  ３．增安型                │   ｅ 

      │  ４．本质安全型（ｉｂ级）         │  ｉｂ 

      │  ５．充油型                │   ｏ 

      │  ６．正压型                │   ｐ 

      │  ７．充砂型                │   ｑ 

      │  ８．其他特别为１区设计的电气设备（特殊型）│   s 

──────┼───────────────────────┼─────── 

      │  １．适用于０区或１区的防护类型            │ 

 ２区   │  ２．无火花型               │   ｎ 

──────┴───────────────────────┴─────── 

  ４．４．２．２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目前尚无定型产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暂由各主管部门自行选

定。 

  ４．４．２．３  煤矿井下和火炸药工厂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 

  机械委和轻工、 煤炭等部可参照本规程，并根据火炸药和烟花爆竹的特性，确定电气设备的选型。 

 

５  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线路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电气线路应敷设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区域或距离释放源较远的位置。应避开易受机械损伤、振动、腐蚀、粉尘积

聚以及有危险温度的场所。 如不可能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满足这些场所的安全要求。 

  ５．１．２  爆炸危险场所的配线方式按表７选定。 

 

     表７    爆炸危险场所的配配线方式 

──────────────────┬─────────────── 

  配    线    方    式      │ 爆    炸    危    险    区 

                                  ├──┬─┬─┬──┬───── 

                  │ ０│１│２│１０│１１ 

──────────────────┼──┼─┼─┼──┼─────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  │ ○│○│○│ ○│ ○ 

──────────────────┼──┼─┼─┼──┼───── 

  低压镀锌钢管配线工程      │ ×│○│○│ ×│ ○ 

─────────┬────────┼──┼─┼─┼──┼───── 

  电 缆 工 程│低  压  电  缆 │ ×│○│○│ ×│ ○ 

                ├────────┼──┼─┼─┼──┼───── 

         │高  压  电  缆 │ ×│△│○│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尽量避免；×表示不适用。 

  　５．１．３　   电缆线路除按爆炸危险场所的危险程度和防爆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电流选用电缆外，还应根据使用环境的情

况，选用具有相应的耐热性能、 绝缘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的电缆。 

 　５．１．４　  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低压电缆和绝缘导线， 其额定电压不应低于线路的额定电压，且不得低于５００伏（通讯电

缆除外）。 零线绝缘的额定电压应与相线相同，并应在同一护套或钢管内。 

 　５．１．５　电缆和绝缘导线的线芯截面须较非爆炸危险场所用的留有适当的余量。 

　  ５．１．６　有剧烈振动地方的用电设备的线路， 应采用铜芯绝缘软导线或铜芯多股电缆。 

　  ５．１．７　固定敷设的低压电缆或绝缘导线，其铜、 铝线芯最小截面应符合表８的规定（本质安全电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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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铜 铝 线 芯 最 小 允 许 截 面 表 

──────┬────────────────────────────── 

            │       线芯最小截面（ｍｍ[2]） 

            ├─────────────────┬──────────── 

爆炸危险区域│     铜           │    铝 

            ├────┬───┬───┬────┼───┬───┬──── 

      │ 电力 │控制 │照明 │通讯  │电力 │控制 │照明 

──────┼────┼───┼───┼────┼───┼───┼──── 

            │        │      │      │        │      │      │ 

１     │ ２．５│１.５ │１．５│０．２８│×  │×  │ × 

──────┼────┼───┼───┼────┼───┼───┼──── 

２     │ １．５│１．５│１．５│０．１９│４．０│×  │（２．５） 

──────┼────┼───┼───┼────┼───┼───┼──── 

１１    │ ２．５│１．５│１．５│０．２８│×   │×  │ × 

──────┴────┴───┴───┴────┴───┴───┴──── 

    注:①×不适用，（）不推荐使用； 

  ②控制线路包括仪表和信号线路； 

  ③４平方毫米铝导线应为多股线（无多股线时，可采用６平方毫米单芯铝线）； 

  ④煤矿井下用的电力线最小截面应不小于４平方毫米的铜芯线， 通讯电缆线芯最 

    小截面应不小于０．５平方毫米的铜芯线。 

 　５．１．８　   移动式电气设备的线路应使用的橡套电缆型号和主线芯最小截面应符合表９的规定。 

 

    表９     电缆型号和主线芯最小允许截面表 

────────┬───────────┬────────────── 

  爆炸危险区域│ 橡套电缆型号    │主线芯最小截面（平方毫米） 

────────┼───────────┼────────────── 

  １     │ ＹＣ、ＹＣＷ（重型）│  ２．５ 

────────┼───────────┼────────────── 

  ２     │ ＹＣ、ＹＣＷ（重型）│  ２．５ 

────────┼───────────┼────────────── 

  １１    │ ＹＣ、ＹＣＷ（重型）│  ２．５ 

────────┴───────────┴────────────── 

  注：Ｗ为户外型 

 　５．１．９　  爆炸危险场所电气线路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５．１．９．１　  电气线路在爆炸危险场所中一般不应有中间接头， 在特殊情况下，线路须设中间接头时，必须在相应的防爆

接线盒（分线盒）内连接和分路。 

 　５．１．９．２　  电气线路使用的连接件，如接线盒、分线盒、接头、 隔离密封盒、挠性连接管等，１区范围内可用隔爆型、

增安型。２区范围内可用增安型。11区范围内可用隔爆型、增安型。 

 　５．１．９．３　  钢管配线在下列部位，应装设挠性连接管： 

  ①电机的进线口； 

  ②钢管与电气设备直接连接有困难处； 

  ③管路通过建筑物的伸缩缝、沉降缝处。 

　 ５．１．９．４　  多股铝芯绝缘导线、电缆芯线的相互间的连接， 芯线与接线端子的连接，均宜采用压接的方法，与电气设备

连接的接线端子宜采用铜铝过渡接头。 

 　５．１．９．５　  电气配线与防爆电气设备引入装置的连接方式按表１０选定。 

 　５．１．１０　  架空线路（包括电力线路和通讯线路）严禁跨越爆炸危险场所，当架空线路与爆炸危险场所邻近时， 架空线路

与爆炸危险场所边界的距离不应小于杆塔高度的１．５倍。 

 　５．１．１１　  电气线路应根据需要设有相应的保护装置， 以便在发生过载、短路、漏电、接地、断线等情况下自动报警或切

断电源。 

 

  表１０    电气配线与防爆电气设备的连接方式 

────────┬──────┬─────────────────┬─── 

  外部    │      │ 电    缆   工   程             │ 

        配线    │            ├───────┬────┬────┤ 

引入 密封   │钢管配线工程│       │     │     │移动式 

 装置 方式  │       │橡胶、 塑料   │铅包电缆│铠装电缆│电缆 

    方式        │            │护套电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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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盘│密封圈式  │    ○   │    ○   │  ○  │  ○  │ ○  

式压│          │            │              │        │        │ 

紧螺│          │            │              │        │        │ 

母式│          │            │              │        │        │ 

──┼─────┼──────┼───────┼────┼────┼─── 

压盘│浇封式  │      │       ○  │ ○  │  ○  │    

式  │          │            │              │        │        │ 

──┴─────┴──────┴───────┴────┴────┴─── 

   注：①浇封式的引入装置为有放置电缆头空腔的装置； 

    ②移动式电缆须采用有喇叭口的引入装置； 

    ③除移动式电缆和铠装电缆外， 引入口均须用带有螺纹的保护钢管与引入装置的螺母相连接。 

  ５．２  钢管配线工程 

  ５．２．１  爆炸危险场所不准明敷绝缘导线，必须采用钢管配线工程。 

　 ５．２．２　爆炸危险场所钢管配线工程应使用镀锌钢管。也可用经过清除管道内壁上的毛刺和管道内外壁进行防腐处理的水、煤

气钢管（敷于混凝土中的钢管除外）。 

 　５．２．３　  配管方法 

　 ５．２．３．１　  钢管之间、钢管与钢管附件、 钢管与电气设备引入装置的连接，应采用螺纹连接，其有效啮合扣数应不少于

６扣， １区及１１区范围内并用防松螺帽牢固地拧紧。为防止腐蚀性气体、粉尘或潮气的侵入锈蚀， 在螺纹部分并涂以不干性防锈

油。 

 　５．２．３．２　  镀锌钢管的连接处除设计有特殊规定外， 一般可不设置金属跨接线。 

 　５．２．４　  钢管配线的隔离密封 

  钢管配线必须在下列场合装设不同型式的隔离密封盒， 盒内填充非燃性密封混合填料，以隔绝管路。 

 　５．２．４．１　  管路通过与其它场所相邻的隔墙时， 应在隔墙任一侧装设横向式隔离密封盒且应将管道穿墙处的孔洞堵塞严

密。 

 　５．２．４．２　  管道通过楼板或地坪引入相邻场所时， 应在楼板或地坪的上方装设纵向式密封盒，并将楼板或地坪的穿孔洞

堵塞严密。 

 　５．２．４．３　  当管径大于５０毫米，管路长度超过１５米时， 每１５米左右应在适当地点装设一个隔离密封盒。 

 　５．２．４．４　  易积聚冷凝水的管路应装设排水式隔离密封盒。 

　 ５．３　  电缆工程 

　 ５．３．１　  电缆的选用 

　 ５．３．１．１　  按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和防爆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 电流选用橡胶、塑料护套电缆或金属铠装电缆，高压配

线必须采用电缆工程。 

  用隔爆密封式将电缆引进接线盒时，电缆断面应为圆形， 且护套表面不应有凹凸等缺陷。 

  ５．３．１．２ 固定敷设的电缆应采用铠装铅包油浸纸绝缘电缆、 铠装聚氯乙烯绝缘电缆或不燃性橡胶电缆等。 

  ５．３．１．３ 煤矿井下严禁采用铝芯动力电缆。 

  ５．３．１．４ 煤矿井下移动式和手持式电气设备应使用不燃性橡胶电缆； １１４０伏电气设备使用的电缆必须选用带有分相

屏蔽的橡胶电缘电缆； ６６０伏或３８０伏电气设备，有条件时也应选用带有分相屏蔽的橡胶绝缘电缆。 

 　５．３．１．５　  固定敷设的照明、通讯、 信号和控制用电缆应用铠装电缆、塑料护套电缆，非固定敷设的电缆应用橡胶护套

电缆。 

 　５．３．１．６　  固定敷设的高压电缆， 在水平巷道或倾斜４５度以下的巷道内敷设时都应用铠装电缆，并须防止铠装的松散

和腐蚀， 倾斜４５度以上或垂直的巷道内敷设的电缆，都应用两层圆钢丝铠装不滴流式电缆或塑料电缆。 

　 ５．３．２　  电缆的敷设方法 

　 ５．３．２．１　  非铠装电缆明敷时（煤矿井下除外）， 应选用钢管或钢板制的电缆槽（电缆托盘）加以保护或在电缆沟内敷

设。 

  钢带铠装电缆明敷在不容易受到外伤的场所，也可不加防护措施。 

 　５．３．２．２　  电缆暗敷时， 如电缆敷设在混凝土地坪下或设备的混凝土基础中，必须采用钢管保护。保护管的内径应不小

于电缆外径的１．５倍；如保护管短，弯曲半径大，无碍穿电缆时，可小于此值。如电缆敷设在土壤中， 必须采用带有保护层的铠装

电缆。 

 　５．３．２．３　  敷设电缆时，电力电缆与通讯、信号电缆，高压电缆与低压、控制电缆应分开敷设。煤矿井筒和巷道内的通讯

和信号电缆， 应敷设在电力电缆的对面，如为条件所限，在井筒内也可同侧敷设，但应距电力电缆不小于３００毫米， 在巷道中可敷

设在电力电缆的上方，应距电力电缆不小于１００毫米。 

 　５．３．３　  电缆线路的隔离密封 

  危险区域之间或危险区域与非危险场所之间的电缆沟、钢管、 保护管和敷管时留下的孔洞，必须采取隔离密封措施。 

 　５．３．３．１　  在两级区域交界处的电缆沟内应采取充砂、 填阻火堵料或加设防火隔墙分隔并应采取相应的灭火措施。 

 　５．３．３．２　  保护管管口用不燃性填料进行密封。 

 　５．３．３．３　  管路通过与相邻区域共用的隔墙、楼板或地坪时， 应将穿过墙壁楼板或地坪时留下的孔洞堵塞严密。 

 　５．３．４　  电缆连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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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４．１　  电缆在防爆接线盒内连接时， 纸绝缘电缆的接线盒必须灌注绝缘充填物。橡胶电缆的连接（包括绝缘护套的

修补）， 须用热补或同热补有同等效能的冷补，热补或冷补后的橡胶电缆必须经浸水耐压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连接后的各种性能应

符合该型电缆的技术要求。 

 　５．３．４．２　  导电部分的连接应采用有防松措施的螺栓固定、压接、 钎焊或熔焊。 

 　５．３．４．３　  电缆与电气设备的连接按表１０进行。 

　 ５．３．４．４　  电缆与电气设备连接时， 应选用与电缆外径相适应的引入装置。 

 　５．３．４．５　  如选用的电气设备的引入装置与电缆外径不适应时， 可采用中间接头的过渡接线方式。电缆与过渡线的连

接， １区和２区应在隔爆型和增安型接线盒内连接或在非爆炸危险场所过渡连接。 

  ５．４  本安电路与本安关联电路的配线工程 

  ５．４．１  配线方法 

  本安电路与本安关联电路的配线工程除按５．２和５． ３条的配线规定进行外，还应遵守下列规定： 

  ５．４．１．１  本安电路的配线， 必须做到与非本安电路的配线间不应发生混触、静电感应及电磁感应。 本安关联电路与一般

电 路的配线间也必须做到不会发生上述危险。 

 　５．４．１．２　  本安电路或本安关联电路的配线， 应按钢管配线工程或电缆工程单独敷设。 两个及两个以上单元的本安电路

（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关联电路）不应共用同一电缆（电缆线芯分别屏蔽者除外）或钢管内（用屏蔽导线除外）。 

  ５．４．１．３  本安电路与关联电路和其它电路不得共用同一电缆或钢管。 

  ５．４．１．４  非铠装和无屏蔽层的电缆敷设时，应用镀锌管加以保护。 

  ５．４．２  电缆与导线的选用 

　 ５．４．２．１　   本安电路及本安关联电路的电缆和绝缘导线的芯线最小截面应不小于０．５平方毫米的铜绞线。 

  ５．４．２．２   本安电路及其外部配线用的电缆或绝缘导线的绝缘耐压强度应为２Ｕ１０（最低为５００伏）； 非本安电路及

其外部配线用的电缆或绝缘导线的耐压强度应为２Ｕ１２＋１０００伏（最低为１５００伏）。    

  注：Ｕ１０　为本安电路的额定电压； 

    Ｕ１２　为两个电路额定电压之和。 

  ５．４．３  外部配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 

　 ５．４．３．１　   本质安全型设备或与本质安全型设备相关联设备的配线连接应牢固可靠，并应有防松措施或自锁装置，接线

端子外露导电部分应穿绝缘保护套管。 

 　５．４．３．２　   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通过同一接线端子箱与电气设备的引线连接时，本安电路应有专用的端子板， 且两个

电路的端子板之间应装设绝缘隔板（或接地的金属板）或有不小于５０毫米的安全距离。 

 　５．４．３．３　  非本安电路的外部配线直接连接到本安关联设备时， 接线方式应符合５．４．３．１和５．４．３．２的规

定； 但与爆炸危险场所的本安关联设备连接时，应按规定选用相应的防爆接线盒，加以保护。 

 　５．４．４　  外部配线的相互连接与分路 

　 ５．４．４．１　  本安电路的外部配线， 原则上不得在爆炸危险场所相互连接或分路。 

 　５．４．４．２　  在特殊情况下，本安电路的外部配线须在１区、 ２区或１１区范围内进行连接或分路时，应按规定选用相应

的防爆接线盒或分线盒加以保护。 

 　５．４．５　  本安电路配线的识别 

  本安电路及本安关联电路配线中的电缆、 钢管、端子板应有蓝色的标志（或缠上蓝色胶带）。两个本安电路在一起时， 配线的端

部并应标明回路号以便识别。 

 　５．４．６　  本安电路及本安关联电路施工时，应将所有需要隔离密封的地方，按规定进行隔离密封。 

 　５．４．７　  非爆炸危险场所的仪表盘内配线 

 　５．４．７．１　 仪表盘的端子接线箱 

  仪表盘应设置连接外部配线和盘内配线用的专用接线箱， 该接线箱连接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的外部配线时，应符合５．４．

３．２的规定。 

 　５．４．７．２　  仪表盘内配线 

 　５．４．７．２．１　  本安电路、 本安关联电路的盘内配线应与其它电路分开束扎、固定或装设绝缘隔板加以分离。 

 　５．４．７．２．２　  仪表盘内的外部配线和盘内配线及仪表的连接应符合５．４．３．１的规定。 

 　５．４．８　  本安电路的接地 

　 ５．４．８．１　  本安电路原则上不得接地， 但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应按产品说明书和设计要求接地。 

 　５．４．８．２　  电缆屏蔽层仅许一处接地， 并应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内进行接地。 

 

６  接  地 

 　６．１　  电气线路的接地保护 

　 ６．１．１　  在低压中性点不接地电路中， 必须装设一相接地或漏电时能迅速动作的接地自动切断装置或接地自动报警装置。

 　６．１．２　  在低压中性点接地电路中， 必须装设单相接地时能迅速动作的接地自动切断装置。 

  ６．１．３　  在高压电路中， 必须装设单相接地时能立即动作的接地自动切断装置或绝缘监视装置。 

 　６．２　  非带电裸露金属部分的保护接地 

　 ６．２．１　   设置在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包括移动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机架、金属电线管及其配件、电缆保护

管、 电缆的金属护套等非带电裸露金属部分均应接地。 

 　６．２．２　  应该接地的部件与接地干线相连的接地线宜使用多股软绞线，其截面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的１／３，且其最小截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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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得小于４平方毫米，钢线不小于６平方毫米。易受机械损伤的部位应装设保护管。 

 　６．２．３　  在低压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 不带电的裸露金属部分除应分别单独接入接地干线外，禁止串联连接，还应与设备

附近的局部接地体相连。 

 　６．２．４　  在中性点接地的低压电路中， 保护接地干线应与中性点连接成一体。 

 　６．２．５　   在爆炸危险场所中接地干线（网）应在不同方向与接地体相连。连接处不得少于两处。 

 　６．２．６　  输送爆炸危险物质的金属管道，不得作为保护接地线用。 

 　６．２．７　  电气线路中的工作零线不得作为保护接地线用。 

 　６．２．８　  电气设备及灯具的专用接地或接零保护线应单独的与接地干线（网）相连接。 

 　６．３　  防雷的接地 

　 ６．３．１　  生产或贮存爆炸危险物质的建筑物、构筑物、露天装置、 贮罐和金属管道等，应采取防止直接雷击、 雷电感应和

雷电波侵入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爆炸的接地措施。 

 　６．３．２　  建筑物或构筑物内的金属物件（如设备、 管道等）均应作防止雷电感应和雷电波侵入的接地措施。 

 　６．３．３　   引入爆炸危险场所的电缆金属外皮应接地，电缆与架空线连连接处应设置适当的避雷器，并采取接地措施。 

  ６. ３. ４  引入爆炸危险场所的架空管线， 在入户处外必须接地或多点重复接地。  

  ６．４  防静电的接地 

  在爆炸危险场所中，凡生产、贮存、输送物料过程中有可能产生静电的管道、 送引风道设备均应接地。 

  ６．５  接地电阻值的规定： 

  矿井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２Ω； 

  工厂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１０Ω； 

  工厂的中性点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４Ω； 

  工矿的防雷保护接地，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１０Ω； 

  工矿的防静电保护接地，其接地电阻值一般不大于１００Ω。 

 

７  工程项目的设计、安装施工与竣工验收的安全要求 

  ７．１  一般规定 

  凡是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新建、扩建、改建和革新、挖潜的工程项目， 都须有电气防爆安全设施。这些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７．２  设计审查 

  工程项目由主管单位组织对初步设计审查时，有关电气防爆安全技术设施， 应有工矿企业所在地区的劳动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参

加。 

  对下列问题应予以认真审查： 

  ①爆炸危险区域等级的划分是否合适； 

  ②电气设备的选型和配置是否符合防爆技术要求； 

  ③电气线路的选定和走向是否符合防爆技术要求； 

  ④采取的防爆措施是否全面。 

  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工程设计。 

  ７．３  施工检查 

  工程项目安装施工时，对电气防爆安全技术设施、工程的质量， 除施工单位加强检查外，企业所在地区劳动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

进行抽查。 

  ７．４  交接检查 

  除应按一般电气工程中规定的检查项目进行检查外， 并应按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对施工现场的防爆电气设备、 线路作全面的交接

检查和对安装调试记录等技术文件作认真的审查，确认符合电气防爆技术要求后方可进行试车。 

  ７．５  试车要求 

  ７．５．１  防爆电气设备在试车时， 应按制订的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进行并做好试车记录。 

 　７．５．２　  在部分生产装置已经投产的爆炸危险场所内， 部分防爆电气设备进行送电试车前，必须检测设备周围及正压型电

气设备进风口的气体， 确认符合厂矿动火条件时，方准送电试车。 

 　７．５．３　  在进行单体试车、联动或生产试车的不同阶段， 除应按一般电气设备试车规定进行记录外，并应按本规程的有关

规定由有关人员作详细记录。 

  ７．６  竣工验收 

  工程竣工交接验收时， 施工单位除应按一般通用电气安装规程的规定提交的有关安装试验记录、文件外，还应提交下列技术资

料： 

  ７．６．１  经过拆卸检修的隔爆型电气设备的隔爆面检测记录、 隔爆密封盒安装记录（包括密封材料的型号、配比和浇灌时

间）。 

  ７．６．２  提交正压型电器设备的出口风压、 出口气体温度和微压继电器动作的测试记录；防爆电气设备运行时的温度测量记

录；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电源变压器的耐压试验记录；保护接地与接零、 防雷和防静电保护接地的接地阻值的测量记录及继电保护调

试记录等。 

  ７．６．３  在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时， 电气防爆安全技术方面，应有所在地区劳动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的人

员参加，并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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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防爆电气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防爆电气设备应由经过培训考核合格人员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 

  ８．１．２  防爆电气设备应按制造厂规定的使用技术条件运行。 

  ８．１．３  设备上的保护、闭锁、监视、指示装置等不得任意拆除， 应保持其完整、灵敏和可靠性。 

 　８．１．４　  在爆炸危险场所维护检查设备时，严禁解除保护、 联锁和信号装置；故障停电后未查清原因前禁止强送电； 严禁

带电对接电线（明火对接）和使用能产生冲击火花的工、器具。清理具有易燃易爆物质的设备的内部必须切断电源， 并挂警告牌；向

具有易燃易爆物质的设备内部送电前， 必须检测内部及环境的爆炸性混合物的浓度，确认安全后方准送电。 

  ８．１．５  新设备在安装前宜解体检查，符合规定要求后方可投入运行。 

　 ８．１．６　  防爆电气设备的运行维护检查，分日常运行维护检查、 专业维护检查和安全技术检查三种。工矿企业应根据生产

环境的特点、设备状态、 介质泄漏和腐蚀、机械磨损等情况，自行规定其检查周期、检查项目和要求。 

  ８．２   日常运行维护检查 

  设备的运行操作人员，必须按照各类防爆电气设备的技术要求， 做好日常检查工作，主要的设备要填写岗位运行记录或检查记

录。 

  日常运行维护检查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８．２．１　  防爆电气设备应保持其外壳及环境的清洁， 清除有碍设备安全运行的杂物和易燃物品，应指定化验分析人员经常

检测设备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的浓度。 

 　８．２．２　  设备运行时应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 检查外壳表面温度不得超过产品规定的最高温度和温升的规定。 

 　８．２．３　  设备运行时不应受外力损伤，应无倾斜和部件摩擦现象。 声音应正常，振动值不得超过规定。 

 　８．２．４　  运行中的电机应检查轴承部位，须保持清洁和规定的油量， 检查轴承表面的温度，不得超过规定。 

  ８．２．５  检查外壳各部位固定螺栓和弹簧垫圈是否齐全紧固，不得松动。 

　 ８．２．６　  检查设备的外壳应无裂纹和有损防爆性能的机械变形现象。 电缆进线装置应密封可靠。不使用的线孔，应用厚度

不小于２毫米的钢板密封。 

  ８．２．７  检查充入正压型电气设备内部的气体， 是否含有爆炸性物质或其它有害物质，气量、气压应符合规定，气流中不得

含有火花，出气口气温不得超过规定，微压（压力）继电器应齐全完整，动作灵敏。 

  ８．２．８  检查充油型电气设备的油位应保持在油标线位置， 油量不足时应及时补充，油温不得超过规定， 同时应检查排气装

置有无阻塞情况和油箱有无渗油漏油现象。 

  ８．２．９  设备上的各种保护、联锁、检测、报警、接地等装置应齐全完整。 

 　８．２．１０　   检查防爆照明灯具是否按规定保持其防爆结构及保护罩的完整性。检查灯具表面温度不得超过产品规定值。 

  ８．２．１１  在爆炸危险场所除产品规定允许频繁起动的电机外， 其它各类防爆电机，不允许频繁起动。 

 　８．２．１２　  正压型防爆电气设备，起动前均须先行通风或充气。 当通风或充气的总量达到外壳和管道内部空间总容积的５

倍以上时，才准许送电起动。 正压型防爆电气设备停用后，应延时停止送风。 

 　８．２．１３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下列情况时， 操作人员可采取紧急措施并停机，通知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和处理。 

  ８．２．１３．１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时或确认断相运行状态； 

  ８．２．１３．２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时； 

  ８．２．１３．３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摩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８．２．１３．４  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 

  ８．２．１４　   设备运行操作人员对日常运行维护和日常检查中发现的异常现象可以处理的应及时处理， 不能处理的应通知电

气维修人员处理并将发生的问题或事故，均应在设备运行记录上进行登记。 

  ８．３  专业维护检查 

  专业维护检查应由电气专责维护人员进行， 检查维护项目除日常运行维护检查项目外，还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８．３．１  更换照明灯泡、熔断器和本安型设备的电源电池， 都必须符合设计规定的规格型号，不得随便变更； 

  ８．３．２  清理控制设备的内外灰尘，进行除锈防腐； 

  ８．３．３  检查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完好状况； 

  ８．３．４  检查接地线的可靠性及电缆、接线盒等完好状况； 

  ８．３．５   停电检查电器内部动作机件是否有超过规定的磨损情况以及接线端子是否牢固可靠； 

  ８．３．６  检查各种类型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结构参数及本安电路参数； 

　 ８．３．７　检查控制、 检测仪表和电讯等设备和保护装置是否符合防爆安全要求和是否齐全完好、灵敏可靠、有无其他缺陷；

  ８．３．８  检查设备运行记录或缺陷记录上提出的问题， 能及时处理的应及时处理，消除隐患。不能处理的应及时上报。 

  ８．４  安全技术检查 

  工矿企业主管安全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的专业技术人员， 按照各分工管理范围，进行定期的电气防爆安全技术专业检查。除日常

维护和专业维护检查的项目外， 还应检查下列项目： 

  ８．４．１  检查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运行操作、化验分析、电气、仪表、 通讯、设备维修等有关人员，是否熟知电气防爆安全技

术的基本知识； 

  ８．４．２  检查防爆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操作、 维修的规程制度是否齐全及执行情况； 

  ８．４．３  依据本规程的技术要求，检查爆炸危险场所存在哪些问题； 

 　８．４．４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 上报工矿企业主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列入生产措施计划，并检查落实措施计划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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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 

 

９  防爆电气设备的检修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防爆电气设备的检修应由工矿企业指定专业修理单位负责检修。 

　 ９．１．２  防爆电气设备的检修和检验人员， 应进行防爆电气设备修理知识的培训，经考核合格的方可承担检修和检验工作。

 　９．１．３　防爆电气设备大、中修后， 由检修人员填写检修记录并须经防爆专业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检验，签发合格证后方可交

付使用。 

 　９．１．４　在爆炸危险场所中禁止带电检修电气设备和线路（本安线路除外），禁止约时停、送电。并应在断电处挂上“有人工
作，禁止合闸”的警告牌。 

 　９．１．５　隔爆外壳的检修应按国家现行技术规定进行。 检修时不得对外壳结构，主要零部件使用的材质及尺寸进行修改更

换。必须修改更换时， 应在保证设备原有安全性能的情况下，取得对该产品原鉴定检验单位同意后方可改动。 

  ９．１．６  在爆炸危险场所需动火检修防爆电气设备和线路时， 必须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９．１．７　防爆电气设备的检修分小修、中修、大修三种， 工矿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其检修周期，检修项目和检验标

准。 

  ９．２  小修 

  小修除进行上述日常运行维护和电气维护检查的项目外，还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９．２．１  清除设备壳内外灰尘、污垢； 

  ９．２．２  更换或修理易损耗的零部件和紧固件； 

  ９．２．３  修理或调整设备的操作机构和闭锁装置； 

  ９．２．４  清理隔爆面、除锈，涂敷薄层防锈油脂，并检验隔爆面完好程度； 

  ９．２．５  测量隔爆面间隙，检查外壳完好情况; 

  ９．２．６  测试绝缘电阻和检验电气系统； 

  ９．２．７  修理或更换电气系统个别零部件； 

  ９．２．８  充油设备取油样，做化学分析和电气绝缘强度试验； 

  ９．２．９  检查设备各接线部位有无松动和其它缺陷，并进行修理。 

  ９．３  中修 

  中修除进行小修项目外，还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９．３．１  设备解体检查，彻底清扫； 

  ９．３．２  处理外壳由于受外力损伤而发生的局部变形； 

  ９．３．３  全面检验电气、机械结构,修理或更换其零部件； 

  ９．３．４  修理隔爆面，进行除锈并测量隔爆间隙； 

  ９．３．５  加强和处理电动机、变压器的绕组绝缘； 

  ９．３．６  根据需要改变电机、变压器内部接线方式； 

  ９．３．７  校检、整定继电器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仪表的准确性； 

  ９．３．８  按规定进行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试验； 

  ９．３．９  外壳空腔器壁涂耐弧漆，壳外表面涂防锈漆。 

  ９．４  大修 

  大修除进行中修项目外，还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９．４．１  外壳隔爆件的更换和修理，进行必要的水压试验； 

  ９．４．２  进行电机端盖止口镶套、更换端盖以及转子轴镶套、焊补等修理； 

  ９．４．３  更换磁力起动器或馈电开关的底板、芯架及其配线； 

  ９．４．４  重绕电机、变压器的绕组； 

  ９．４．５  调整试验各种继电器保护装置的特性； 

  ９．４．６  按规定进行电气设备和线路的绝缘强度试验和检测、控制、 保护装置的调整试验； 

  ９．４．７  更换局部范围内的电缆线路、钢管配线； 

  ９．４．８  进行电缆线路、钢管配线固定部件更新和进行外皮的除锈刷油。 

  ９．５  建立设备档案 

  新、老企业均应建立防爆电气设备档案。从设备安装、试车、运行、检修、 缺陷处理、事故修复、革新改造，直到设备的防爆降

级、报废， 应将各个不同时期的各种技术数据，收集齐全，整理归档，以便查阅。 

 

１０  电气设备防爆性能的失效和降级 

   １０．１  确定防爆性能降级的原则 

  防爆电气设备因外力损伤、大气锈蚀、化学腐蚀、机械磨损、 自然老化等原因导致防爆性能下降或失效时，应予修理。经过检修

不能恢复原有等级的防爆性能， 可根据设备实际技术性能，按以下原则处理：①降低防爆等级使用； ②降为非防爆电气设备使用。 

  １０．２  确定防爆性能降级的处理办法 

　 １０．２．１　  批准防爆性能降级使用的防爆电气设备， 须除去原有防爆等级标志，更换相应的防爆等级标志，并从使用部位

上拆除， 此外还应将其批准降级使用的文件、防爆性能的测试记录等资料一并存入设备档案，并随设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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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２  批准降为非防爆的电气设备，应即除去防爆标志， 不得在爆炸危险区域使用。其批准文件、防爆性能的测试记录

等资料应一并存入设备档案， 并随设备转移。 

 

１１  培训考核与监督检查 

  １１．１  培训考核 

 　１１．１．１　  工矿企业、 事业单位的主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和本单位的安全管理部门，应组织与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有关的

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 进行本规程的安全技术与管理的基本知识教育。 

 　１１．１．２　  工矿企业、 事业单位的职工教育部门应将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技术与管理列为有关职工培训的内容，并分期

分批进行培训和考核， 考核成绩记入安全作业证。 

  １１．２  监督检查 

　 １１．２．１　  工矿企业、 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必须重视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安全，并负责贯彻与认真执行本规程的各项规

定。 

 　１１．２．２　  本规程的贯彻与执行，必须依靠工矿企业、 事业单位的广大职工和安全管理人员的严格监督与认真检查。 

 　１１．２．３　  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对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安全， 每年应组织进行一次专业检查。检查出来的问题，凡能解决

的应立即处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处理。 

 　１１．２．４　  各级企业、事业主管部门负责贯彻执行本规程， 也应定期组织检查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对本规程的贯彻执行情

况，并进行监督。 

    １１．３  各级劳动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应对本规程的贯彻实施实行国家监督。 

 

１２  附  则 

  凡新建、扩建、改建、革新改造及大修理的工程项目， 均应执行本规程的各项规定。 

    对基本建设的在建项目和已投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造成有些爆炸危险场所的划分标准、电气设备及线路的

选型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 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尽快达到本规程的要求。 并将为达到本规程要求的改进措施上报主管部门，同时抄报同

级劳动部门备案。 

  本规程的场所划分方法与过去的设计规范的规定不同， 其划分界限的大致对比关系见表１１。 

 

  表１１     爆炸危险场所分级对比关系 

───────────┬──────┬────┬────┬────── 

  本规程及ＩＥＣ   │   ０ 区│ １  区│ ２  区│ 非危险区 

───────────┼──────┼────┼────┼────── 

  建委、水电部等规范│   Ｑ１级│ Ｑ２级│ Ｑ３级│ 非危险区 

───────────┴──────┴────┴────┴────── 

 

附录Ａ： 

 

  关于爆炸危险场所内区域等级的判断方法。 

  Ａ．１  爆炸危险场所内区域等级的判断原则。 

  Ａ．１．１  爆炸性物质的物理特性。 

  首先查清爆炸性物质的爆炸上、下限的极限值、引燃温度、闪点、 粒度和比重等物理特性。 

  Ａ．１．１．１  爆炸下限值是划分等级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正常情况下混合物的浓度有可能达到爆炸下限值时，划分１区。对

于存在时间较长以及频繁出现者， 则可划为０区。对于爆炸上限以上的混合物，由于遇到与空气混合时，仍具有爆炸性质，因此，这

种场合也划为０区。 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有可能达到爆炸下限浓度者划为２区。 

  Ａ．１．１．２  同一场所存在两种以上爆炸性物质时， 须研究其混合物是否具有爆炸危险性的叠加效应。 叠加效应直接影响爆

炸性混合物的爆炸极限范围的扩大，而使爆炸下限值降低，爆炸上限值提高而增加了危险性， 这种场合必须按最低的爆炸下限值确

定。 

    注：叠加效应是指两种以上爆炸性物质混合后，能形成爆炸危险性更高的混合物。 

    这种混合物的爆炸下限值比它们各自的爆炸混合物的下限值均低。 例如甲烷 

    和煤尘与空气的混合物产生的叠加效应，根据实验得出如下爆炸下限值： 

 

──────┬───┬───────────────────────── 

爆炸性物质 │   │    两种爆炸性物质混合时的爆炸下限 

──────┼───┼───┬─────┬────┬────┬───── 

悬浮煤尘    │0    │10．3 │  17．4   │  27．9 │  37．5 │47．8 

(克／米[3]) │      │      │          │        │        │ 

──────┼───┼───┼─────┼────┼────┼───── 

甲烷(％体积)│4．85 │3 ．7 │  3.0     │  1．7  │  0．6  │  0 

──────┴───┴───┴─────┴────┴────┴───── 

  Ａ．１．１．３　  闪点、粒度、比重等都直接影响场所的划分。 引燃温度是确定场所引燃温度组别的依据。 同时也必须考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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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流程中可能产生的最高温度进行综合划分。 

 　Ａ．１．２　  释放源的状态。 

　 Ａ．１．２．１　  查清在正常情况下释放源可能出现的具体部位， 以及可能发生的释放量、释放速度、释放方向、释放时

间、 释放规律和频度并研究其所在空间可能分布的范围。 

 　Ａ．１．２．２　  根据释放源所在区域的环境条件和安全技术措施， 综合研究爆炸性混合物可能出现的频度、出现时间和存在

时间的长短及其范围。 

 　Ａ．１．３　  比重对爆炸性物质的影响。 

  爆炸性物质的比重对其爆炸性混合物的出现和存在具有很大差异， 比空气轻的物质，具有扩散性，比空气重的物质，具有沉积

性。 

 　Ａ．１．４　  通风的状态。 

  对于粉尘和纤维沉积的场所，如果存在悬浮可能时，应视为释放源。 

　 Ａ．１．４．１　  确定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和范围时， 通风的好坏对爆炸危险物质的扩散和排出是个重要因素。对于通风良好

的爆炸危险场所，原则上可降低一级，并可大大缩小其影响范围。 对于爆炸性粉尘（纤维）的场所要注意到排出的危险性，粉尘（纤

维）应排放到不危害其它场所的安全区域或收集在袋内等容器中， 否则应考虑到是否有重新卷扬起来的危险。 

 　Ａ．１．４．２　  露天或开敞式建筑物可视为具有通风良好的场所。 

 　Ａ．１．４．３　  半开敞式建筑物能充分进行自然通风的场所， 可视为具有通风良好的场所。 

 　Ａ．１．４．４　  屋顶设有天窗的厂房内，爆炸性物质的比重在０．７以下者，可视为通风良好场所。 

 　Ａ．１．４．５　  厂房内具有机械通风条件者，整个厂房内能充分通风换气时，可视为通风良好的场所。 

 　Ａ．１．５　  设备、装置的结构和配置情况。 

　 Ａ．１．５．１　   容器结构强度若能具备爆炸性物质所要求的安全性能并且也无打开的条件，可不视为释放源。 

 　Ａ．１．５．２　  不装阀门、接头、仪表等的管道设备，可不视为释放源。 

　 Ａ．１．５．３　  在２区内，如有洼坑、沟槽等易存积爆炸性物质的部位， 应视为１区。 

 　Ａ．１．５．４　  装有自动控制的检测仪器， 当场所内任意地点的混合物浓度接近爆炸下限的２５％时，能可靠地发出报警并

同时联动有效通风的场所， 可降低一级。 

 　Ａ．１．６　  从装置和设备遭受破坏的难易， 误操作的可能性的大小来考虑不正常情况。 

 　Ａ．１．６．１　  由于装置和设备的陈旧或强度降低，视其有无摩擦、 碰撞、振动、腐蚀性物质以及内外力等情况来分析，有

可能成为破坏条件者， 即认为有被破坏的可能。 

 　Ａ．１．６．２　   在操作系统上不具备防止误操作的控制机构者应视为有误操作的可能。 

 　Ａ．２　  气体爆炸危险场所内区域等级的判断方法。 

　 Ａ．２．１　  首先研究现场有无释放源。有释放源时按　Ａ．２． ２条进行判断，无释放源时即为非危险场所。 

 　Ａ．２．２　  研究爆炸性混合物有无连续地出现或短时间频繁地出现， 或者长时保持在爆炸下限以上的可能性，有可能的，例

如类似下列场所，定为０区， 无可能的按Ａ．２．３条判断。 

 　Ａ．２．２．１　  易燃液体的容器或槽罐的液面上部空间等， 通常是爆炸性混合物连续地超过爆炸下限的区域； 

 　Ａ．２．２．２　  可燃气体的容器、槽、 罐等内部空间长时间保持爆炸性混合物的部位； 

 　Ａ．２．２．３　   敝开容器内的易燃液体液面附近连续发生爆炸性混合物的区域； 

 　Ａ．２．２．４　  喷漆作业的室内，爆炸性混合物断续地出现的区域。 

 　Ａ．２．３　  研究在正常情况下有无积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可能性， 有可能的例如类似下列场所定为１区，无可能的按Ａ．

２．４条判断。 

 　Ａ．２．３．１　  向油桶、油罐灌注易燃液体时的开口部位附近； 

 　Ａ．２．３．２　  爆炸性气体排放口附近，如泄压阀、排气阀、呼吸阀、 阻火阀的附近； 

 　Ａ．２．３．３　  浮顶贮罐的浮顶上部； 

 　Ａ．２．３．４　  无良好通风的室内，有可能释放、 积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区域； 

 　Ａ．２．３．５　  可能泄漏的场所内，易积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洼坑、 沟槽等处。 

 　Ａ．２．４　  研究在不正常情况下，有无产生爆炸性混合物的可能性， 有可能的，例如类似下列场所定为２区，无可能的,则划

为非危险场所。 

 　Ａ．２．４．１　  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 

 　Ａ．２．４．２　  有可能因设备容器的腐蚀、陈旧等破坏， 漏出危险物料的区域； 

 　Ａ．２．４．３　  因误操作或因异常反应形成高温、高压， 有可能漏出危险物料的区域； 

 　Ａ．２．４．４　  因通风设备发生故障，有可能积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区域。 

  Ａ．２．５  非危险场所的判断。 

  Ａ．２．５．１  非危险场所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或非正常情况下， 均不能产生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但这种非危险场所，并不一

定是绝对安全的， 必须考虑到有时包括发生危险几率极低的可能性。 

  Ａ．２．５．２  判定非危险场所时， 还须注意研究有无可能出现他种微量爆炸性粉尘所产生的爆炸危险性的叠加效应，必须考

虑到有可能产生的各种因素， 充分分析，慎重研究其存在的可能性。 

  Ａ．３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区域等级的判断方法。 

　 Ａ．３．１　  首先研究有无可能产生爆炸性粉尘的释放源。 有释放源时按Ａ．３．２条判断，无释放源时划为非危险场所。 

 　Ａ．３．２　   研究爆炸性粉尘的混合物有无连续地出现或短时间频繁地形成或者长时间形成在爆炸下限及其以上的可能性，有

可能的例如类似下列危险区域， 划为１０区，无可能的按Ａ．３．３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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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３．２．１  通风不良的各种粉碎、粉磨车间； 

  Ａ．３．２．２  通风不良的黑火药打袋车间； 

  Ａ．３．２．３  谷物加工的粉磨机房； 

  Ａ．３．２．４  饲料粉碎机房； 

  Ａ．３．２．５  棉花加工的轧花车间、打包车间、下脚回收车间； 

  Ａ．３．２．６  煤粉厂的粉碎车间； 

  Ａ．３．２．７  料斗、漏斗、接受器等机械设备部位； 

  Ａ．３．２．８  纺织厂的除尘室。 

　 Ａ．３．３　  研究在不正常情况下，有无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可能性， 有可能的例如类似下列场所划为１１区，无可能的，按

Ａ．３．４条判断。 

  Ａ．３．３．１  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区域； 

  Ａ．３．３．２  有可能因设备装置的腐蚀，陈旧等破坏，漏出危险物料的区域； 

  Ａ．３．３．３  因误操作或因机械故障有可能漏出危险物料的区域； 

  Ａ．３．３．４  因通风设备发生故障，有可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区域； 

  Ａ．３．３．５  在某种条件下，沉积的粉尘重新飞扬起来后， 可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区域。 

  Ａ．３．４  非爆炸危险场所的判断。 

  Ａ．３．４．１   非爆炸危险场所是指正常情况下或非正常情况下都不能产生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场所。 

  Ａ．３．４．２  判定非爆炸危险场所时， 还须注意研究有无可能出现他种微量爆炸性气体所产生爆炸危险性的叠加效应，必须

考虑到有可能产生的各种因素， 充分分析，慎重研究其存在的可能性。 

  Ａ．４  绘制爆炸危险场所内区域划分的平面图。 

  Ａ．４．１  绘制区域划分的平面图的内容。 

  为便于监督检查和有利于安全生产， 要求对各危险场所按下列内容绘制平面图悬挂于现场醒目的地方，必要时尚应绘制立体图。

  Ａ．４．１．１  标明释放源在装置、容器、管道、 料斗等各部分的具体位置，除平面图外，必要时尚应绘制立体图表示； 

  Ａ．４．１．２  标出释放源处危险物料的名称， 以及在怎样情况下能形成释放源； 

  Ａ．４．１．３  标出各危险区域的等级及其区域范围； 

  Ａ．４．１．４  标出危险区域内安装的电气设备和敷设的电气线路， 以及他们的防爆类型和热源表面温度。 

  Ａ．４．２  确定危险场所的等级及提出区域划分的平面图。 

  Ａ．４．２．１  对于新建、扩建、 改建工程项目的爆炸危险场所应由工艺设计的主管人员和有关人员共同商议确定后， 由工艺

设计部门提出有关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及区域划分的平面图。 

  Ａ．４．２．２  对已投产的爆炸危险场所， 应由企业生产工艺管理的主管人员组织生产工艺、安全和电气等工程技术人员共同

商议确定， 并由生产工艺管理部门提出爆炸危险场所等级及区域划分的平面图。 

  Ａ．５  爆炸危险场所等级区域范围划分的示例图： 

 

附录Ｂ： 

 

        爆  炸  性  气  体、蒸  汽  特   性   表 

─────┬────┬────┬────┬────────┬─────── 

          │        │        │        │                │ 

物 质 名称│引燃温度│引燃温度│闪  点 │爆  炸  极  限 │ 蒸气密度 

     │ 级  别 │     │     │         │（空气＝１） 

     │    │（℃） │（℃） ├────┬───┼─────── 

          │        │        │        │下  限  │上  限│ 

          │        │        │        │(容积％)│容积％│ 

─────┴────┴────┴────┴────┴───┴─────── 

                Ⅰ                         

─────┬────┬────┬────┬────┬────┬────── 

甲 烷  │Ｔ１  │ ５３７ │ 气  体 │ ５．０ │１５．０│ ０．５５ 

─────┴────┴────┴────┴────┴────┴────── 

                ⅡＡ 

───────────────────────────────────── 

丙烯腈   Ｔ１   ４８１   ０   ２．８  ２８．０  １．８３ 

乙  醛      Ｔ４      １４０  －３７.８   ４.０     ５７.　０   １.　５２ 

乙  腈      Ｔ1       ５２４    ５．６    ４．４    １６．０    １．４２ 

丙  酮      Ｔ１      ５３７  －１９.０   ２.　５   １３.　０   ２.００ 

氨          Ｔ１      ６３０   气  体     １５．０  ２８．０    ０．５９ 

异辛烷      Ｔ２      ４１０  －１２.０   １.０      ６.　０    ３.９４ 

异丁醇      Ｔ２      ４２６    ２７．０  １．７    １９．０    ２．５５ 

异丁基甲基甲酮 Ｔ１   ４７５    １４．０  １．２    ８．０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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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戊烷      Ｔ２      ４２０ ＜－５１．１ １．４    ７．６      ２．４８ 

一氧化碳    Ｔ１      ６０５    气  体    １２．５  ７４．０    ０．９７ 

乙  醇      Ｔ２      ４２２   １１．１   ３．５    １９．０    １．５９ 

乙  烷      Ｔ１      ５１５   气  体     ３．０    １５.５     １.０４ 

丙烯酸乙酯  Ｔ２      ３５０    １５.６   １.７                 ３.５０ 

乙  醚      Ｔ４      １７０   －４５.０  １.７     ４８.０     ２.５５ 

甲乙酮      Ｔ１      ５０５    －６.１   １.８     １１.５     ２.４８ 

３－氯１．２－ 

环氧丙烷    Ｔ２      ３８５    ２８.０   ２.３     ３４.４     ３.２９ 

氯丁烷      Ｔ３      ２４５   －１２.０  １.８     １０.１     ３.２０ 

辛 烷       Ｔ３    ２１０   １２.０    ０.８      ６.５      ３.９４ 

邻一二甲苯  Ｔ１     ４６３   １７２.０  １.０      ７.６      ３.６６ 

间一二甲苯  Ｔ１      ５２５   ２５.０　  １.１      ７.０      ３.６６ 

对一二甲苯  Ｔ１      ５２５   ２５.０    １.１      ７.０      ３.６６ 

氯化苯      Ｔ１      ５９０   ２８.０    １.３      １１.０    ３.８８ 

乙  酸      Ｔ１      ４８５   ４０.０    ４.０      １７.０    ２.０７ 

乙酸正戊酯  Ｔ２      ３７５　 ２５.０    １.０       ７.５     ４.９９ 

乙酸异戊酯  Ｔ２      ３７９   ２５.０    １.０       １０.０   ４.４９ 

乙酸乙酯    Ｔ２      ４６０  －４.４     ２.１       １１.５   ３.０４ 

乙酸乙烯树酯Ｔ２      ３８５  －４.７     ２.６       １３.４   ２.９７ 

乙酸丁酯    Ｔ２      ３７０  ２２.０     １.２       ７.６     ４.０１ 

乙酸丙酯    Ｔ２      ４３０  １０.０     １.７        ８.０    ３.５２ 

乙酸甲酯    Ｔ１      ４７５  －１０.０   ３.１       １６.０   ２.５６ 

氰化氢     Ｔ１      ５３８  －１７.８   ５.６       ４１.０   ０.９３ 

溴乙烷      Ｔ１      ５１１  ＜－２０.０ ６.７       １１.３   ３.７６ 

环己酮    Ｔ２      ４２０   ３３.８    １.３        ９.４    ３.３８ 

环己烷      Ｔ３      ２６０  -２０.０    １.２        ８.３    ２.９０ 

１．４二氧 

杂环乙烷　  Ｔ４      １８０  １２.２     ２.０        ２２.０  ３.０３　 

１．２— 

二氯乙烷　  Ｔ２      ４１２  １３.３     ６.２        １６.０  ３.４０ 

二氯乙烯    Ｔ１     ４５１ －１０.０    ５.６        １６.０  ３.３５ 

二丁醚      Ｔ４      １７５  ２５.０     １.５          ７.６  ４.４８ 

二甲醚      Ｔ３      ２４０  气  体      ３.０        ２７.０  １.５９ 

苯乙烯      Ｔ１      ４９０  ３２.０     １.１          ８.０  ３.５９ 

噻  吩      Ｔ２      ３９５  －１.１     １.５        １２.５  ２.９０ 

葵  烷      Ｔ３      ２０５　４６.０     ０.７         ５.４  ４.９０ 

──────────────────────────────────── 

续表 

─────┬────┬────┬────┬────────┬────── 

          │        │        │        │                │ 

物 质 名称│引燃温度│引燃温度│闪  点 │爆  炸  极  限 │ 蒸气密度 

     │ 级  别 │     │     │         │（空气＝１） 

     │    │（℃） │（℃） ├────┬───┼────── 

          │        │        │        │下  限  │上  限│ 

          │        │        │        │(容积％)│容积％│ 

─────┴────┴────┴────┴────┴───┴────── 

四氢喃呋      Ｔ３    ２３０   －１３.０  ２．０   １２.４   ２.５０ 

１．２．４ 

 —三甲苯　  Ｔ１    ４８５    ５０．０   １．１   ７．０    ４．１５ 

甲  苯        Ｔ１    ５３５     ４.４     １．２   ７.０    ３.１８ 

１—丁醇      Ｔ２    ３４０    ２８.９    １.４   １１.３    ２.５５ 

丁  烷        Ｔ２    ３６５     气  体    １．５   ８．５    ２．０５ 

丁  醛        Ｔ３    ２３０    -６.７     １.４   １２.５    ２.４８ 

呋  喃        Ｔ２    ３９０     ０       ２.３   １４.３    ２.３０ 

丙  烷        Ｔ１    ４６６   气  体      ２.１    ９.５     １.５６ 

异丙醇        Ｔ２    ３９９  １１.７      ２.０   １２.０    ２.０７ 

己  烷        Ｔ３    ２３３ -２１.７      １.２    ７.５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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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烷        Ｔ３    ２１５  －４.０      １.１    ６.７     ３．４６ 

苯            Ｔ１    ５５５  １１.１      １.２    ８.０     ２.７０ 

三氟甲基苯    Ｔ１    ６２０  １２.２                         ５.００ 

戊  醇        Ｔ３    ３００  ３２.７      １.２   １０.５    ３.０４ 

戊  烷        Ｔ３    ２８５ ＜－４０.０  １.４    ７.８    ２.４９ 

醋  酐        Ｔ２    ３１５  ４９.０      ２.０   １０.２    ３.５２ 

甲  醇        Ｔ１    ４５５  １１.０      ５.５   ３６.０    １.１０ 

丙烯酸甲酯    Ｔ２    ４１５   -２.９     ２.４   ２５.０    ３.００ 

甲基丙烯甲酯                  １０．０     １.７    ８.２     ３.６０ 

２－甲基乙烷  Ｔ３    ２８０    ＜０                          ３.４６ 

３－甲基己烷  Ｔ３    ２８０    ＜０                          ３．４６ 

硫化氢        Ｔ３    ２６０   气  体      ４.３   ４５.０    １.１９ 

汽  油        Ｔ３    ２８０  －４２.８    １.４    ７.６     ３.４０ 

壬  烷        Ｔ３    ２０５    ３１       ０.７    ５.６     ４.４３ 

环戊烷        Ｔ２    ３８０ ＜－２０                         ２.４２ 

甲基环戊烷    Ｔ２ 

乙基环丁烷    Ｔ３    ２１０  ＜－２０     １.２    ７.７     ２.９０ 

乙基环戊烷    Ｔ３    ２６０  ＜２１       １.１    ６.７     ３.３９ 

萘  烷        Ｔ３ 

丙  烯        Ｔ２             气  体      ２．０   １１.７   １.４９ 

甲基苯乙烯    Ｔ１ 

二甲苯        Ｔ１    ４６５   ３０        １.０    ７.６     ３.６６ 

乙  苯        Ｔ２    ４３０   １５        １.０    ７.８     ３.６６ 

三甲苯        Ｔ１    ４８５   ５０        １.１  ６．４    ４.１５ 

萘            Ｔ１    ５４０   ８０        ０.９    ５.９     ４.４２ 

异丙基苯      Ｔ２         ３１        ０.８    ６.０     ４.１５ 

甲基异丙基苯  Ｔ２ 

松节油        Ｔ３ 

石脑油        Ｔ３ 

煤焦油石脑油  Ｔ３ 

丙  醇        Ｔ２    ４０５   １５        ２.１  １３.５      ２.０７ 

丁  醇        Ｔ２    ３４０   ２９        １.４  １０.０      ２.５５ 

己  醇        Ｔ３ 

环乙醇        Ｔ３ 

甲基环己醇    Ｔ３    ２９５   ６８                            ３.９３ 

苯    酚      Ｔ１ 

甲    酚      Ｔ１ 

双丙酮醇      Ｔ１ 

戊间二酮(乙酰丙酮)Ｔ２ 

甲酸甲酯      Ｔ２    ４５０  ＜－２０    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７ 

乙酰基醋酸乙酯Ｔ２ 

氯代甲烷 

（甲基氯）    Ｔ１    ６２５  气  体      ７.１    １８.５     １.７８ 

氯乙烷        Ｔ１    ５１０  气  体      ３.６    １４.８     ２.２２ 

苯  胺        Ｔ１ 

正氯丙烷      Ｔ１    ５２０ ＜－２０     ２.６    １１.１     ２.７１  

二氯丙烷      Ｔ１    ５５５   １５       ３.４    １４.５     ３.９０ 

氯  苯        Ｔ１ 

苄基苯        Ｔ１ 

二氯苯        Ｔ１             ６６     ２.２     １２.０     ５.０７ 

烯丙基氯      Ｔ２ 

氯乙烯        Ｔ２    ４１３   气  体     ３.８    ２９.３      ２.１６ 

二氯甲烷（甲 

叉二氯）　    Ｔ１    ６０５        １３.０   ２２.０      ２.９３ 

乙酰氯        Ｔ３ 

氯乙醇        Ｔ２   ４２５   ５５      ５.０     １６.０     ２.７８ 

乙硫醇        Ｔ３ 

四氢噻吩      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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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乙酯    Ｔ６ 

硝基甲烷      Ｔ２   ４１５    ３６      ７.１      ６３.０     ２.１１ 

硝基乙烷      Ｔ２   ４１０    ２８                             ２.５８ 

甲    胺      Ｔ２   ４３０   气  体     ５．０     ２０.７     １.０７ 

二甲胺        Ｔ２            气  体     ２.８      １４.４     １.５５ 

三甲胺        Ｔ４            气  体     ２.０      １１.６     ２.０４ 

二乙胺        Ｔ２            ＜－２０   １.７      １０.１     ２.５３ 

三乙胺        Ｔ１ 

正丙胺        Ｔ２            ＜－２０   ２.０      １０.４     ２.０４ 

正丁胺        Ｔ２ 

环己胺        Ｔ３ 

二胺基己烷    Ｔ２ 

ＮＮ－二甲基苯胺Ｔ３ 

甲苯胺        Ｔ１ 

吡    啶      Ｔ１   ５５０         １.７     １０.６     ２.７３ 

───────────────────────────────────── 

                       ⅡＢ 

───────────────────────────────────── 

异戊间二烯    Ｔ３   ２２０  －５３.８   １.０       ９.７      ２.３５ 

乙  烯        Ｔ２   ４２５   气  体    ２.７     ３４.０      ０.９７ 

环氧乙烷      Ｔ２   ４２８   气  体     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２ 

环氧丙烷      Ｔ２   ４３０ －３７.２    １.９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３－丁二烯Ｔ２   ４１５  气  体      １.１     １２.５      １.８７ 

城市煤气      Ｔ１           气  体      ５.３     ３２.０ 

环丙烷        Ｔ１   ４９５  气  体      ２.４     １０.４       １.４５ 

丁二烷(１．３)Ｔ２ 

乙基甲基醚    Ｔ４   １９０  气  体      ２.０     １０.１       ２.０７ 

乙  醚        Ｔ４   １７０ -４５.０    １.７     ４８.０       ２.５５ 

１．４－二恶烷Ｔ２ 

１．３．５ 

－三恶烷　    Ｔ２   ４１０        ３.６      ２９.０    ３.１１ 

四氢糖醇      Ｔ３ 

丙烯酸乙酯    Ｔ２ 

丁烯醛        Ｔ３ 

丙烯醛        Ｔ３          ＜－２０    ２.８      ３１.０    １.９４ 

焦炉煤气      Ｔ１ 

四氟乙烯      Ｔ２ 

───────────────────────────────────── 

                              ⅡＣ 

───────────────────────────────────── 

乙 炔       Ｔ２    ３０５   气 体    １.５       ８２.０      ０.９０ 

 

氢           Ｔ１    ５６０   气  体    ４.０       ７５.６      ０.０７ 

二硫化碳     Ｔ５    １０２   -３０    １.０       ６０.０      ２.６４ 

水煤气       Ｔ１             气 体    ７.０       ７２.０ 

硝酸乙酯     Ｔ６ 

───────────────────────────────────── 

 

附录Ｃ:                            

 

            易  燃  易  爆  粉  尘 和  可  燃  纤  维  特  性  表 

─┬─────────┬──┬────────┬──┬──┬───┬─── 

粉│粉 尘 的 名 称    │引燃│ 高温表面沉积粉 │云状│爆炸│粉尘平│危险     

尘│         │温度│尘（５毫米厚）的│粉尘│下限│均粒径│性种 

种│                  │组别│引燃温度（℃）  │的引│浓度│(徽米)│类 

类│                  │    │                │燃温│(g/N│      │   

 │         │  │        │度 │m[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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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销化棉        │Ｔ13│   １５４       │    │   │100目 │ 爆 

火│吸收药（片状药)   │Ｔ13│   １５４       │    │    │片状  │ 爆 

  │吸收药（小粒药）  │Ｔ13│   １５０       │    │    │小粒  │ 爆 

  │２／１樟单药      │Ｔ13│   １４８       │    │    │      │ 爆 

  │２／１药粉        │Ｔ13│   １４６       │    │    │100目 │ 爆 

药│双基小粒药        │Ｔ13│   １４０       │    │    │      │ 爆 

  │片状双基药        │Ｔ13│   １６４       │    │    │      │ 爆 

  │黑 火 药          │Ｔ12│   ２３０       │    │    │100目 │ 爆 

─┴─────────┼──┼────────┼──┼──┼───┼──── 

  │梯 恩 梯          │Ｔ12│   ２２０       │    │    │      │ 爆 

炸│臭克托金          │Ｔ12│   ２２０       │    │    │      │ 爆 

  │２号硝铵煤矿炸药  │Ｔ12│   ２１８       │    │    │      │ 爆 

  │２号硝铵岩石炸药  │Ｔ13│   １９８       │    │    │      │ 爆 

  │８３２１炸药      │Ｔ13│   １９８       │    │    │      │ 爆 

  │黑索金（钝感品）  │Ｔ13│   １９４       │    │    │      │ 爆 

药│黑 索 金          │Ｔ13│   １５９       │    │    │      │ 爆 

  │特 屈 儿          │Ｔ13│   １５８       │    │    │      │ 爆 

  │泰    安          │Ｔ13│   １５７       │    │    │      │ 爆 

  │泰安（钝感品）    │Ｔ13│   １５８       │    │    │      │ 爆 

───────────┴──┴────────┴──┴──┴───┴──── 

─┬─────────┬──┬────┬────┬───┬────┬──── 

粉│粉 尘 的 名 称    │引燃│高温表面│云状粉尘│爆炸下│ 粉尘平 │危险     

尘│         │温度│沉积粉尘│的引燃温│限浓度│ 均粒径 │性种 

种│                  │组别│(5毫米厚│度（℃）│      │ (徽米) │类     

类│                  │    │的引燃温│        │(g/NM │     │ 

 │         │  │度(℃) │     │[3])  │        │ 

─┼─────────┼──┼────┼────┼───┼────┼──── 

  │铝（表面处理）    │Ｔ11│３２０  │５９０  │37～50│ 10～15 │ 爆 

金│铝(含油）         │Ｔ12│２３０  │４００  │37～50│ 10～20 │ 爆 

  │铁    粉          │Ｔ12│２４２  │４３０  │153～ │        │ 

  │                  │    │        │        │240   │100～150│易导 

  │镁                │Ｔ11│３４０  │４７０  │44～59│5～10   │ 爆 

  │红    磷          │Ｔ11│３０５  │３６０  │48～64│30～50  │ 易 

  │碳    黑          │Ｔ12│５３５  │ ＞690  │36～45│10～20  │易导 

  │钛                │Ｔ11│２９０  │３７５  │      │        │ 爆 

  │锌                │Ｔ11│４３０  │５３０  │212～ │        │ 

  │                  │    │        │        │284   │10～15  │易导 

属│电    石          │Ｔ11│３２５  │５５５  │      │＜200   │ 易 

  │钙硅铝合金        │Ｔ11│２９０  │４６５  │      │        │易导 

  │8％钙－30％       │    │        │        │      │        │ 

  │  硅－55％铝　    │Ｔ11│〉４５０│６４０  │      │       │易导 

  │硅铁合金(４５％硅)│Ｔ11│ ４４５ │５５５  │      │＜９０  │易导 

  │锆    石          │Ｔ11│ ３０５ │３６０  │92～  │        │ 

  │                  │    │        │        │ 123  │ 5～10  │易导 

─┼─────────┼──┼────┼────┼───┼────┼── 

化│硬酯酸锌          │Ｔ11│熔  融  │３１５  │      │8～15   │ 易 

  │萘                │Ｔ11│熔  融  │５７５  │28～38│80～100 │ 易 

学│蒽                │Ｔ11│熔融升华│５０５  │29～39│40～50  │ 易 

  │己 二 酸          │Ｔ11│熔    融│５８０  │65～90│        │ 易 

  │苯二（甲）酸      │Ｔ11│熔    融│６５０  │60～83│80～100 │ 易 

  │无水苯二(甲)      │    │        │        │      │        │ 

  │   酸（粗制品）   │Ｔ11│熔   融 │６０５  │52～71│        │ 易　 

  │苯二（甲）酸腈　  │Ｔ11│熔   融 │＞７００│37～50│        │ 易 

药│无水马来酸(粗制品)│Ｔ12│熔   融 │ ５００ │82～  │        │ 

  │                  │    │        │        │113   │        │ 易 

  │硫    磺          │Ｔ22│熔   融 │ ２３５ │      │30～50  │ 易 

  │乙酸钠酯          │Ｔ11│熔   融 │ ５２０ │51～70│5～8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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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晶 紫          │Ｔ11│熔   融 │ ４７５ │46～70│15～30  │ 易 

  │四硝基卡唑        │Ｔ11│熔   融 │ ３９５ │92～  │        │ 

  │                  │    │        │        │ 129  │        │ 易 

  │二硝基甲酚        │Ｔ11│熔   融 │ ３４０ │      │40～60  │ 易 

品│阿斯匹林          │Ｔ11│熔   融 │ ４０５ │31～41│60      │ 易 

  │肥 皂 粉          │Ｔ11│熔   融 │ ５７５ │      │80～100 │ 易 

  │青色染料          │Ｔ11│３５０  │ ４６５ │      │300～500│ 易 

  │萘酚染料          │Ｔ11│３９５  │ ４１５ │133～ │        │ 

  │                  │    │        │        │184   │        │ 易 

─┼─────────┼──┼────┼────┼───┼────┼── 

  │聚 乙 烯          │Ｔ11│熔   融 │ ４１０ │26～35│30～50  │ 易 

合│聚 丙 烯          │Ｔ11│熔   融 │ ４３０ │25～25│        │ 易 

  │聚苯乙烯          │Ｔ11│熔   融 │ ４７５ │27～37│40～60  │ 易 

  │苯乙烯(70%)丁二烯 │    │        │        │      │        │ 易 

成│(30%)粉状聚合物　 │Ｔ11│熔   融 │ ４２０ │27～37│        │ 易 

  │聚乙烯醇          │Ｔ11│熔   融 │ ４５０ │42～55│5～10   │ 易 

  │聚丙烯酯          │Ｔ11│熔融炭化│ ５０５ │35～55│5～7    │ 易 

树│聚氨酯（类）      │Ｔ11│熔   融 │ ４２５ │46～63│50～100 │ 易 

  │聚乙烯四酞        │Ｔ11│熔   融 │ ４８０ │52～71│＜200   │ 易 

  │聚乙烯氮戊环酮　  │Ｔ11│熔   融 │ ４６５ │42～58│ 10～15 │ 易 

脂│聚氯乙烯          │Ｔ11│熔融炭化│ ５９５ │63～86│ 4～5   │ 易 

  │氯乙烯（７０％）苯│Ｔ11│熔融炭化│ ５２０ │44～60│30～40  │ 易 

  │乙烯（３０％）    │    │        │        │      │        │ 

  │ 粉状聚合物       │Ｔ11│        │        │      │        │ 易 

  │酚醛树脂(酚醛清漆)│Ｔ11│熔融炭化│ ５２０ │36～49│ 10～20 │ 易 

  │磷苯二甲酸（粗的）│Ｔ11│熔   融 │ ６５０ │      │80～100 │ 易 

  │磷苯二甲酸酐(粗的)│Ｔ11│熔   融 │ ６０５ │      │500～   │ 

  │                  │    │        │        │      │ 1000   │ 易 

  │顺丁烯二（酸）酐　│Ｔ11│熔   融 │ ５００ │      │500～   │ 

  │                  │    │        │        │      │  1000  │ 易 

─┼─────────┼──┼────┼────┼───┼────┼── 

橡│钠丁间酮酸酯      │Ｔ11│熔   融 │ ５２０ │      │ 5～8   │ 

  │聚丙烯腈          │Ｔ11│炭   化 │ ５０５ │      │ 5～7   │ 

胶│聚 氯 酯          │Ｔ11│熔   融 │ ４２５ │      │50～100 │ 

  │有机玻璃粉        │Ｔ11│熔融炭化│ ４８５ │      │        │ 易 

天│骨胶（虫胶）      │Ｔ11│沸   腾 │ ４７５ │      │20～50  │ 易 

  │硬质橡胶          │Ｔ11│沸   腾 │ ３６０ │36～49│20～30  │ 易 

燃│软质橡胶          │Ｔ11│沸   腾 │ ４２５ │      │80～100 │ 易 

  │天然树脂          │Ｔ11│熔   融 │ ３７０ │38～52│20～30  │ 易 

树│王古王巴树脂      │Ｔ11│熔   融 │ ３３０ │30～41│20～50  │ 易 

  │松    香          │Ｔ11│熔   融 │ ３２５ │      │50～80  │ 易 

脂│货贝胶Ｗ          │Ｔ11│结   壳 │ ４７５ │      │20～50  │ 易 

  │壳    胶          │Ｔ11│结   壳 │ ５９０ │      │500～600│ 易 

─┼─────────┼──┼────┼────┼───┼────┼─── 

沥│硬    蜡          │Ｔ11│熔   融 │ ４００ │26～36│30～50  │ 易 

青│绕组沥青          │Ｔ11│熔   融 │ ６２０ │      │50～80  │ 易 

蜡│硬 沥 青          │Ｔ11│熔   融 │ ６２０ │      │50～150 │ 易 

类│煤焦油沥青        │Ｔ11│熔   融 │ ５８０ │      │        │ 易 

  │软沥青(ＥＰ５４)  │Ｔ11│熔   融 │ ６２０ │      │50～80  │ 易 

─┼─────────┼──┼────┼────┼───┼────┼─── 

  │裸麦粉（未处理）  │Ｔ11│３２５  │  ４１５│67～93│30～50  │ 易 

  │裸麦谷物粉(未处理)│Ｔ11│３０５  │  ４３０│      │50～100 │ 易 

  │裸麦筛落品(粉碎品)│Ｔ11│３０５  │  ４１５│      │30～40  │ 易 

农│小 麦 粉          │Ｔ11│ 炭  化 │  ４１０│      │20～40  │ 易 

  │小麦谷物粉        │Ｔ11│２９０  │  ４２０│      │15～30  │ 易 

  │小麦筛落粉(粉碎品)│Ｔ11│２９０  │  ４１０│      │3～5    │ 易 

  │乌麦、大麦谷物粉　│Ｔ11│２７０  │  ４４０│      │50～150 │ 易 

产│筛 米 粉          │Ｔ11│２７０  │  ４１０│      │50～100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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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淀粉          │Ｔ11│炭   化 │  ４３０│      │20～30  │ 易 

  │马铃薯淀粉        │Ｔ11│炭   化 │  ４３０│      │60～80  │ 易 

  │布 丁 粉          │Ｔ11│炭   化 │  ３９５│      │10～20  │ 易 

  │糊 精 粉          │Ｔ11│炭   化 │  ４００│71～99│20～30  │ 易 

品│砂 糖 粉          │Ｔ11│熔   融 │  ３６０│77～99│20～40  │ 易 

  │砂糖粉（含奶粉）  │Ｔ11│熔   融 │  ４５０│83～  │        │ 

  │                  │    │        │        │ 100  │20～30  │  

  │黑麦谷粉          │Ｔ11│３０５  │  ４３０│      │50～100 │ 易 

  │黑麦面粉          │Ｔ11│３２５  │  ４１５│      │30～50  │ 易 

  │黑麦滤过的        │    │        │        │      │        │ 

  │   粉末（磨碎） 　│Ｔ11│３０５  │  ４１５│      │30～40  │ 易 

  │豆麻饼子和磨坊粉末│Ｔ11│２８５  │  ４７０│      │        │ 易 

  │米滤过的粉末      │Ｔ11│２７０  │  ４２０│      │50～100 │ 易 

─┼─────────┼──┼────┼────┼───┼────┼─── 

  │可可子粉（脱脂品）│Ｔ11│２４５  │ ４６０ │      │30～40  │ 易 

纤│咖啡粉（精质品）  │Ｔ11│收   缩 │ ６００ │      │40～80  │ 易 

  │啤酒麦芽粉        │Ｔ11│２８５  │ ４０５ │      │100～150│ 易 

  │紫 苜 蓿          │Ｔ11│２８０  │ ４８０ │      │200～500│ 易 

维│亚麻粕粉          │Ｔ11│２８５  │ ４７０ │      │        │ 易 

  │菜种渣粉          │Ｔ11│炭   化 │ ４６５ │      │400～600│ 易 

  │鱼    粉          │Ｔ11│炭   化 │ ４８５ │      │80～100 │ 易 

鱼│烟草纤维          │Ｔ11│２９０  │ ４８５ │      │50～100 │ 易 

  │木棉纤维          │Ｔ11│３８５  │        │      │        │ 易 

  │人造短纤维        │Ｔ11│３０５  │        │      │        │ 易 

  │亚硫酸盐纤维素粉　│Ｔ11│３８０  │        │      │        │ 易 

  │木质纤维          │Ｔ11│２５０  │ ４４５ │      │40～80  │ 易 

粉│纸 纤 维          │Ｔ11│３６０  │        │     │        │ 易 

  │椰 子 粉          │Ｔ11│２８０  │ ４５０ │      │100～200│ 易 

  │软 木 粉          │Ｔ11│３２５  │ ４６０ │44～59│30～40  │ 易 

  │针叶树（松）粉    │Ｔ11│３２５  │ ４４０ │      │70～150 │ 易 

  │硬木（丁钠橡胶）粉│Ｔ11│３１５  │ ４２０ │      │70～100 │ 易 

─┼─────────┼──┼────┼────┼───┼────┼── 

  │泥 煤 粉          │Ｔ11│２６０  │ ４５０ │      │60～90  │ 导 

  │褐煤粉（褐煤）    │Ｔ11│２６０  │        │49～68│2～3    │ 导 

  │褐煤粉（火车焦用）│Ｔ11│２３０  │ ４８５ │      │3～5    │ 导 

燃│有烟煤粉          │Ｔ11│２３５  │ ５９５ │41～57│5～10   │ 导 

  │瓦斯煤粉          │Ｔ11│２２５  │ ５８０ │35～48│5～10   │ 导 

  │焦碳用煤粉        │Ｔ11│２８０  │ ６１０ │33～45│5～10   │ 导 

  │贫 煤 粉          │Ｔ11│２８５  │ ６８０ │34～45│5～7    │ 导 

  │无煤煤粉          │Ｔ11│＞４３０│＞６００│      │100～150│ 导 

料│水炭粉（质硬）    │Ｔ11│３４０  │ ５９５ │39～52│1～2    │易导 

  │泥煤焦炭粉        │Ｔ11│３６０  │ ６１５ │40～54│1～2    │易导 

  │裸煤焦炭粉        │Ｔ11│２３５  │        │      │4～5    │易导 

  │煤焦炭粉          │Ｔ11│４３０ │＞７５０│37～50│4～5    │易导 

  │焰    粉          │Ｔ11│２３５  │ ５９５ │      │5～10   │ 

  │石    墨          │Ｔ11│不着火  │＞７５０│      │15～25  │ 

  │炭    黑          │Ｔ11│５３５  │＞６９０│      │10～20  │ 

─┴─────────┴──┴────┴────┴───┴────┴─── 

 

附录Ｄ: 

 

               本 安 设 备 及 电 路 

 

  Ｄ．１  本质安全型（简称本安型）电气设备基本有两种型式： 

  ａ．由电池、蓄电池供电的独立的本安电气系统。 

  ｂ．由电网供电的包括本安和非本安电路混合的电气系统。 

  本安电气系统一般由本安设备、 本安关联设备和外部配线（包括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三者构成。见本安电气系统示意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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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安电气系统示意图 

───────┬────────────────┬──────────── 

　本安系统电气│                                │ 

　型  式      │    危   险   场   所           │   非  危  险  场  所 

─┬─────┼────────────────┴──────────── 

  │          │        本安电路                               一般电路 

本│混        │例1本──────────────┬─────关────── 

安│合        │        本安电路                  │一般电路 

型│系        │例2本──────────关───┴──────────── 

电│统        │        本安电路            本安关联电路       一般电路 

气│          │例3本──────────关──────关───────── 

设├─────┼────────────────┬───────────── 

备│独        │例4本                           │  

的│立        │           本 安 电 路         │ 

组│系        │例5本─────────────────────── 本 

成│统        │                                │ 

─┴─────┴────────────────┴──────────── 

   注：本  表示本安设备 

     关  表示本安关联设备 

 

  例２和例３中危险场所的关， 必须符合本安防爆结构兼具有与其场所相应的防爆结构，例如采用隔爆外壳。 

  例５所示为装有某种通讯设备者。 

  Ｄ．２   本安关联设备（简称关联设备）是指与本安设备有电气连接并可能影响其本安性能的有关设备，如齐纳式安全栅、电阻

式安全栅、 变压器隔离式安全栅及其它具有限流、限压功能的保护装置等。对于置于危险场所的隔爆兼本安型(关联)复合式电气设

备。隔爆外壳中的部分即为关联设备。 

  Ｄ．３  安全栅是一种特殊的关联设备，接在本安型和非本安型电路之间， 它包括安全栅元件或安全栅电路，如熔断器、电阻器

和并联的二极管等。 它的作用是将供给本安型电路的电压和电流限制在一定安全水平之内。 

  Ｄ．４  本安型电气设备按安全程度和使用场所不同，分为ｉａ和ｉｂ两个等级。ｉａ等级安全程度高于ｉｂ级。用于０区场所的

本安型电气设备应采用ｉａ级， 煤矿井下用本安型电气设备可采用ｉ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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