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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除第１章，第２章，第３章外，其他所有条款均为强制性。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国家标准已发布的共有１２项：

———ＧＢ６５１４—２００８《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７６９１—２００３《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ＧＢ７６９２—１９９９《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１２３６７—２００６《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ＧＢ１２９４２—２００６《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４４４１—２００８《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ＧＢ１４４４３—２００７《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７７３—２００７《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枪及其辅助装置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５６０７—２００８《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

———ＧＢ１７７５０—１９９９《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

———ＧＢ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６《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安全技术规定》。

本标准为《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标准之一，是该标准体系中针对粉末静电喷涂工艺的一项安全

技术标准，与本标准系列中的其他标准相配套，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修订并代替ＧＢ１５６０７—１９９５《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本次修订保

留了ＧＢ１５６０７—１９９５中已经实践证明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外先进标准相适应的内容，同时参考了美

国防火协会标准ＮＦＰＡ３３《易燃和可燃材料喷涂作业标准》（２００７版）中有关粉末静电喷涂的内容。

本标准与前一版本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新的术语“可燃粉末”（本版３．７）；

———对喷粉区范围作了修订，更清楚确定喷涂区的范围［１９９５版和本版４．１ｄ）］；

———对喷粉室出口排风管中悬浮粉末浓度的要求进行了调整，在限定条件下降低了要求［１９９５版

４．３．３ａ）和本版４．３．２ａ）］；

———对部分章节进行了合并和删减（１９９５版第４章、第５章）；

———增加了喷粉室制造材料的要求（１９９５版和本版５．１．１）；

———增加了对采用自动喷涂时回收系统阻力自动检测的要求（１９９５版和本版６．４．３）；

———修改了对粉末回收、过滤设备设置泄压装置的要求（１９９５版和本版６．４．４）；

———增加了对风机制造方面的要求（本版６．４．７）。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８／ＳＣ６）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浙江华立涂装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明泉工业涂

装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志林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明义、李忠慧、柏萍、吕建立、黄立明、茅立安、潘元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５６０７—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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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粉末静电喷涂工艺设计及其设备的设计、安装、操作、维修和管理方面的安全卫生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粉末静电喷涂工艺设计及其设备的设计、安装、使用、维修和管理，也适用于粉末静电

喷涂工程的验收。静电流化床法、流化床法及其他流化涂装法也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９３　安全色（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ＮＥＱ）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ＮＥＱ）

ＧＢ５０８３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ＧＢ６５１４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７６９１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ＧＢ１２１５８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ＧＢ１２３６７—２００６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ＧＢ／Ｔ１４４４１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ＧＢ１４４４３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７７３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枪及其辅助装置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５００５８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０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４４４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粉末静电喷涂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狆狅狑犱犲狉狊狆狉犪狔犻狀犵

由于一定电场强度的电晕放电及空气动力作用，使粉末涂料粒子荷电或极化而吸附于工件表面的

涂装方法。

同义词：静电喷粉。

３．２

　　静电喷粉室　犫狅狅狋犺犳狅狉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狆狅狑犱犲狉狊狆狉犪狔犻狀犵

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不易积聚粉末的、具有良好机械通风不外逸粉末并设有回收装置的专门用于

粉末静电喷涂的室体或围护结构。

３．３

　　供粉装置　狆狅狑犱犲狉犳犲犲犱犲狉

能连续均匀地供给喷涂用粉末涂料的装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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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粉末回收装置　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狅犳狆狅狑犱犲狉

专门收集未涂着粉末，并具有粉气分离功能的装置。

３．５

　　粉末净化装置　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狅犳犮犾犲犪狀狊犻狀犵狆狅狑犱犲狉

用于捕集粉末回收装置难以捕获的微细粉末，并使排放气体符合排放标准的装置。

３．６

　　喷粉区　狆狅狑犱犲狉犪狉犲犪

由于粉末喷涂作业而存在一定量的悬浮或积聚可燃粉末的区域。

３．７

　　可燃粉末　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犫犾犲狆狅狑犱犲狉

任何能够被点燃的细微而分散的固体涂料。

４　喷粉区工艺安全

４．１　喷粉区范围一般应包括：

ａ）　喷粉室、供粉装置（包括循环供粉装置的粉料输送装置、粉料仓及其卸料装置）、回收装置、风

机、净化装置及与其相连的粉末输送管道；

ｂ）　喷粉室开口处向外水平３ｍ及垂直１ｍ方向内区域；

ｃ）　在喷涂现场存放或堆积有粉末涂料的场所；

ｄ）　排风管内部、空气循环过滤器及其维护结构内部以及其他有可能产生具有爆炸性悬浮状粉尘

或堆积状粉尘的区域。

４．２　喷粉区防火防爆等级

４．２．１　喷粉区火灾危险区域划为２２区。

４．２．２　喷粉区按爆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域划为１１区。符合 ＧＢ５００５８规定者可划为非爆炸危险

区域。

４．３　设计

４．３．１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设计、粉末静电喷涂设备与器械的研制、设计与制造应符合 ＧＢ７６９１的

规定。

４．３．２　喷粉室安全卫生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除喷枪出口等局部区域外，喷粉室内悬浮粉末平均浓度（即喷粉室出口排风管内浓度）应低于

该粉末最低爆炸浓度值一半，未知其最低爆炸浓度（ＭＥＣ）者，其最高浓度不允许超过

１５ｇ／ｍ
３。系统中若有抑爆设备，则喷粉室出口排风管中悬浮粉末的浓度允许超过最小爆炸浓

度的５０％；

ｂ）　静电喷粉枪及其辅助装置的使用应符合ＧＢ１４７７３的要求；

ｃ）　工作场所空气中总尘容许浓度为８ｍｇ／ｍ
３；

ｄ）　喷粉室开口面风速宜为０．３ｍ／ｓ～０．６ｍ／ｓ。

４．４　场所

４．４．１　粉末静电喷涂作业与喷漆作业不宜设置在同一作业区内。若设置在同一作业区内，其爆炸危险

区域和火灾危险区域应按喷漆区划分。

４．４．２　喷粉作业区宜布置在单层厂房内；如布置在多层厂房内，宜布置在建筑物顶层，如布置在多跨厂

房内，宜布置在边跨，并符合ＧＢ６５１４的有关规定。

４．４．３　喷粉作业应在符合第５章规定的喷粉室内进行。

４．４．４　喷粉室应布置在不产生干扰气流的方位上，并应避免与产生或散逸水蒸气、酸雾以及其他具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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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附性、腐蚀性、易燃、易爆等介质的装置布置在一起，并应与产生以上介质的区域隔离布置。

４．４．５　喷粉室不应兼作喷漆室。

４．５　防火、防爆

４．５．１　进入喷粉室的工件，其表面温度应比其所用粉末引燃温度低２８℃。

４．５．２　喷粉区内应遵循以下规定：

ａ）　不允许存在发火源、明火和产生火花的设备及器具；

ｂ）　禁止撞击或摩擦产生火花；

ｃ）　应选用不会引燃粉末或粉气混合物的取暖设备；

ｄ）　防火按ＧＢ５０１４０配置灭火器，但不宜使用易使粉末涂料飞扬或污染的灭火器。

４．５．３　在自动喷粉室内，应安装可靠的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系统。在发生火灾时，能自动切断供气系

统和电源。

４．６　地面

喷粉区地面应采用不燃或难燃的防静电材料铺设。地面应平整光滑无缝隙、凹槽，便于清扫积粉。

４．７　照明

喷粉区应采用防尘型冷光源灯具照明，其照度应符合ＧＢ１２３６７—２００６中４．３．１的规定。当采用

透明材料作隔板照明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采用固定式灯具作光源；

ｂ）　用隔板将灯具与喷粉区隔开，其安装密封应能保证粉尘不会进入灯具；

ｃ）　隔板应选用不易破损的，不燃或难燃材料；

ｄ）　隔板上的沉积物厚度不允许影响规定的照度；

ｅ）　隔板的表面温度不超过９３℃。

４．８　设备

所有设备应满足工艺安全要求，设备的选用应符合ＧＢ５０８３的要求以及第５章规定。

４．８．１　喷粉区内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防尘型电气设备，其选型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电气设备防爆结构的选型

编　号 电气设备 防爆结构
爆炸危险场所　１１区

正压 ＩＰ６５ ＩＰ５４

１ 电机
鼠笼式 √

带电刷 √ √

２

３

４

电器和仪表

固定安装 √

移动式 √

携带式 √

　　注：符号√表示适用。

４．８．２　喷粉区内，接触粉体的设备表面温度不得高于粉末的软化点温度，电气设备表面温升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５８的规定。

４．９　电气线路

进入喷粉区内的电气线路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８的规定。

４．１０　静电接地

喷粉区内所有导体都应可靠接地，每组专设的静电接电体接地电阻应小于１００Ω，带电体的带电区

对大地总泄漏电阻一般应小于１×１０６Ω，特殊情况下可放宽至１×１０
９
Ω。挂具与工件的接触区域应采

用尖刺或刀刃状，确保工件接地电阻不大于１×１０６Ω。也可采用静电消除器，消除工件的积聚电荷。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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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安全色与安全标志

在喷粉区的醒目位置应设置符合ＧＢ２８９３和ＧＢ２８９４要求的安全色与安全标志。

４．１２　喷粉区应保持一定的相对湿度，自动连续喷涂的喷粉区空气相对湿度宜为４０％～７０％。作业区

环境噪声应按照ＧＢ６５１４的规定执行。

５　喷粉设备及其辅助装置

５．１　喷粉室及其相连管道

５．１．１　喷粉室应采用不燃材料制造。铝材不允许作为支撑构件，也不允许用作喷粉室及其联接管道。

喷粉室的显示和观察面板及喷粉室联接管道允许用难燃材料制造。

５．１．２　喷粉室室体及通风管道内壁应光滑无凹凸缘；应保持喷粉室及其系统内不积聚粉末，并能使未

涂着粉末有组织地导入回收装置。

５．１．３　刚性回收装置和基本封闭的喷粉室应有足够的空间容积，并设置泄压装置。

５．１．４　喷粉室内的静电喷涂器（枪）之电极与工件、室壁、导流板、挂具以及运载装置等间距宜不小于

２５０ｍｍ。工件之间也应有足够大的距离，不得相互撞击。

５．１．５　自动化生产的流水作业在喷粉室与回收装置之间应采取联锁控制，一旦有火情时，能迅速自动

切断连接通道。

５．１．６　自动喷粉室内应安装火灾报警装置，该装置应与关闭压缩空气、切断电源，以及启动自动灭器、

停止工件输送的控制装置进行联锁。

５．１．７　自动喷涂的回收风机与喷枪应采用电器联锁保护。

５．２　烘干（固化）室

５．２．１　烘干室包括烘箱、烘房及烘道，其设计、安装、使用的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３的规定。

５．２．２　进入烘干室的工件应避免撞击、振动、强气流冲刷。

５．２．３　烘干室内工件上每公斤粉末应送入１０ｍ
３ 的新鲜空气，其可燃性气体允许浓度不应超过其爆炸

极限的２５％，空气中粉末含量应符合４．３．２ａ）的规定。

５．２．４　烘干（固化）室的结构应便于清理积粉。

５．３　其他设备

５．３．１　回收、供粉、筛粉等设备均应符合４．８、４．９、４．１０的规定，其中回收装置应符合６．４的规定。

５．３．２　供粉、筛粉装置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制作，并应设计成不外逸粉末、不易积聚粉末而易清理的

结构形式。

５．３．３　风机的轴承和其他运载设备的部件应设置防止粉尘侵入的防护装置。

６　通风与净化

６．１　通风净化应符合ＧＢ６５１４的有关规定。

６．２　应按４．３．２的规定从安全与卫生两方面计算和核算喷粉室的排风量，为确保有足够排风量，应遵

循以下原则进行计算：

ａ）　开口面积应包括所有自动与手动操作口、工件进出口、悬链出入口、其他工艺安装孔；

ｂ）　喷室内粉末最大悬浮量应包括所有自动、手动枪的最大出粉量，但应考虑到沉积到工件上减

少的粉量和空喷时未沉积到工件上的粉量，以及供粉器返回喷室的悬浮粉量；

ｃ）　风机排风量应附加１０％～１５％系统漏风量；

ｄ）　排风量计算方法见附录Ａ。

６．３　喷粉室的铭牌上应标明额定最低排风量。

６．４　回收系统

６．４．１　回收系统一级旋风分离应按吸入式将风机布置在旋风分离器出口，风机叶片宜选用铝合金材料

４

犌犅１５６０７—２００８



制作，严禁使用塑料风机，如风机后串联二级袋式除尘器，而且为自动喷涂，则风机应选择防爆型。其电

动机选型应符合４．８．１的规定。

６．４．２　回收装置应选用导电材料制作。袋滤器应选择防静电滤料。

６．４．３　过滤式回收装置应采用有效的清粉装置，不宜采用易积聚粉末的折叠式结构。自动喷涂时，应

能自动检测系统阻力，当过滤器无气流通过或气流量减少到某设定值时，能停止作业。

６．４．４　与喷粉室相连的粉末回收装置以及高效过滤器应设置能将爆炸压力引向安全位置的泄压装置。

６．４．５　风机应定期校核排风量，如果排风量下降过大，应停止作业进行检修。

６．４．６　连续自动喷粉作业的回收系统应配备风量监测器，当风量低于安全值时，喷粉装置能自动停止

喷粉。

６．４．７　排风机转动部件应为不发火材料，风机内部件不应产生相互摩擦、碰撞，并同时留有足够的间隙

防止火花产生。转轴不允许因偏重或安装而改变同心度。

６．５　通风管道应保持一定风速，同时应有良好接地，防止粉末和静电积聚。

６．６　喷粉作业如循环使用排放废气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ａ）　回流到作业区的空气含尘量不能超过３ｍｇ／ｍ
３；

ｂ）　不允许产生粉尘沉积；

ｃ）　回流气体不含有易燃易爆气体；

ｄ）　监测排出气体中粉尘浓度。

６．７　含粉尘的排风管道应采用法兰连接的圆形管道敷设。

７　粉末涂料的贮存和输送

７．１　在喷粉区内只允许存放当班所需的粉末涂料量，不应存放过多的粉末涂料。

７．２　用粉量较大的连续自动喷涂，粉末应贮存在较大的密闭筒仓（容器）内，并应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ａ）　筒仓（容器）应用围护栏杆围成安全隔离带，隔离带内严禁一切火种和热源进入；

ｂ）　筒仓（容器）材料应使用导电材料制作并有效地接地；

ｃ）　卸料应防止粉末飞扬，若用旋转阀卸料，应防止粉末发黏、焦结；

ｄ）　筒仓（容器）与喷粉区需设置防止燃烧或爆炸传递的装置。

７．３　不应使用易产生静电积聚的材料包装粉末涂料，不应一次性连续大量投料和强烈抖动。

７．４　不应将粉末涂料置于烘道、取暖设备等易触及热源的场所。

７．５　粉末涂料不应与溶剂型涂料及稀释剂存放在一起。

７．６　粉末涂料应用圆型管道输送，不应用其他异型管道输送。输送粉末涂料的管道宜采用防静电材料

制作并有效接地，不宜用非金属材料管道作长距离输送。

７．７　输送粉末管道管径不应过小，并具有足够大的弯曲半径。管道、阀门、管件应采用不易堵塞的结

构，管道内壁光滑不宜设置网格等妨碍输送的物体，并防止有外界杂物混入。

８　操作与维护

８．１　喷粉操作应在排风机启动后至少３ｍｉｎ，方可开启高压静电发生器和喷粉装置。在停止作业时，

应先停高压静电发生器和喷粉装置，３ｍｉｎ后再关闭风机。

８．２　以下设备或部件及其规定指标应作定期检查并做记录。检查其是否正常及符合有关规定：

ａ）　风机、回收装置及其风量、作业区粉末浓度、喷粉室内粉末浓度、喷粉室开口断面风速、粉尘排

放浓度；

ｂ）　风机轴承及其他运转部件是否粘附或焦结粉末，粉管及设备是否堵塞；

ｃ）　高压静电发生器、喷枪接地、烘干（固化）室是否正常；

ｄ）　设备器具检查和积粉清理周期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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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当出现喷粉室开口断面风速低于最小设计风速、风机故障、回收供粉系统堵塞、高压系统故障、漏

粉跑粉等非正常状态时，应停止作业，待故障排除后方可继续作业。

８．４　喷粉室日常积粉清理和清粉换色时应注意呼吸系统的防护并对所用器具采取接地等防静电措施。

积粉清理宜采用负压吸入方式，不应采用吹扫的清理方式。

８．５　应及时清除作业区地面、设备、管道、墙壁上沉积的粉末，以防止形成悬浮状粉气混合物。

８．６　挂具上涂层应经常清理，以确保工件接地要求。

８．７　及时清理烘干固化室加热元件表面积粉，以防止粉末裂解气化导致的燃烧。

８．８　当自动喷粉系统处于运行状态时，除补喷工位持枪者手臂外，人体各部分均不应进入喷室。

８．９　不应在设备运行高压未切断时进行设备维修。

８．１０　在回收、净化装置的卸料口及卸料过程中，应有防止粉尘飞逸的措施。

８．１１　作业运行中应注意观察，挂具及工件不得有卡死、摇摆、碰撞和偏位滑落现象。

８．１２　操作人员应穿戴防静电工作服、鞋、帽，不应戴手套及金属饰物。

８．１３　操作人员应按ＧＢ７６９１要求进行岗前培训。

８．１４　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有职业禁忌证的人，不应从事喷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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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静电喷粉室排风量（抽风量）计算方法

犃．１　静电喷粉室排风量通常是为了喷粉作业时的安全与操作工人的健康设定的，分别用安全与卫生

两种方法计算然后取其大值。

犃．１．１　以安全角度计，见式（Ａ．１）。

犙１ ＝
犌·狀（１－犓）·犓１·犓２

０．５犮
×６０ …………………………（Ａ．１）

　　式中：

犙１———按安全方式计算的最小排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犌———单支喷枪最大出粉量，单位为克每分钟（ｇ／ｍｉｎ）；

狀———同时喷涂的喷枪数；

犓———粉末上粉率，一般取０．４～０．８；

犓１———工件不连续进入（工件间有空隙）积粉系数１．２～１．６；

犓２———粉末在喷室内悬浮系数，一般为０．５～０．７；

犮———粉末爆炸最低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ｇ／ｍ
３）。

犃．１．２　以防止粉尘外逸计，见式（Ａ．２）。

犙２ ＝３６００（犃１＋犃２＋犃３）犞 …………………………（Ａ．２）

　　式中：

犙２———按卫生要求计最小排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犃１———操作面开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犃２———工件进出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犃３———工艺及其他孔洞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犞———开口处断面风速，一般取０．３ｍ／ｓ～０．６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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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例行检查清理一览表

　　见表Ｂ．１。

表犅．１　例行检查清理一览表

序　号 部位名称或指标 内　　容 周期／ｄ

１ 风机轴承及其他运转部件 粉尘粘附或焦结 １

２ 风机抽风量 检查 ７

３ 喷粉室及作业区粉末浓度 检查 ７

４ 喷粉室开口处断面风速 检查 ７

５ 回收废气排放浓度 检查 ３０

６ 喷粉室内积粉 清理 当班～１

７ 挂具涂层 检查清理 随时

８ 过滤式回收装置及净化器 检查清理 ３～７

９ 旋风式回收装置及湿法净化器 检查 ７～１０

１０ 高压静电发生器、接地、烘干（固化）室 检查 ７

１１ 作业区地面 清理 当班

１２ 设备、管道外壁 清理 ３～７

１３ 墙壁及天花板 清理 ３～７

１４ 粉管及输粉设备 检查堵塞漏粉 随时

１５ 回收排风与喷粉室联锁 检查 ７

８
０
０
２—

７
０
６
５
１
犅
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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