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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外壳防妒等级（IP) degr筒。r prot配tion of enclosure IP 

按照 GB 4208-2008 规定的数字前加符号 IP，用以表明电气设备外壳：

一一防止人员触及或接近外壳内部带电部件和活动部件〈光滑的转轴及类似件除外〉；

一一防止团体外物送入电气设备内部；和

一一防止水送入电气设备内部。

注 l g 对旋转咆机的详细试磁要求见 GB/T 4942.1- 2006, 
注 2 I 具有 IP 防护等级的外壳未必等同第 l 章所列设备的防爆理式外先．

3. 11 

粉尘 dust 

包括可燃位粉尘和可燃位飞絮的通称。

3. 11. 1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 dust 

标称尺寸 500 pm及以下的团体颗桩，可悬浮在窒气中，也可依靠自身军量沉淀下来，可在空气中

燃烧或炯燃，在大气压力和常温条件下可与窒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颗糙。

注 l g 包括 GB/T 6919-1986 规定的粉尘和砂越．

注 2 I 术语固体颗校是指固态颗枝，而不是指气态就液态颗校，但不排除空心颗越．

3. 11. 1. 1 

导电性粉尘 conductive dust 

电阻率等于或小于 10' n. m 的可燃位粉尘。
注， GB 12476. 9-2010 规定了粉尘咆阻率的测定方法．

3. 11. 1. 2 

非导电性粉尘 non-conductive dust 

电阻率大于 10' n. m 的可燃性粉尘。
3. 11. 2 

可燃性飞絮 combustible flyings 

标称尺寸大于 500 µm，可悬浮在窒气中，也可依靠自身重量沉淀下来的包括纤维在内的固体颗糙。

注，飞慧的实例包括人造纤维、棉花（包括棉绒纤维、棉纱头〉、剑廊、货麻、麻屑、可可纤维、麻慧、废打包木丝绵 ．

3. 12 

尘密外壳 dust- tight enclosure 

能够阻止所有可见粉尘颗位选人的外壳。

3. 13 

防尘外壳 dust-prot配t创 enclosure

不能完全阻止粉尘选人，但选人量不会妨碍设备安全运行，旦不会在外壳内容易引起点燃危险部位

和、聚的外壳。

3. 14 

电气设备 d创trical apparatus 

全部或部分利用电能的设备。

注，包括发电、输电、配电、蓄电、电测、调节、变流、用电设备和通讯设备 ．

3. 15 

限能设备的电气参数 el缸trical parameters-ap阳ratus with en吨y limitation 

3. 15. 1 

最大外部电容 maximum external capacitance 

c. 
可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防爆型式失效的最大电容。

7 



GB 3836.1-2010 

3. 15. 2 

最大外部电感 maximum external inductance 

L。

可连接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防爆型式失效的最大电感。

3. 15. 3 

最大输入电流 maximum input current 

可施加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防爆型式失效的最大电流〈交流峰值或直流〉。

3. 15. 4 

最大输入功率 maximum input power 
p, 

可施加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防爆型式失效的最大功率。

3. 15. 5 

最高输入电压 maximum input voltage 

U; 

可施加到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防爆型式失效的最高电压〈交流峰值或直流〉。

3. 15. 6 

最大内部电容 maximum internal capacitance 

C; 

呈现在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的电气设备最大等效内部电容。

3. 15. 7 

最大内部电感 maximum internal inductance 

L ; 

呈现在电气设备连接装置的电气设备最大等效内部电感。

3. 15. 8 

最大输出电流 maximum output C町rent

可从电气设备连接装置上获得的电气设备的越大电流〈交流峰值或直流〉。

3. 15. 9 

最大输出功率 maximum output power 

P. 

可从电气设备获得的最大功率。

3. 15. 10 

最高输出电压 maximum output voltage 

u. 
施加电压达到最高电压时，可能出现在设备连接装置上的最高输出电压〈交流峰值或直流〉。

3.15.11 

3. 16 

8 

最高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直流电压 maximum r. m. s. a.ιor d. c. voltage 

Um 

施加到关联电气设备的非限能连接装置上而不会使防爆型式失效的最高电压。

外壳 enclosure

构成电气设备防爆型式和／或 IP 等级的整个壳壁、门、盖、电缆引人装置、操纵杆、芯轴和转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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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爆炸性环填用〉设备 equipment ( for 四plosive atmos协eres)

爆炸性环镜中作为电气装置的部件或与其有关的包括仪器、附件、组件、元件的总称。

3. 18 

设备保妒级§!I] equipment prot缸tion level 

EPL 

根据设备成为点燃源的可能性和爆炸性气体环挠、爆炸性粉尘环埃及煤矿甲烧爆炸性环槐所具有

的不同特征而对设备规定的保护级别。

注，可随意选择设备保护级别作为一套装置’E体危险评定的一部分，见 GB 3836. 15 和附录 E,

3. 18. 1 

Ma级 EPLMa

安装在煤矿甲烧爆炸性环镜中的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该级别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使设备在

正常运行、出现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甚至在气体突然出现设备仍带电的情况下均不可能成为点燃源。

3. 18. 2 

Mb级 EPLMb

安装在煤矿甲烧爆炸性环镜中的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级别，该级别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使设备

在正常运行中或在气体突然出现和设备断电之间的时间内出现的预期故障条件下不可能成为点

燃源。

3. 18. 3 

臼级 EPLGa

爆炸性气体环榄用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出现的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时不是

点燃源。

3. 18. 4 

Gb级 EPLGb

爆炸性气体环魏用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或预期故障条件下不是点燃源。

3. 18. 5 

Ge 级 EPLGc

爆炸性气体环魏用设备，具有“－般”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中不是点燃源，也可采取－些附加保

护措施，保证在点燃源预期经常出现的情况下〈例如灯具的故障〉不会形成有效点燃。

3. 18. 6 

Da 级 EPLDa

爆炸性粉尘环魏用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出现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条件下不

是点燃源。

3. 18. 7 

Db级 EPLDb

爆炸性粉尘环榄用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或出现的预期故障条件下不是点燃源。

3. 18. 8 

De级 EPLDc

爆炸性粉尘环榄用设备，具有“－般”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是点燃源，也可采取－些附

加保护措施，保证在点燃源预期经常出现的情况下〈例如灯具的故障〉不会形成有效点燃。

3. 19 

Ex 封堵件 Ex blanking element 

与设备外壳分开进行检验，装配在具有防爆合格证的设备外壳上不需要附加条件的螺纹式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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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注 l g 不排除封堵件取得 Ex元件防爆合格证．

注 2 I 非鲸纹封堵件不视为设备．

3.20 

Ex 元件 Ex component 

不能单独使用并辛苦有符号“U”，当与电气设备或系统－起使用时，需附加认证的爆炸性环槐用电气

设备的部件或组件（Ex 电缆引人装置除外〉。

3.21 

Ex 螺纹式管接头 Ex thr铀d创 adapt臼·

与设备外壳分开进行检验，装配在具有防爆合格证的设备外壳上不需要附加条件的螺纹式管接头。

注，不排除鲸纹式管接头取得 Ex元件防爆合格证．

3.22 

爆炸性环绕 explosive 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蒸气、粉尘、纤维或飞絮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

能够保持燃烧自行传播的环绕。

3.23 

爆炸性粉尘环绕 explosive dust 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粉尘、纤维或飞絮的形式与窒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

烧自行传播的环绕。

3.24 

爆炸性气体环绕 explosive gas a恤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或蒸气的形式与窒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烧自

行传播的环绕。

3.25 

试验用爆炸性混合物臼plosive t幽t mixture 

用于爆炸性气体环榄用电气设备试验的特定爆炸性混合物。

3.26 

爆炸性气体环绕的点燃温度 ignition temperature of an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 

在 GB/T 5332-2007 规定的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或蒸气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热表面

点燃的最低温度。

3.27 

粉尘层的点燃温度 i伊ition temperat町e of a dust layer 

规定厚度的粉尘层在热表面上发生点燃的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注，粉尘层的点燃温度可根错 GB 12476. 8-2010 规定的试磁方法测定．

3.28 

粉尘去的点燃温度 i伊ition temperat町e of a dust cloud 

集尘装置内窒气中所含粉尘云发生点燃时集尘装置内壁的最低温度。

注，粉尘云的点燃温度可根错 GB 12476. 8-2010 规定的试磁方法测定．

3.29 

10 

故障 malfunction 

设备或元件不能实现预定的防爆功能。

注，本部分中所指的故障可由多种原因造成，包括，

一一设备的一个（或多个〉部件或元件的失效s

一一外部干扰（例如，冲击、振动、电磁场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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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9. 1 

一一设计错误或有缺陷（例如，软件出错） ; 

一一电源或其他工作干扰s

一一操作人员的误操作（尤其是手动设备λ

预期故撞 ex阳ted malfnnction 

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设备损坏或失效。

3. 29. 2 

罕见故障 rare malfnnction 

已知要发生，但仅在罕见情况下才会出现的故障类型。两个独立的可预见故障，单独出现时不产生

点燃危险，但共同出现时产生点燃危险，它们被视为－个罕见故障。

3.30 

最高褒面温度 maxlmnm S町face temperature 

在最不利运行条件下〈但在规定的容许范围内〉工作时，电气设备的任何部件或任何表面所达到的

最高温度。

注 l g 对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来说，该温度可出现在设备内部零部件上或外究表丽，视防爆~式而定．

注 2，对于爆炸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来说，该温度出现在设备外究表丽，且可包括确定的粉尘层条件．

3.31 

正常运行 normal operation 

设备在电气上和机械上符合设计规范并在制造商规定范围内的运行状况。

注 l g 制造商规定的范回包括持续运行条件，例如，咆动机在工作用期内运行．

注 2 I 咆源咆压的变化在规定范国内和任何其他运行容主量都属正常运行．

3.32 

射频 radio freqnenci曲

3. 32. 1 

平均时闹 averaging time 

阙功率平均值的－段时间。

3.32.2 

连续发射 continuous transmission 

脉冲持续时间大于热起燃时间的－半的发射。

3.32.3 

脉冲发射 pnlsed transmission 

脉冲持续时间小于热起燃时间的－半，但两个连续脉冲的间隔时间又长于三倍热起燃时间的

发射。

3.32.4 

熟起燃时间 thermal initiation time 

火花释放出的能撞在P、聚在其周围小范围的气体中没有明显热损娓的时间。

注，在小于热起燃时间内，起燃与否取决于火花沉积的总能量．热起燃时间过长时，能量沉积的功率或速率成为起

燃与否的决定因素．

3.32.5 

阑能量 threshold ene鸣Y

Z也

脉冲式射频发射中，能从接收体获取的单个脉冲的越大能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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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6 

3.33 

3.34 

3.35 

3.36 

阑功率 threshold power 
p也

发射器的有效输出功率与天线增益的乘积。

额定值 rated value 

通常由制造商给定的用以规定设备、装置或元件工作条件的－组数值。

定额 rating 

额定值和运行条件的集合。

可更换的电池组 rep lac铀hie battery pack 

包含－个或多个互联单体电池，与整个保护单元共同形成－个完整的可更换的电池组合。

工作温度 service temperature 

设备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所达到的温度。
注，设备的不同部位可能达到不同的工作温度．

3.37 

符号“U” symbol “U” 
用于表示 Ex元件的符号。

注，符号“U＂用于表明设备是不完擎的，不经进一步评定不适合安装使用．

3.38 

符号“X” symbol “X”

用于表示安全使用特殊条件的符号。
注，符号“X＂为识别标志，表明防爆合格证包含设备安装、使用和维护的一些基本信息．

3.39 

3.40 

3.41 

3.42 

3.43 

接量最空腔 terminal comp町恤ent

与主外壳连通或不与主外壳连通的，包含连接件的单独窒腔，或主外壳的－部分。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 

常规试验

对每台产品在制造期间或制造完工后进行的确定其是否符合某－标准的试验。

型式试验 type t倒

对－台或多台符合某－设计的产品进行的、表明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试验。

防爆型式 type of prot配tion 

为防止点燃周围爆炸性环槐而对电气设备采取的各种特定措施。

工作电压 working voltage 

在额定电压下给设备供电时出现的通过特定绝缘的最高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直流电压。

注 l g 忽略瞬态效应．

注 2 I 考虑开路状态和正常工作状态．

4 设备分类

爆炸性环绕用电气设备分为 I 类、 E 类和皿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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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I 类

I 类电气设备用于煤矿瓦斯气体环绕。

注， I类防爆~式考虑丁瓦斯和煤粉的点燃以及地下用设备增加的物理保护措施．

用于煤矿的电气设备，当其环绕中除甲烧外还可能含有其他爆炸性气体时，应按照 I类和 E类相应

可燃位气体的要求进行制造和试验。该类电气设备应有相应的标志〈例如：“Ex d I I II B T3”或

“Exd I I II (NH。”。
4. 2 n 类

E类电气设备用于除煤矿瓦斯气体之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绕。

E类电气设备按照其拟使用的爆炸性环绕的种类可避－步再分类。

E类电气设备的再分类：

• II A类 z代表性气体是丙烧；

• IIB 类：代表性气体是乙烯；

• II c类 z代表性气体是氢气。

注 l g 以上分类的依据，对于隔爆外壳电气设备是最大试戴安全间隙（MESG），对于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是最小点

燃电流比（MICR）（见 GB 3836. 11-2008 和 GB 3836. 12- 2008), 

注 2 ＇标志 E B的设备可适用于E A设备的使用条件．标志 HC类的设备可适用于E A 和 E B类设备的使用条件．

4. 3 m 类

皿类电气设备用于除煤矿以外的爆炸性粉尘环绕。

皿类电气设备按照其拟使用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的特性可避－步再分类。

皿类电气设备的再分类：

• IDA 类：可燃位飞絮；

• IDB 类：非导电位粉尘；

皿C类 z导电位粉尘。

注，标志mB的设备可适用于mA设备的使用条件，标志mC类的设备可适用于mA Jilt ill B类设备的使用条件．
4. 4 特定爆炸性环绕用设备

电气设备可按某－特定的爆炸性环绕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信息应记录在防爆合格证中并

在电气设备上进行相应地标志。

5 温度

5. 1 环绕影响

5. 1. 1 环绕温度

通常情况下，也气设备使用的环绕混度应为－20 ℃～＋40 ℃，此时不需要附加环绕混度标志。但当

电气设备预计使用在不同于以上环绕混度范围时视为特殊情况，标志应包括符号 T， 或 T，晴和上限或下限

环绕混度，如果不可行，符号“X”应指明包括上限或下限环绕混度的具体使用条件。见 29. 2e）和表 1。

注，环搅温度范回可缩小，例如－5 ℃ ‘T••• . 15 ℃． 

褒 1 运行中的军事镜温度和附加标志

咆气设备 运行中的环境温度 附 加标志

正常情况 最高，＋40 ℃ 元

最低，－20 ℃

特殊情况 由制造商规定 T， 或 T•••附加规定范阻，例如，－30 ℃、电乙、＋40 ℃lilt符号“X"

5. 1. 2 外部热源或冷源

如果电气设备用物理方法与－个单独的外部加热源或冷却源〈如被加热或被冷却的工艺容器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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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连，则外部热源或冷源的额定值应在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中进行规定。

注 l g 这些值的表示方式将根错玲、热源的种类发生变化．对于大体积的设备，通常以最高或最低温度表示就足够．

对于小体积的设备，草草导热通过热绝缘材料的热源，可采用热通量表示．

注 2，最终安装时须考虑辐射产生的热的影响．见 GB 3836. 15. 

5.2 工作温度

如果本部分或专用防爆型式标准要求在设备的任何部位测量电气设备的工作温度，则湿度测定应

在额定负载情况下，设备处于最高或最低环绕温度和最大额定外部热源或冷源时进行。如果要求工作

混度试验，则应按照 26. 5. 1 的规定进行。

注，由制造商绘出的电气设备的定额包括环搅温度、电源和负载特性、工作用期或工作类型．

5.3 最高褒面温度

5. 3. 1 最高褒面温度的测定

当设备承受最高环缆温度和相应的最大额定外部热源时，应按照 26. 5. 1 的规定或相关防爆型式标

准的具体要求测定最高表面温度。

5.3. 2 最高褒面温度的限制

5. 3. 2. 1 I 类电气设备

对于 I类电气设备，其最高表面温度应按照 24 章的要求在相关文件中规定。

最高表团温度不应超过：

一－150 ℃，当电气设备表面可能堆积、煤尘时；

一－450 ℃，当电气设备表面不会堆积、煤尘时〈例如防粉尘外壳内部〉。

注 s 当用户选用 I 类电气设备时，如果温度越过 150 ℃的设备袭商上可能堆积煤尘，则应考虑煤尘的影响及其知燃

温度．

5.3. 2.2 E 类电气设备

测定的最高表面温度〈见 26.5. 1）不应超过：

一一规定的温度组别〈见表 2）；或

一一规定的最高表面温度；或

一一如果适用，拟使用环绕中的具体气体的点燃温度。

褒 2 E 类电气设备的最高褒面温度分组

温 度 组 别 最高袭商温度／℃

Tl 

T2 

T3 

T4 

TS 

T6 

注，不同的环搅温度及不同的外部热源和玲源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温度组别 ．

5.3. 2.3 E类电气设备

5. 3. 2. 3. 1 测定无粉尘层的最高褒面温度

测得的最高表面温度〈见 26.5. 1）不应超过：

一一规定的越高表面温度；

一一拟使用的具体的可燃性粉尘层或粉尘云的点燃混度。

5.3. 2.3.2 有粉尘层的最高褒面温度

450 

300 

200 

135 

100 

85 

除了 5. 3. 2. 3. 1 要求的越高表面温度外，也可测定环绕设备所有侧面形成的粉尘厚度 凡的最高

14 



GB 3836.1-2010 

表面温度，文件中另有规定时除外，并按 29. 4d）的要求，用符号“Y指明具体使用条件。

注 l g 粉尘层最大厚度 TL 可由制造商规定．

注 2 I 粉尘层堆积可能达到 50 mm 的设备的附加使用信息在 GB 12476. 2-2010 中绘出．

5.3. 3 I 类或 E类电气设备的小元件温度

最高表面温度不应超过温度组别，下列情况除外。

对于超过温度组别允许温度的小元件，例如晶体管或电阻，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之－，则应视为符合

要求z

a) 当按照 26. 5. 3 试验时，小元件不应引起可燃位混合物点燃，并且由较高温度引起的任何变形

或损坏均不应损害防爆型式；

b) 对于 T4 组和 I类电气设备，小元件应符合表 3a 和表 3b 的规定；

。 对于 T5 组，表面积〈不包括导线〉小于 1 000 mm＇的元件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150 ℃。

褒 3a 环填温度为 40 ℃时按元件尺寸评定温度组§llJ

I 类
n j类 T4组

不包括导线的总表面积 粉尘除外

F 最高袭商温度 最大消辈革功率 最高表面温度 最大消辈革功率

℃ w ℃ w 

F< 20 mm2 275 950 

20 mm2< F< 1 000 mm2 200 1. 3 3. 3 

F>l 000 mm' 1. 3 3. 3 

褒 3b 按元件尺寸对温度组别的评定·最大消将功率随环镜温度变化

最高环搅温度／℃ 设备类别 40 50 60 70 80 

n j类 1. 3 1. 25 1. 2 1. 1 1. 0 
最大消辈革功率／W

I类 3. 3 3.22 3. 15 3. 07 3. 0 

对于电位器，其表面应是电阻元件的表面，而不是电位器的外表面。试验时，应考虑整个电位器的

安装布置、散热及冷却所产生的影响。温度应在专用防爆型式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流过电流的印

制导线上进行测量。如果这将导致比 10%印制线阻值还小的电阻值时，则应在 10%印制线阻值时进行

测量。

对于总表面积不大于 1 000 m旷的元件，其表面温度可以超过 E类电气设备上标志的温度组别，

或 I类电气设备的相应最高表面温度，如果这些表面不会出现点燃危险，则安全裕度为：

a) Tl、T2、T3 组为 50 K; 

的 T4,T5 、T6 组和 I类电气设备为 25 K。

该安全裕度应依据类似元件的检验，或通过电气设备在相应的爆炸性混合物中进行试验来保证。

注，在进行试磁时，安全裕度可通过提高环境温度的方法来达到．

6 对所有电气设备的要求

6. 1 总则

电气设备和 Ex 元件应：

a) 符合本部分的规定，并符合第 1 章所列－种或多种专用标准的要求。

注 l g 这些专用标准可改变本部分的要求．

注 2 I 标志为增安理“e’p的电缆寻｜人装置的所有要求见 GB 3836.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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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相关工业标准的安全要求制造。

注 3 I 本部分不要求检撞机构披证这些要求的符合性．制造商宜按本部分第 29 :i曾对电气设备或元件进行标志（并

且在文件中写明符合的依蟹，见第 28 :i曾λ

注 4，如果电气设备或 Ex元件承受特别不利的使用条件（例如，野蛮装卸、湿皮影响、环境温度变化、化学剂影响、

腐蚀等｝，这些宣由用户对制造商提出要求．如果要求放证，本部分没有对检撞机构确认不利条件的适合性

进行规定．当接线端子、烙断器央、灯座和带电连接件上的振动效应可能影响安全时，宜采取特殊的预防措

施，符合专用标准规定的除外• I 类电气设备的防潮要求见附录 c.

6.2 设备的机械强度

设备应承受 26. 4 规定的试验。防止冲击的护板应只有用工具才能拆卸，并且在规定的冲击试验时

应保持位置不变。

6.3 设备外壳打开时闹

可被打开的外壳，其打开的时间应比下列要求的时间更长：

a) 内装电容器，当充电电压为 200 v或以上时，放电至下列剩余能量所需时间：

• I 类或 E A类电气设备，O. 2 mJ; 
• II B 类设备：0. 06 mJ; 
• II C类设备：0. 02 mJ，包括仅标志 E类的电气设备；

- m类设备： 0. 2 mJ 。
或者，如果充电电压低于 200 v，剩余能量为上述能量的 2 倍；或

b) 内装热元件的表面温度降至低于电气设备的温度组别温度所帘的时间。

应设下列之－的警告标志：

• 外壳开启延迟时间标志按照 29. 11心的规定；

• 外壳开启标志按照 29. llb）的规定。

6.4 环流

必要时，应对由于杂散磁场引起的环流、中断该电流电路产生的电弧或火花，或由该电流引起的过

高温度的任何影响采取预防措施。

注 11 杂散磁场可引起大电流在大型旋转电机外壳内流动，尤其是在电动机起动时．避免这些电流电路间歇性中断

产生火花尤为重要．

注 2，可采取的预防措施包括，

一一等电位联接s或

一一提供足够多的.固件．

等电位导体应设计成当电动机起动时，电流只通过设计的连接点，而不通过任何绝缘接合处。为了

确保在不利运行条件〈如震动或腐蚀〉下电流安全传导而无危险火花，跨接片应按照 15. 4 的规定防止腐

蚀和松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离等电位部件较近的裸霹挠性导线。

对保证环流不能通过的绝缘，不要求等电位导体，但对暴霹的绝缘导线，应采取预防措施保证充分

接地。在这些部件之间的绝缘应能承受 100 V r. m. s，历时 1 min 的耐电压试验。

6.5 衬垫保持

如果外壳的防护等级取决于外壳接合处的衬垫，而且在安装或维护时要打开接合处，衬垫应粘附或

固定到配合面之－上，以防丢失、损坏或错误安装，衬垫材料本身不应粘附到其他接合面上。

注，可用胶粘剂将衬垫粘附在配合面的－面上．

6.6 电磁能和超声波能辐射的设备

能量等级不应超过下列规定值。

注，使用较高功率辐射源的其他指南见 CLC/TR 50427《可燃性气体被射颜偶然点燃的评定 指南＞.

6. 6. 1 射频源

射频为（9 kHz~ 60 GHz）的连续发射和脉冲时间超过热起燃时间的脉冲发射的阀功率，不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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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的值。不允许用户对程序进行设定或对软件进行控制。

褒 4 射频阑功率

设 备主睡 jjlj 阙 功 率／W 热起燃时间（平均时间〉／ρ

I类 6 200 

n A类 6 100 

n B类 3. 5 80 

n C类 2 20 

m类 6 200 

注，由于有较大的安全系数，这些值适用于 Ma、Mb、Ga,Gb,Gc、Da 、Db、De级别的设备．

对于脉冲时间比热起燃时间短的脉冲雷达或其他发射形式，阀能量 Z由不应超过表 5 的值。

褒 5 射频阑能量

设备类别 阙能量 z,,/iJ 

1类 l 500 

n A类 950 

n B类 250 

n C类 50 

m类 1 500 

6.6. 2 激光或其他连续渡源
注 g !EC 60079-28 中绘出了 Ga,Gb、Ge 的值．

EPLMa或 Mb级电气设备的激光或其他连续波源的输出参数不应超过下列值：

一一激光或其他连续波源：20 mW/mm＇或 150 mW; 

一一脉冲向隔至少 5 s 的脉冲激光或脉冲光源：0. 1 mJ/mm2 。

EPLDa或 Db级电气设备的激光或其他连续波源的输出参数不应超过下列值：

一一连续波激光或其他连续波源：5 mW/mm＇或 35 mW; 

一一脉冲间隔至少 5 s 的脉冲激光或脉冲光源，O. 1 mJ/mm2 。

EPLDc级电气设备的激光或其他连续波源的输出参数不应超过下列值：

一一连续波激光或其他连续波源： 10 mW/mm＇或 35 mW; 

一一脉冲激光或脉冲光源，O. 5 mJ/mm2 。

脉冲间隔小于 5 s 的辐射源视为连续波源。

6.6. 3 超声波源

EPL Ma,Mb,Ga,Gb,Gc、Da,Db,Dc级电气设备超声波源的输出参数不应超过下列值：

一一连续源：0.1 W/cm2 和 10 MHz; 

一一脉冲源，O. 1 W/cm2 和 2 mJ/cm2 。

7 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7. 1 总则

7. 1. 1 适用范围

本章和 26. 7 规定的要求应适用于与防爆型式有关的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注 l g 与防爆型式有关的外壳的非金属部件的一些实例包括，“e”型外亮或“tD＂塑外壳盖的密封阁、“d’p型或“e”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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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引人装置的旗料、电缆引人装置的密封回、“e”型开关执行机构的密封件等 ．

7. 4 的要求也适用于外壳外表团使用的非金属部分。

注 2 I 外壳外表面通常附加非金属的涂层、薄腹、销片和薄板，提供附加环境保护． 本擎涉及宫们集到E静电电稿的

能力 ．

7. 1. 2 材质要求

按照 24 章规定的文件应说明外壳或外壳部件的材质。

7. 1. 3 塑料材质

塑料材质的技术要求应包括下列内容z

a) 制造商名称；

b) 包括颜色、填充剂百分比和其他添加剂〈如果使用〉在内的准确完整数据；

c) 可能进行的表面处理，如涂清漆等；

d) 对应热稳定曲线 20 000 h点的温度指数 TI，在该点按照 GB/T 11026. 1 2003 、GB/T 11026. 2一

2000 和 GB/T 9341-2008 测定时，其弯曲强度降低不超过 50%。如果材料在热辐射之前试

验不折断，则温度指数应按照 GB/T 1040. 2-2006 标准规定的 I A或 I B类试棒测定的抗拉

强度确定。相对热指数（RTI－机械冲击〉可按照 ANSI/UL746B确定的值来代替 T I . 
应提供用于确定上述特性的数值。

注，对于需要放证塑料材质是否符合制造商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不做规定 ．

7. 1. 4 弹性材料

弹性材料的技术要求应包括下列内容z

a) 制造商名称；

的 包括颜色、填充剂百分比和其他添加剂〈如果使用〉在内的准确完整的数据；

c) 可能进行的表团处理，如涂清漆等；

d) 连续运行温度（COT）。相对热指数（RTI－机械冲击〉可按照 ANSI/UL746B 确定来代

替 COT。

应提供用于确定上述特性的数值。

注，对于需要放证弹性材料材质是否符合制造商的技术要求，本部分不做规定 ．

7.2 热稳定性

7. 2. 1 热稳定性试验

耐热试验和耐寒试验应按照 26.8 和 26.9 进行。

7.2. 2 选择材料

在最高环榄温度条件下使用时，塑料材料对应 20 000 h 点的温度指数 TI 或 RTI（机械冲击〉应比

塑料外壳或外壳的塑料部件最热点的温度〈见 26.5. 1）至少商 20 K 。

弹性材料的连续运行温度（COT）下限值应低于或等于最低运行温度，上限值至少比最高运行温度

高 20 K。

7.3 耐光性

非金属外壳或外壳的非金属部件的耐光性应满足要求〈见 26. 10）。

如果没有防止光照保护措施，与防爆型式有关的、由非金属材料制成的外壳或外壳部件应进行耐紫

外线光照试验。对于 I类电气设备，该试验仅对灯具进行。

如果设备安装及安装以后有防光照〈例如日光或灯光〉措施，不要求进行该试验，但设备应按照

29.2妙的要求标志符号“X气表明具有特殊使用条件。

注，通常认为玻璃和陶瓷受光照试被影响不大，可不进行该试披 ．

7.4 非金属材料外壳褒面的静电电荷

7. 4. 1 适用性

该条款的要求仅适用于电气设备非金属材料的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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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 避免静电电荷在 I 类或 E类电气设备上积猿

电气设备应设计成在正常使用、维护和清洁时避免由静电电荷引起点燃危险的结构。应通过下列

要求之－满足该要求：

a) 合理选材，使其按 26. 13 的规定测量的表面绝缘电阻不大于 109 !l; 

b) 限定外壳非金属部件的表面织，如表 6所示 9

表面tR、定义如下：

• 对于薄板材料，该面积应为暴露的〈可起电的〉面积；

, 对于弯曲物体，该丽在P、应为绘出最大面织的物体的凸出部分；

• 对于独立的非金属部件，如果它们用接地金属框架围住，则面织应单独评定。
注 l g 如果非金属材料外露面积用接地框架回住，则表面积可增加四倍．

或者，对于有非金属表面的长条形部件，例如管子、细律或绳索，不需考虑表面，但其直径和宽度不

应超过表 7的值。连接外部电路的电缆不属于该要求范围，见 16 . 6. 

c) 限制涂覆在导体表面的非金属层，非金属层的厚度不应超过表 8 的值；

d) 对可转移电荷的限制，采用 26. 1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e) 当按照 26. 15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时，电容测量不能存贮危险电荷；

f) 采用导电涂层的措施。非金属表面可覆盖粘结牢固的导电涂层。涂层和粘结点之间的电阻不

应超过 10• n。 应按照 26 . 13 的要求测量也阻，但要使用 100 mm＇的电极在表面和粘结点之

间最不利的位置测量。设备应按照 29. 2e）的要求标志符号“X”，并在文件中提供等电位联结

的使用指南和让用户确定涂覆材料对环绕条件的耐久性信息。

g) 对于拟用于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避免静电放电危险的预防措施可成为设备安装需考虑的因

素或设备安装过程中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设备应按照 29. 2e）标志“X”，并在文件中提供必

要的信息以确保设备的静电放电危险降至最小。如果适用，设备还应按 29. llg）的规定设置

静电电荷警告牌。

注 2, j主慎重选择使用警告孵方式对静电火花危险的经制．在许多工业应用中，尤其是煤矿井下，警告孵因煤尘的

堆积极有可能难以辨认，如果警告孵上有粉尘堆积，消理警告牌时可能导致静电放咆．

注 3，当选择咆气绝缘材料时，1r考虑保持是小绝缘咆阻，以防止裸露的非金属部件与带电部件接触时出现放咆．

褒 6 褒面积限制

最大表面积／mm2

I类设备
H 类设备

设备保护级别 n A类 n B类 UC类

EPL Ga 5 000 2 500 400 

10 000 EPLGb 10 000 10 000 2 000 

EPL Ge 10 000 10 000 2 000 

褒 7 长〈条〉形部件的直径或宽度

最大革径或宽度／mm

H 类设备
I类设备

设备保护级别 n A类 n B类 n C类
EPL Ga 3 3 l 

30 EPLGb 30 30 20 

EPL Ge 3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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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8 非金属层厚度限制

最大厚度／mm

H 类设备
I类设备

设备保护级别 n A类 n B类 DC类

EPL Ga 2 2 0. 2 

2 EPLGb 2 2 0. 2 

EPL Ge 2 2 0. 2 

7.4. 3 避免静电电荷在E类电气设备上积猿

塑料材质设备的设计应能避免在正常使用时由传播型刷形放电引起的点燃危险，不采用塑料材料

覆盖的导电材料可满足该要求。如果用塑料覆盖导电材料，应具有下列－项或多项特性值2

a) 按 26. 13 的要求试验时，表面电阻不大于 109 !l; 

b) 击穿电压不大于 4 kV（按照 GB/T 1408. 1-2006 规定的方法通过绝缘材料的厚度测量〉；

c) 金属部件上的外部绝缘厚度不小于 8 mm; 

注，在如测量探头或类似元件的金属部件上不小子 8 mm 的外部绝缘不可能出现传播型刷形放电． 当评定使用或

规定的最小绝缘厚度时 ，允许在正常使用时出现预期磨损．

d) 对可转移电荷的限制，采用 26. 1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e) 当按照 26. 15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时，测量电容不能存贮危险电荷。

7.5 阻燃性

I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应具有阻燃性能，具体要求见附录 C。

7.6 螺孔

运行中为调节、检查或其他操作而要打开笼子的紧固螺孔，只有螺纹形状适合于非金属材料外壳

时，才能在非金属材料外壳上攻螺孔。

8 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金属部件

8. 1 材料成分

在 24 章要求的文件中应规定外壳或外壳部件的材质。

注，本部分不要求对材料的化学成分进行试撞撞证 ．

8. 1. 1 I 类电气设备

制造 I类 EPLMa级或 Mb级电气设备外壳材料，按质量百分比的总含量不应超过z

a) 15%的铝、镜、铁和错；

b) 7. 5%的缓、铁和错。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I类携带式测量设备，但设备应按 29. 2e）的要求标志符号“X”，并在特殊使用条

件中指明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特别注意事项。

I类手持式或支架式电钻〈及其附带的插接装置〉、携带式仪器仪表、灯具的外壳，可采用抗拉强度

不低于 120 MPa，且按 GB/T 13813-2008 规定的摩擦火花试验方法考核合格的轻合金制成。

8. 1. 2 E 类电气设备

20 

制造用于不同保护级别的 E类电气设备外壳材料，按质量百分比的总含量不应超过2

. 对于 EPL Ga: 

10%的铝、续、铁和错；

7. 5%的缓、铁和错；

• 对于 EPL Gb: 

7. 5%的缓和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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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EPLGc，除风扇、风扇罩和通风孔销板应符合 EPLGb 的要求外，无其他要求。

如果超过了上述成分，设备应按照 29.2妙的规定标志叹”，并且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应含有足够的

信息，以保证用户能够确定设备是否适合在特定条件下使用，例如：防止由于冲击或摩擦引起的点燃

危险。

8. 1. 3 E类电气设备

制造用于不同保护级别的皿类电气设备外壳材料，按质量百分比的总含量不应超过2

• 对于 EPL Da: 

7. 5%的缓和钦5

• 对于 EPL Db: 

7. 5%的缓和铁5

• 对于 EPLDc，除风扇、风扇罩和通风孔挡板应符合EPLDb的要求外，无其他要求。

8.2 螺孔

运行中为调节、检查及其他工作而要打开的盖子的紧回螺孔，只有螺纹形状适合于材料时，才能在

外壳材料上攻螺孔。

9 紧固件

9. 1 总则

对保证专用防爆型式或用于防止触及裸霹带电零件所必须的紧回件，只允许用工具才能松开或

拆除。

如果紧回件材料适合于外壳材料，含轻金属的外壳用紧回螺钉可用轻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制成。

9.2 特殊紧固件

在防爆型式专用标准中要求用特殊紧固件时，特殊紧固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一螺距应符合 GB/T 9144-2003 大螺距公制螺纹的要求，公差等级符合 GB/T 197-2003 和

GB/ T 2516-2003 中的 6g/6H;

一一螺栓或螺母应符合GB/T 5782-2000 、GB/T 5783-2000 、GB/T 6170-2000 或GB/T 70.1-

2008 的要求，对于内六角螺栓应符合 GB/T 77-2007 、GB/T 78-2007 、 GB/T 79-2007 或

GB/ T 80-2007 的要求。如果设备按 29.2妙的要求标志符号“X”，也可用其他形状的螺栓或

螺母，此时，在具体的使用条件中应对紧回件进行详细规定，并说明紧回件只能用相同的新品

更换。

一一电气设备的孔应符合 9.3 的要求。

注 l I I类特殊紧固件的头在正常使用中易受机械损坏而使防爆理式失效，宜有保护措施，如护闹革且沉孔．

注 2 I GB 3836 的本部分及专用防爆型式的其他相关部分对特殊紧回件作丁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非专职人

员擅自开盖操作．从事设备检查与维护的人员应由有经毅的人员进行，这些人员应经过各种防爆型式、安装

实践、相关规章和规程等在内的业务生帝制II ，这些人员还应接受适当的继续教育或定期生帝制II ，并具备相关经被

和经过培训的资质证书．

9.3 特殊紧固件的孔

9. 3. 1 螺绞暗含

9. 2 规定的特殊紧回件孔允许螺纹喻合的螺纹深度 h，应至少等于紧回件螺纹的外径〈见图 1

和图 2）。

9.3. 2 公差和闹隙

螺纹公差应符合GB/T 197-2003 和 GB/T 2516-2003 的 6H 级，旦满足下列之－的规定z

a) 螺栓头下面孔的允许间隙按照 GB/T 5277-1985 不大于 H13 的中等公差〈见图 1);

b) 细杆螺栓头〈或螺帽〉下面的孔应攻丝，以保证螺栓不脱落。螺孔的尺寸应保证与被连接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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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面积至少等于非细杆螺栓在光孔中的接触面tfl（见图 2）。

徽吉草公差配合符合 OBIT 2516 的 62/6H

h －；；；.紧固螺栓的鲸纹外直径s

c< GB/ T 5277-1985 中等系列 Hl3 级允许的最大间隙．

cP与鲸纹牙形对应的标准光孔直径s

h －；；；.紧回螺栓的螺纹外直径s

X 细杆紧固螺栓接触尺寸s

固 1 螺绞紧固件的公差和闹隙

x 

X兰全鲸纹标准紧回螺栓的接触尺寸（没有细杆螺栓〉．

图 2 细杆紧固螺往头下面的接触面

9.3. 3 肉六角紧固螺钉

c 

.,, 

，宫是

对于内六角紧固螺钉，螺纹公差等级为 GB/T 197-2003 和 GB/T 2516-2003 中的句／H6 级，并

且在紧固以后不得从螺孔中凸出。

10 联锁装置

22 

为保持专用防爆型式用的联锁装置，其结构应保证非专用工具不能轻易解除其作用。

注 l g 螺丝刀、银子或类似的工具不应使联锁装置失效．

注 2 I 开童自联锁可实现开盖前断咆、断电后闭锁（锁定，如不能向该设备供电〉等联锁功能，必要时也可根据需要同时

实现相关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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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绝缘套曾

可能承受扭短时，作为连接件使用的绝缘套管在接线和拆线过程中应安装牢固，并保证所有部位不转动。

相应的扭矩试验见 26.6 的规定。

12 脑镰材料

根据本部分第 24 章规定的文件应证明与安全有关的粘接材料在运行中有足够的热稳定性，它们应

适应电气设备的最高和最低温度。

如果粘接材料连续运行温度（COT）的下限值不高于最低工作温度、上限值商于最高运行温度至少

20 K，则应认为有足够的热稳定性。

注，如果粘接材料承受不利的运行条件，1r由制造商和用户协商解决措施（见 6. 1). 

13 Ex 元件

13. 1 总则

Ex元件应满足附录 B 的规定，旦可以是 z

a) 空外壳；或

b) 与设备－起使用，并且符合第 1 章所列－种或几种防爆型式的元件或组件。

13.2 安装

Ex元件可z

a) 完全装在设备外壳内〈如糟安型接线端子、电流表、加热器或指示器、隔爆外壳开关元件或恒温

器、浇封型开关元件或恒温器、本质安全型电源〉；或

的 完全装在设备外壳外部〈如糟安型接地端子，本质安全型传感器〉；或

c) 部分装在设备外壳内部，部分装在外部〈如隔爆外壳按钮开关、限位开关或指示灯、糟安型电流

表、本质安全型指示器〉。

13.3 安装在设备内部

Ex元件完全安装在外壳内部时，应仅对作为单独元件不能检验或评定的部分进行检验和／或评定

〈例如：检验或评定表面温度、元件至周围导电部件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13.4 安装在设备外部

Ex元件安装在外壳外部或部分在外部分在内时，应对 Ex元件与外壳的接触面进行检验或评定，

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有关防爆型式及 26.4 规定的外壳试验的要求。

14 连镰件和镰线空腔

14. 1 总则

电气设备应有连接件与外部电路连接，电气设备在制造中有永久引人电缆时除外。

14. 2 镰线空脏

接线窒腔和出线口应有足够尺寸以方便导线连接。金属制成的 I类接线空腔内表面应涂耐弧漆。

14. 3 防爆型式

接线空腔应符合第 1章所列的专用防爆型式之－。

14. 4 j隐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接线空腔的设计应使导线在按规定连接后，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符合相应防爆型式标准的规定。

15 援地导体就等电位导体连接件

15. 1 要求援地的设备

15. 1. 1 内部

应在电气设备内部电路连接件旁设置接地连接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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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2 外部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设置辅助的等电位导体外部连接件，但电气设备设计成以下结构时除外z

a) 移动式设备是通过装有接地芯线或等电位导体的电缆供电；或

b) 安装时不要求外接地连接件的布线系统，例如，金属导管或铠装电缆。

制造商应按照第 30 章的规定提供在上述 a）或 b）条件下要求安装接地连接件或等电位联结的详细

说明。

辅助的外接地连接件应与 15. 1. 1 所要求的连接件有电气上的连接。
注，“在咆气上有连接”不一定有导线连接．

15.2 不要求援地的设备

不要求接地或等电位联结的电气设备〈如采用双军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设备〉，或不需要附加接地的

电气设备，则可不设内、外接地或等电位联结连接件。

注 s 双重绝缘的设备，不会出现电击穿危险，可能需要通过接地域等电位联络降低点燃危险．

15.3 导线连接件的尺寸

接地或等电位联结件应至少保证能与表 9所示截面积的－根导线可靠连接。

褒 9 保妒导线的最小截面积

导线每相截商积 S 对应保护线最小截商积 s.

m赏。. mm2 

S< 16 s 
16-....S电35 16 

S>35 o.ss 
此外，也气设备外部的等电位联结件应能与截面积不小于 4 mm＇的导线有效连接。

15.4 防腐措施

对连接件应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如果连接件接触的－个部件含轻金属材料，则必须采取特殊措

施〈如，与含轻金属材料导线连接时使用钢质过渡接头〉。

15.5 电气连接件的牢固性

连接件的结构应能防止导线松脱或扭动。应有效地保持电气连接的接触压力，接触压力不应受工

作中由温度或湿度等因素引起绝缘材料尺寸变化的影响。对设置有连续内接地板的非金属壳壁应按照

26. 12 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连续接地板的材料和尺寸宜与预期故障电流相适应 ．

16 外壳的引入装置

16. 1 总则

设备的引人装置应通过设在z

a) 外壳壁上；或

的 装配在外壳壁内或外壳壁上连接板上的光孔或螺纹孔来实现。

注，拧人鲸纹孔或光孔的导管或关联配件的详细信息见 GB 3836. 15, 

16. 2 引入装置标识

在按第 24 章的要求提供的文件中，制造商应说明引人装置类型、它们在设备上的位置和允许数量。

螺纹引人装置的螺纹形式〈公制或美国标准管螺纹〉应标志在设备上或应在安装说明书中说明〈见

第 30 章〉。

注 l g 单个的引人装置不用标志，专用防爆理式另有要求时除外．

注 2， 如果预计寻｜人装置有多种可能的安装位置，通常要提供引人装置的安装区域、规格和寻｜人装置的问距．

16. 3 电缆引入装置

当按照第 30章要求的使用说明书安装时，电缆引人装置不应引起其安装的电气设备防爆性能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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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选用的引人装置应适合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规定的全部电缆尺寸范围。电缆引人装置可作为设备

整体的－部分，即构成设备外壳的－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引人装置应与设备－起进行

试验。

注，与设备分开，但安装时又与设备在一起的电缆寻｜人装置通常与设备分开试珑，但若制造商有要求时，可与设备

一起试磁 ．

电缆引人装置，无论是与设备构成整体还是分开都应符合附录 A 的相关规定。

16. 4 封精件

用于封格电气设备外壳壁上冗余孔的封格件，应符合相应专用防爆型式的要求。封格件只能用工

具才能拆除。

16. 5 分支点和引入点的温度

在额定工作状态下，如果电缆或导管引人点〈见图 3）的温度高于 70 ℃，或在导线分支点〈见

图 3）高于 80 ℃，则应在设备外部进行标志，为用户选择合适的电缆、电缆引人装置或导管中的导线

提供指南。

注，当有很多信息用于正确选择咆缆、电缆寻｜人装置和导管中的导线时，标志仅需涉及设备说明书中的详细信息．

16. 6 电缆伊套的静电电荷

根据本部分要求使用连接外电路的电缆护套，不视为第 7章规定的非金属外壳或外壳的非金属部

件，不需要按这些要求进行评定。

注，咆缆的章’电危险由 GB 3836. 15 规定．

l一一号｜人点（如果有，要密封〉$

2一一导线分支点．

a）咆缆引人装置

b）导管号｜入方式

图 3 引入点和分支点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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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旋转电机的补充规定

17. 1 凤扇和凤扇罩

旋转电机轴驱动的外风扇应有风扇罩保护，风扇罩不视为电气设备的外壳。风扇和风扇罩应符合

17.2～17.5 的规定。

17.2 外凤扇的通凤孔

根据GB/T 4942. 1-2006 的规定，旋转电机的外风扇通风孔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

一一透风端：IP20;

一一出风端：IPlO.

立式旋转电机应防止垂直落下的异物选人通风孔。对于 I类旋转电机，只有当通风孔的结构和设

置能使大于 12. 5 mm 的异物不能垂直落入或振动选人电机的转动部件上时，才可采用 IPlO 的防护

等级。

17.3 通凤系统的结构和组装

风扇、风扇罩和通风孔挡板应符合 26. 4. 2 规定的冲击试验要求，合格判据见 26. 4. 4 。

17.4 通凤系统中的闹隙

考虑设计公差，外风扇、风扇罩、通风孔挡板和它们的紧固件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风扇最大直径的

1/ 100，但不必大于 5 mm。在任何情况下，该间距不应小于 1 mm。如果为控制尺寸的同心度和尺寸的

稳定性，有关零件经机加工后，间隙可减少至 1 mm。

17.5 外凤扇及凤扇罩材料

按 26. 13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时，旋转电机用外风扇、风扇罩和通风孔挡板的绝缘电阻不应大于

109 。，但风扇旋转线速度小于 50 m/s 的 E类旋转电机除外。

如果制造商绘出的非金属材料的 TI 值超过运行中〈在额定范围内〉材料承受的最高温度至少

20 K，则认为该非金属材料的热稳定性符合要求。

旋转电机用含轻金属制造的外风扇、风扇罩、通风孔挡板应符合第 8章的规定。

17.6 等电位联绩导体

注，杂散磁场可引起大咆流在大型旋转咆机外壳内流动，尤其是在电动机起动时．避免这些咆流咆路间歇性中断

产生火花尤为重要 ．

根据电动机的结构和定额，制造商应规定通过外壳接合面与转轴轴线对称安装的等电位联结导线

的截面积和结构。

等电位联结应按照 6. 4 的要求安装。

18 开关的补充规定

18. 1 可燃性绝缘介质

触头式开关不允许浸在可燃位介质中。

18.2 隔离开关

开关柜丰皆有隔离开关时，隔离开关应切断所有电极，开关柜应设计成下列结构：

一一清楚地显示隔离开关触头的位置；或

一一可靠显示断开位置〈详见GB 14048. 1-2006）。

隔离开关和开关柜的盖板或门之间的任何联锁都应保证只有当隔离开关的触头完全切断时，盖板

或门才有可能打开。

不允许在预定负载时操作的隔离开关应：

一一与合适的负荷断路装置在电气或机械上联锁；或

一一对于 E类设备，可在隔离开关执行机构旁加设标志，在 29. llc）规定的负荷标志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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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I 类设备－联锁措施

对于 I类开关柜，隔离开关操作机构应能在断开位置被锁住。如果 I类开关柜具有短路故障和接

地故障的继电器保护，则继电器动作后应锁定。如果开关柜带有能从壳外进行就地复位装置，则复位装

置的盖应采用 9.2 规定的特殊紧回件。

18.4 门和盖

内部辛苦遥控电路的外壳，其开关触点可因非手动操作〈如电的、机械的、磁的、电磁的、光电的、气动

的、液压的、声音或热的作用〉而使电路接通或断开，外壳的门和盖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与隔离开关联锁防止与内部接触，除非内部的无保护电路已断开；或

b) 按 29. lld）的规定增设外壳开启标志， I类设备除外。

在上述 a）的情况下，如果在隔离开关断开后仍有一些内部元件带电，为了减少爆炸危险，带电元件

应采用以下方法之－进行保护：

1) 第 1 章规定的防爆型式；或

2) 下列保护措施：

一一相〈极〉间和对地之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符合GB 3836. 3-2010 的规定；

一一内部有－附加壳体把辛苦电件保护在内，该壳体防护等级至少为 GB 4208-2008 规定

的 IP20 ，且工具不能通过开口直接接触带电件；

一一按 29. 11旧的规定在内部附加壳体上精设标志， I类设备除外。

19 熔断稽的补充规定

装有熔断器的外壳应：

一一设联锁装置，以便仅在电源断电时才能安装或更换内部元件，并且在外壳关合可靠后熔断器才

能带电；或

一一按 29. lld）的规定增设外壳开启标志， I类设备除外。

20 街头、街座和连接稽的补充规定

20. 1 和 20. 2 对捅座的要求也适用于连接器。

20. 1 联锁

捅头、捅座应符合下列要求之－ ，

a) 用机械、电气或其他方法联锁，以使触头带电时捅头和捅座不能分开，并且当捅头和捅座分开

后触头不得带电B

b) 用 9.2 规定的特殊紧回件连接在－起，并按 29. lle）的规定在设备上精设隔离标志。

在与电池连接的情况下，如断开前不能断电，则标志应按 29. 1 lf）的规定增设隔离警告。

20. 1. 1 爆炸性气体环绕

单循脚额定电流不超过 10 A，任意两捅脚之间的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 254 v或直流 60 v 时，EPL

Gb级街头和捅座如果符合以下全部要求，则不必符合 20. 1 中 a）和 b）的规定：

一一捅座接电源’！~ ; 

一一捅头与捅座有分离延迟时间，以便分断额定电流时产生的电弧熄灭；

一一在灭弧期间，捅头捅座符合 GB 3836. 2-2010 隔爆外壳的规定；

一一分离后的带电触头符合第 1 章所规定的任－专用防爆型式。

20. 1. 2 爆炸性粉尘环绕

单循脚额定电流不超过 10 A，任意两铺脚之间的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 254 v或直流 60 v 时，EPL

Db 和 De 级捅头和捅座如果符合以下全部要求，则不必符合 20. 1 中 a）和 b）的规定：

一一捅座接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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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插头与插座分断额定电流具有延迟时间，以便在其分离之前使电弧熄灭；

一一插头插座符合 IEC 60079-31 保护类型“t”的规定。

注 g !EC 61241-1＜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第 l 部分，外壳保护型“tD'＇ ）将修订发布为 IEC 60079-31, 

20.2 带电插头

严禁未插入插座的插头和元件带电。

21 灯具的补充规定

21. 1 总则

灯具中的光源应有透明保护罩，透明保护翠可附加保护网来保护。根据保护网网孔大小，按26.4.2

中表 12 的规定进行试验如下：

一一保护网孔大于 2 500 mm＇，表 12 的 a）利。试验；

一一保护网孔在 625 mm'~2 500 mm＇之间，表 12 的心、b）和 d）试验g

一一保护网孔小于 625 m时，表 12 的心和 b）试验；

一一无保护网，表 12 的 a）和 c）试验。

灯具不应仅用－个螺钉安装。用吊环安装时，吊环可作为灯具的－部分铸在或焊在外壳上。如果

吊环用螺纹旋在外壳上，应有防松措施。

21. 2 EPL Gb或 EPLDb级灯盖

与灯座和灯具内部其他零件相关的灯盖应：

a) 带有自动联锁装置，使灯笼打开时，灯座的所有电极均自动切断电源；或

b) 按 29. lld）的规定糟设警告标志。

在上述 a）的情况下，如在断开装置动作后除灯座外仍有－些元件带电，为了减少爆炸危险，带电元

件应采用下列保护方式之－ ：

1) 第 1 章规定的合适防爆型式；

2) 下列保护措施：

一一断开装置的设置应使其不能由手动误操作给非保护元件通电；和

一一相〈极〉间和对地之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符合GB 3836. 3-2010 的规定；和

一一内部附加壳体，可以是光源反光器，把带电件保护在内，该壳体防护等级至少为

GB 4208-2008 规定的 IP20；和

一一按 29. llh）的规定在附加壳体上糟加警告标志。

21. 3 EPL Ge 或 EPLDc级灯盖

与灯座和灯具内部其他零件相关的灯笼应：

a) 带有自动联锁装置，使灯盖打开时，灯座的所有电极均自动切断电源；或

b) 按 29. lld）的规定糟设警告标志。

在上述心的情况下，如在断开装置动作后除灯座外仍有－些元件带电，为了减少爆炸危险，带电元

件应采用下列保护措施保护：

一一相〈极〉间和对地之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符合 GB/T 16935. 1一2008 过压 E级、污染等级

3级的规定；和

一一内部附加壳体，可以是光源反光器，把带电件保护在内，该壳体防护等级至少为 GB 4208一

2008 规定的 IP20；和

一一按 29. llh）的规定在内部附加壳体上糟加警告标志。

21. 4 特殊光源

不允许用游离金属纳灯〈例如符合 IEC 60192 的低压倒灯〉，可使用高压倒灯〈例如符合

GB/ T 1325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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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帽灯和手提灯的补充规定

22. 1 I 类帽灯

注，矿用幌灯的要求见 GB 7957-2003 , 

22.2 E 类和E类帽灯和手提灯

在灯具处于各种位置状态，均应防止电解质泄漏。

GB 3836.1-2010 

如果光源和电源分别设在不同的外壳中，其连接除了电缆之外没有机械上的连接，则电缆引人装置

和连接电缆应按人 3. 1 或人 3.2 的要求进行试验。该试验应使用连接光源和电源的电缆进行。所用

电缆的型号、尺寸及其他相关信息应在制造商提供的文件中规定。

23 装有电池的设备

23. 1 总则

23.2~ 23. 12 的要求应适用于安装在防爆设备内的所有电池。

23.2 电池组

在防爆电气设备中安装的电池组只能由几个单体电池串联而成。

23.3 单体电池类型

应仅使用国家标准或 IEC 发布的单体电池标准中有己知特性的单体电池类型。表 10 和表 11 列出

的单体电池或已有适合的标准，或标准正在制定中。

23.4 电池组中的单体电池

电池组中的所有单体电池应具有同样的电化学系统、单体电池结构和额定容量，并且由同一制造商制造。

23.5 电池额定值

所有电池的设置和工作应在电池制造商规定的容许极限值范围内。

23.6 互缺性

如果原电池和蓄电池容易互换，则它们不应设在同－设备外壳内。

褒 10 原电池

GB/ T 8897. 1 
正极 电解质 负极

标称电压 最高开路电压

类型 v v 
二氧化镇 氯化馁 ，氯化镑 镑 1. 5 1. 73 

A 氧 氯化馁 ，氯化镑 镑 1. 4 1. 55 

B 氟化石s 有机电解质 铿 3 3. 7 

c 二氧化锺 有机电解质 铿 3 3. 7 

E 亚硫酸氯（SOC！ρ 元水元机化合物 铿 3.6 3. 9 

F 二硫化铁（FeS, ) 有机电解质 铿 1. 5 1. 83 

G 氧化铜（ D )(CuO) 有机电解质 铿 1. 5 2. 3 

L 二氧化锺 碱金属氢氧化物 镑 1. 5 1. 65 

p 氧 碱金属氢氧化物 镑 1. 4 1. 68 

s 氧化银（Ag,0) 碱金属氢氧化物 镑 1. 55 1. 63 

T 氧化银川gO,Ag,0) 碱金属氢氧化物 镑 1. 55 1. 87 

• 二氧化硫 无水有机盐 铿 3.0 3.0 

• 亲 碱金属氢氧化物 镑 数据待定 数据待定

注， GB/T 8897.1-2003 标准列入镑／二氧化锺电池，但是没有类型字母分类．

a 有电池标准时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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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11 蓄电池

有关标准类型 主睡 型 咆 解 质
标称电压 最高开路咆压

v v 

K类
铅－酸（湿式〉 2.2 2. 67 

GB/ T 19639. 1-2005 硫酸（SG l. 25) 

GB/ T 5008. l 2005 
铅－酸（干式〉 2.2 2. 35 

K类

GB/ T 15142-2002 
镰4稿 氢氧化饵（SG l. 3) 

GB/ T 13259-2005 
l. 2 l. 55 

GB/ T 22084. 1-2008 

• 镰4民 氢氧化饵（SG l. 3) 数ti待定 l. 6 

• 铿 元水有机盐 数ti待定 数ti待定

GB/ T 22084. 2- 2008 镰－氢 氢氧化饵 l. 2 l. 5 

a 有咆池标准时才可使用．

23. 7 原电池充电

原电池不应再充屯。当带有原电池的设备内另有其他电压源并存在互相连接的可能性时，应采取

措施防止其他电流充人原电池。

23.8 电解质泄漏

所有单体电池的设计或组装应能防止电解液泄漏，以免对防爆性能或元件安全性造成不利影响。

23.9 连接

仅应采用制造商建议的方法与电池进行电气连接。

23. 10 方位

如果在设备内安装电池的方位对安全运行很E重要，应在设备外壳外部标明设备的正确方位。

注，正确的咆池方位通常对防止电解液泄露很重要．

23. 11 电池的更换

当用户需要更换安装在外壳内的电池时，按照 29. 13 的规定，与允许正确更换有关的参数应清楚地

永久性标在外壳上或外壳内，或按 30. 2 的规定在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中说明，即制造商的名称和部件

编号、电化学系统、标称电压和额定容量。

23. 12 可更换的电池组

当用户预计要更换电池组时，在电池组外部应按 29. 13 的规定有清晰持久的详细标志。

可更换的电池组应：

一一完全置于设备外壳内部；或

一一与设备相连，当与设备断开时应符合相应防爆型式的要求；或

一一与设备相连，并采用符合第 20 章要求的断开方法。

24 文件

制造商应准备电气设备完全符合防爆安全技术规定方面的文件。

25 试样或样机与文件的－激性

提交型式试验和验证的电气设备的样机或试样应符合第 24 章涉及的制造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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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型式试验

26. 1 总则

样机或样品应依据本部分利相应防爆型式专用标准的规定进行型式试验，但可取消认为不必要的

试验项目。应记录全部的试验结果和取消某些试验项目的理由。

对Ex元件已经试验过的项目不必进行重复试验。

注，由于安全系数体现在各防爆~式中，当需要被证设备与 GB 3836 系列标准中相关部分要求的一致性时，由于测

量设备固有的高质量、定期校准，其测量不确定度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必考虑．

26.2 试验配置

各项试验均应在认为电气设备最不利的配置下进行。

26.3 在爆炸性混合物中的试验

如果防爆型式系列标准中指明了要求做爆炸试验，并规定了所使用的爆炸性混合物，则应做此

试验。

注，一锻来说，商业用气体和蒸气的纯度符合试磁要求，但是如果纯度低于 95.%则不1r使用．试磁室的温度、大气

压力和爆炸性混合物湿度变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26.4 外壳试验

26. 4. 1 试验顺序

26.4.1.1 金属外壳、外壳的金属部件和外壳的琅瑞件

对金属外壳、外壳的金属部件及外壳的玻稿件应按以下顺序进行试验：

一一抗冲击试验（见 26.4.2);

一一跌落试验，如果适用〈见 26.4.3);

一一防护等级（IP）试验〈见 26. 4. 5); 

一一本部分要求的其他试验；

一一相关专用防爆型式的其他试验。

试验应在每－种试验方法规定数量的样品上进行。

注，如果防护等级 IP 由非金属密封材料保证，26.4. 1.2 的要求适用．

26. 4. 1. 2 非金属外壳或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非金属外壳或外壳的非金属部件应按以下顺序进行试验。

26.4.1.2.1 I 类电气设备

试验应按下列要求在样品上进行：

一一用四只样品进行试验。四只样品先送行耐热试验〈见 26. 8），再送行耐寒试验〈见 26. 9）。

然后其中的二只样品进行冲击试验〈见 26. 4. 2），再进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见 26.4.3),

试验在“上限试验混度”进行〈见 26. 7. 2）。另外二只样品也应进行冲击试验〈见 26.4.2),

再进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见 26. 4. 3），但在“下限试验温度”条件下送行〈见 26. 7. 2）。

在安装和正常运行过程中预定开启的接合面，应按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打开后再闭合。接

下来对四只样品全部进行外壳防护等级（IP）试验〈见 26. 4. 5），最后对四只样品进行专用防

爆型式相关的试验。

一一或者，可仅用二只样品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二只样品都先进行耐热试验〈见 26.8），再选

行耐寒试验（见 26 . 9）。然后二只样品都进行冲击试验〈见 26. 4. 2），再进行跌落试验〈如果适

用〉〈见 26. 4. 3），试验在“上限试验混度”进行〈见 26. 7. 2）。此后，二只样品也应进行冲击试验

〈见 26. 4. 纱，再进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见 26. 4 . 纱，但在“下限试验温度”条件下进行〈见

26. 7. 2）。在安装和正常运行过程中预定开启的接合面，应按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打开后再闭

合。接下来对二只样品都进行外壳防护等级（IP）试验〈见 26. 4. 5），最后对二只样品进行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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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型式相关的试验。

注，按照上述任一试磁顺序进行耐热试破后，外先内可能会出现玲凝水，在进行防护等级（IP）试破之前，常除掉玲

凝水．

一一二只样品承受耐油脂及润滑油试验〈见 26. 11）、抗冲击试验〈见 26. 4. 2）、跌落试验〈如果适用〉

〈见 26. 4. 3），接下来进行防护等级（IP）试验〈如果适用〉〈见 26. 4. 日，最后进行专用防爆型式

相关的试验。

一一二只样品承受耐矿用液压汹试验〈见 26. 11）、抗冲击试验〈见 26. 4. 2）、跌落试验〈如果适用〉

〈见 26. 4. 纱，接下来进行防护等级（IP）试验〈如果适用〉〈见 26. 4. 日，最后进行专用防爆型式

相关的试验。

按上述试验程序及顺序进行试验，目的是证明当在使用中暴路子可能的极端温度和有害物质中时，

非金属材料是否能保持第 1 章所列的专用防爆型式。为使试验项数降至最少，如果很显然－个样品上

进行的试验没有损害样品，那么没有必要对每只样品进行所有的专用防爆型式试验。同样，如果在二只

样品上同时进行暴霹试验和防护验证试验，样品的数量也可减少。

26. 4. 1. 2. 2 E 类和E类电气设备

用四只样品进行试验。四只样品先进行耐热试验〈见 26.8），再进行耐寒试验〈见 26. 9）。然后其中

的二只样品进行冲击试验〈见 26. 4. 纱，再送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见 26. 4. 3），试验在“上限试验温

度”进行〈见 26. 7. 2）。另外二只样品也应送行冲击试验〈见 26. 4. 2），再进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

〈见 26. 4. 纱，但在“下限试验温度”条件下进行〈见 26. 7. 2）。在安装和正常运行过程中预定开启的接合

面，应按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打开后再闭合。接下来对四只样品全部进行外壳防护等级（IP）试验

〈见 26. 4. 5），最后对四只样品进行专用防爆型式相关的试验。

或者，可仅用二只样品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二只样品都先进行耐热试验〈见 26. 8），再进行耐

寒试验〈见 26. 9）。然后二只样品都送行冲击试验〈见 26. 4. 2），再送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

〈见 26. 4. 3），试验在“上限试验温度”进行〈见 26. 7. 2）。此后，二只样品也应遂行冲击试验

〈见 26. 4. 2），再进行跌落试验〈如果适用〉〈见 26. 4. 3），但在“下限试验温度”条件下进行〈见 26. 7. 2）。

在安装和正常运行过程中预定开启的接合面，应按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打开后在闭合。接下来对二只

样品都进行外壳防护等级（IP）试验〈见 26. 4. 5），最后对二只样品进行专用防爆型式相关的试验。

注，按照上述任一试磁顺序进行耐热试破后，外先内可能会出现玲凝水，在进行防护等级（IP）试破之前，常除掉玲

凝水．

26. 4.2 抗冲击试验

电气设备应承受质量为 1 陆 的试验物体从高度 h垂直落下所产生的冲击作用。根据电气设备的

使用情况，对高度 h 的规定见表 12。试验物体应装有－个直径为 25 mm 的半球形将火钢制冲头。

每次试验前须检查冲头表面是否完好。

试验应在－台装配完好的、准备投入使用的电气设备上进行，但当这样试验无法进行时〈例如，对透

明件进行试验〉，则应将其相关部件移开，将无法直接试验的部件装在其本身的或类似的支架上进行试

验。在提供的文件中有适当的理由时（见第 24 章〉，允许该试验在室外壳上进行。

对玻璃透明件的试验应在三只样品上进行，但每只样品只试验－次。对所有其他部件，应至少对两

只样品进行试验，每只样品在两个不同位置各进行－次试验，见 26. 4. 1. 

冲击点应选在被认为是最薄弱的部位，且在承受冲击部件的外’剧。如果外壳用其他的外壳做保护，

仅对保护外壳进行冲击试验。

被试电气设备应固定在－个钢制基座上，当被试表面是平面时，冲击方向应垂直于这个平面，当被

试表团不是平面时，冲击方向应垂直于冲击点所接触的切丽。基座的质量最少应有 20 kg 或被固定牢

靠或埋在地下，例如浇注混凝土。试验装置示例见附录 G。

当电气设备在制造商要求下承受相对较低机械危险的试验时，应标志符号“X”以表明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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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 e）规定的特殊使用条件。

试验应在环绕温度（20土 5）℃下进行，材料数据显示其在规定环绕混度范围内较低温度下能使抗冲

击性能降低时除外。这种情况下，应按 26. 7. 2 的要求，在规定混度范围内下限混度进行试验。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或外壳部件为非金属材料制成时，包括旋转电机的非金属风扇草和通风孔销板，

试验应按照 26. 7. 2 的规定，在上限温度和下限温度条件下进行。

褒 12 抗冲击试验

质量 l kg重物的下落街度 h/m

设备类别 I类 n j类或m类

机械危险程度 商 低 商 低

a）外究和外先外部能撞击到的部件（透明件除外〉 2 0. 7 0. 7 0.4 

b）保护网、保护器、风扇嚣、电缆寻｜人装置 2 0. 7 0. 7 0.4 

0 元保护网的透明件 0. 7 0.4 0.4 0. 2 

d）由网孔为 625 mm• ~2 500 mm2 保护网保护的透明件，见 21. K试
0. 4 0. 2 0.2 0. l 

被时不带保护网〉

注，网孔为 625 mm2 ~2 500 mm2 透明件的保护网能降低冲击危险，但不能阻止冲击．

26.4.3 跌落试验

孚提式或携带式电气设备除进行 26.4.2 规定的冲击试验外，还应用类似手持的方式至少从 lm 的

高度跌落到水平混凝土地面四次，样品的跌落试验位置应被认为是最不利的位置。

跌落试验应将可更换电池组连到设备上进行。

对于外壳不是由非金属材料制成的电气设备，试验应在（20土 5）℃混度下遂行，材料数据显示其在

规定环绕混度范围内较低温度下能使抗冲击性能降低时除外。这种情况下，应按 26. 7. 2 的规定在规定

温度范围内的下限温度进行试验。

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或外壳部件为非金属材料时，试验应按 26. 7. 2 规定的下限试验温度进行。

26.4.4 合格判据

冲击试验和跌落试验产生的损伤不应使电气设备防爆型式失效。

电气设备轻微的损伤、表面漆皮的脱落、散热片或其他类似部件的破裂和小的凹陷均可忽略。

外风扇的保护草和通风孔销板经过试验后，不应出现位移或变形，以免引起与运动部件接触。

26.4.5 外壳防妒等级（IP)

26.4.5. 1 试验程序

当本部分或GB 3836 系列的其他部分要求外壳具备防护等级时，试验程序应按照 GB 4208-2008 

的规定，旋转电机应按照 GB/T 4942. 1-2006 的规定。

当按照 GB 4208-2008 的规定进行试验时：

一一按 GB 4208-2008 标准的规定，外壳应被视为“1 类外壳勺

一一设备不应带电；

一一如果适用，GB 4208-2008 规定的介电试验应在（2U.+1000）×（ 1土 10%)V(r. m. s）电压下

进行，施加时间为 10 s~ 12 s，式中 u. 是设备的最高额定电压或内部电压。

注，“l 类外究”的定义见 GB 4208- 2008, 

26.4.5.2 合格判据

如果电气设备按照 GB 4208-2008 的规定进行试验，则合格判据应按 GB 4208-2008 的规定，制

造商规定的合格判据比 GB 4208-2008 更严格〈如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规定〉时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只

要不对防爆产生不利的影响，应使用相关产品标准中的合格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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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T 4942. 1-2006 的合格判据应适用于旋转电机，此外，还须符合 GB 3836 相关防爆标准规定

的正常工作条件。

如果爆炸性环魏用电气设备的某项标准对 IP ××规定有合格判据时，则应用此标准代替

GB 4208-2008 或 GB/T 4942. 1-2006 。

26.5 热试验

26. 5. 1 湿度测定

26. 5. 1. 1 总则

因电气设备可能有多种不同的使用位置，每种使用位置上的温度均应考虑。当测定的温度仅适用

于某－特定的使用位置时，则应按 29. 2 e）项标志符号“X”以表明这－特殊使用条件。

测量用仪器仪表〈温度计、热电偶等〉和连接电缆的选择和布置，应使它们对电气设备的发热不产生

明显的影响。

当温升的变化不超过 2 K/h 时，则认为已达到最终稳定温度。

应测定外壳或外壳部件非金属材料的最热点的温度〈见 7. 1. 心。

对于皿类电气设备，按 5. 3. 2. 3. 2 的规定对粉尘层评定时，被试设备应按说明书要求安装，所有外

霹表面用厚度至少等于规定厚度 L 的粉尘层覆盖。应使用在（ 100土 5）℃时测得的导热性不大于

0. 10 W/ (m · 町的试验粉尘，测量最高表团温度。

注，某些设备可能要求预备－些完篷的温度敏感元件来限制表面温度 ．

26. 5. 1. 2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测定试验应在电气设备额定条件下进行。测定最高表团温度试验时除外。

26. 5. 1. 3 最高褒面温度

测定最高表面温度的试验应在电气设备额定电压的 90%～110%之间、设备达到最高表面温度时

的最不利条件下进行。

对于电动机，最高表面温度也可在 GB 755-2008 规定的“A 区”内最不利的试验电压下测定。在

这种情况下，应按 29. 2 e）标志符号“X”。具体使用条件信息应包括表面湿度测定是基于在“A 区”

(GB 755-2008）内进行。通常，运行电压为额定电压的土5% 。

注 l g 当输入电压不直接影响设备或 Ex元件的温升时，例如接线端子或开关，为了模拟在设备实际使用过程中随

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出现电流增大的现象，可能需要将试放电流提高到锁定电流的 110.%.

注 2，如果设备定额是一个范回（如 90～264 川，试披宜在可能的最严酶锁定条件下进行，或者，如果不能确定最严

酷条件，试披宜在所有锁定条件下进行 ． 例如，测定表面温度时，试披宜在该范因最低电压 90.%的条件下和

该范因最高电压 110.%的条件下进行 ． 测定工作温度时，试被宜在该范囚的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下进行．

注 3 I 除非制造商已经规定了电源频率，可假定工频电源频率和试披用电源频率的正常公差很小，忽略不计 ．

测得的最高表团温度：

一一对于 I类电气设备不应超过本部分 5. 3. 2. 1 规定的值。

一一对于须承受例行试验确定最高表面温度的 E类电气设备，不应超过在电气设备上标志的温度

或温度组别。

一一对于须承受型式试验确定最高表团温度的 E类电气设备，不应超过在电气设备上标志的温度

或温度组别，但对于 T6、T5、T4 和 T3组〈或标志的温度~200 ℃〉应低 5K；对于 T2 组和 Tl

组〈或标志的温度...－－ 200 ℃〉应低 lOK。

一一对于皿类电气设备不应超过规定的值，见 5. 3. 2. 3 。

测定结果应按额定状态下最高环榄温度进行修正。根据本部分和相关防爆型式专用标准的规定，

湿度测定应在电气设备处在正常工作状态和周围空气处于静止的情况下进行。

26.5.2 热剧变试验

灯具的玻漓透明草和电气设备观察窗应承受热剧变试验，试验时使它们处在最高工作温度下，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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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10士 5）℃，直径为 1 mm 的喷嘴对其喷水，不发生破裂。

26.5.3 小元件点燃试验＜ I 类和 E 类〉

26. 5. 3. 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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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5. 3. 3 a）规定的试验证明混度不应点燃可燃位混合物的小元件，其试验应在 26.5.3.2 规定的特

定气体／窒气混合物中进行。

26.5.3.2 试验程序

进行试验时，元件应：

一一安装在拟使用的电气设备里，并保证试验用混合物与元件接触；或

一一安装在保证试验结果有代表性的模型中。在这种情况下，模拟试验应考虑元件附近的电气设

备的其他部件因通凤和热效应可能影响混合物的温度和元件周围混合物的流动。

应在正常条件下，或在专用防爆型式标准中规定的故障条件下，表面温度达到最高值时对小元件进

行试验。试验应持续到元件和周围部件达到热平衡或元件温度开始下降为止。在元件损坏引起温度下

降时，应另加 5 只元件样品重新进行 5 次试验。如果在专用防爆型式标准规定的正常运行或故障状态

条件下，－只以上元件的温度超过设备的温度组别，则所有被试元件应在其最高温度时进行试验。

5. 3. 3 要求的安全裕度应通过提高试验时的环绕温度获得。如果可能，通过提高被试元件的温度，

或其他邻近表面的温度获得。

对于 I类设备，试验混合物应为 6. 2% ~ 6. 8%体lfl比的甲烧和空气的均匀混合物。

对于 T4 组混合物应是下列两者之一：

a) 22. 5%~ 23. 5%体织比的二乙酷和窒气的均匀混合物；

的 在进行点燃试验时，通过使试验容器内少量二乙隧蒸发得到二乙酷和窒气的混合物。

对于其他温度组别，应由检验机构决定选择合适的混合物。

26.5.3.3 合格判据

出现冷焰应看作是点燃。应通过目视或用热电偶测量温度判定是杏出现点燃。

如果试验期间没有出现点燃，为证明可燃位混合物存在，应使用其他方法点燃混合物进行验证。

26.6 绝镰套曾扭转试验

26. 6. 1 试验程序

连接件的绝缘套管在连接或拆卸时导体会受到扭短作用，因此绝缘套管应承受扭转试验。

套管中的导电杆或套管，在安装时应承受表 13 的力短作用。

26.6.2 合格判据

在安装中，导电杆承受力短作用时，导电杆和绝缘套管均不应转动。

褒 13 对连接件用绝镰套管的螺锥所施加的力矩

与绝缘套管配合的螺栓规格 力矩IN · m 

M4 2.0 

MS 3.2 

M6 5 
M8 10 

MlO 16 

Ml2 25 

Ml6 50 
M20 85 
M24 130 

注，其他规格螺栓的施加力矩可由以上数值绘成的翩线确定．此外，对于大于上述规格螺栓的施加为矩可通过

翩线外推法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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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7 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

26. 7. 1 总则

除 26. 1~ 26. 6 的有关试验外，非金属外壳也应满足 26.8～26. 15 的要求。

26. 7.2 试验时的温度

当根据本部分或第 1章所列防爆专用标准试验时，试验应分别在最高和最低工作温度下进行，工作

温度应为：

一一对于上限温度，最高工作温度〈见 5.2）提高（10 K~ 15 K); 

一一对于下限温度，最低工作温度〈见 5.2）降低（5 K～10 白。

26.8 耐热试验

耐热性能应采用与防爆型式完整性有关的非金属材料外壳或外壳的非金属部件来确定，这些外壳

或部件应存放在相对湿度为（90士 5）%、温度高于最高工作温度（20土 2）℃，至少为 80 ℃的环镜中

28 夭。

如果最高工作温度高于 75 ℃，以上规定的四周时间应由在温度为（95士 2）℃、相对湿度为（90土

5）%的环镜中保持 14 天和接着在高于最高工作温度（20土2)K 的空气箱中再保持 14 天来代替。

注，通常认为，玻璃和陶瓷材料不受耐热性能试峻的不利影响，因此不必进行试披．

26.9 耐寒试验

经耐热试验的样品，在室温下静置 24 h 后再进行耐寒试验。耐寒性能应采用与防爆型式完整性有

关的非金属材料外壳或外壳的非金属部件来确定，在与按照 26. 7.2 规定的降低了的最低工作温度相应

的环魏温度下保持 24 h。

注，通常认为，玻璃和陶瓷材料不受耐寒性能试峻的不利影响，因此不必进行试披．

26. 10 光老化试验

26. 10. 1 试验程序

该试验应按 GB/T 1043-1993 和 GB/T 2571-1995 的规定，在标准尺寸为（80士2)mm×（ 10士

0. 2)mm×（4士0 . 2)mm 的六根试榜上进行。试棒应按相关制造外壳的同等条件制成，这些条件在电

气设备的试验报告中绘出。

注 1，为了能够测定未暴露的样品的冲击弯曲强度，可能另外再需要六根试橡．

试验通常应按 GB/T 16422. 2-1999 的规定，在－个用侃灯和模拟太阳光过滤系统的曝光室中进

行。样品在干燥及黑体标准温度为（65土 3）℃或黑体温度为（55土 3）℃的条件下，不循环曝光，时间应在

1 000 h 和 1 025 h 之间。
注 2，选择 65 ℃黑体标准温度是为了与按照 GB/T 16422. 2-1999 特殊设计运行的设备内进行的试披兼容．选择

55 ℃黑体温度是为了保证与 GB 3836. 1 上一版的试披结果兼容 ． 按照 GB/T 16422. 2-1999 的要求，二种条
件几乎等同，但可能会有很小的差别，兹别很小与试披目的无关．

当按照 GB/T 1043-1993 和 GB/T 2571-1995 规定准备的试样因非金属材料的特性而不能进行

试验时，应允许进行替换试验，但在电气设备试验报告中注明理由。

26.10.2 合格判据

判定标准是按 GB/T 1043-1993 和 GB/T 2571-1995 规定的冲击弯曲强度。光照后的样品向光

照面冲击弯曲强度应为光照前试样弯曲强度的 50%以上。对于光照试验前，由于不发生断裂不能测试

冲击弯曲强度的材料，光照试验后，不允许多于三根的试棒断裂。

26. 11 I 类电气设备的耐化学试剂试验

36 

非金属外壳和外壳的非金属部件应进行以下的耐化学试剂试验：

一一油和润滑脂；

一一矿用液压液。

相关试验应在四个外壳样品上进行，外壳应密封以防止试验液进入空腔内部。

一一二只样品应放在温度为（50士2）℃，GB/T 1690-2006 附录“参考液体”规定的 2号泊中（24土2)h。

一一另二只样品应放在温度为（50土 2）℃〈设备使用的环榄温度为－20 ℃～＋60 ℃〉、含水 3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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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水溶液构成的阻燃液压液中保持（24土2)h。

在试验结束时，外壳试样应从液体槽内取出，小心谨慎地擦干并放置在试验室内 24 h。然后每－

个外壳试样应通过 26.4 规定的外壳试验。

当暴＂于－种或多种化学试剂皇之后，如果－个或多个外壳试样未通过外壳的相关试验，则应在外

壳上标志符号“X”，以表明符合 29. 2 e）规定的特殊使用条件，即在使用中不暴路子特殊化学剂中。

26. 12 接地连续性

只要被试样品部位的尺寸与产品外壳的极限尺寸相同，制造外壳的材料可制成－个完整的外壳、外

壳的－部分，或材料样品进行试验。

电缆引人装置应用直径为 20 mm（标称〉、黄铜（CuZn., Pb，或 CuZn.8 Pb‘〉制成的试棒代替，其公制

螺纹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差等级饨，螺距按照 GB/T 17194-1997 的规定为 1. 5 mm。在安装时试棒的

长度应保证每－端至少有－扣螺纹霹出，如图 4 所示。

与外壳－起使用的完整接地板或接地板部件应用于本试验。

用于试验的试样上的通孔直径应在 22 mm~ 23 mm之间，组装方法应保证试棒的螺纹不直接接触

通孔内’则。
紧固螺母应用黄铜（CuZn., Pb，或 CuZn,.Pb‘〉制造，公制螺纹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差等级 6H，按照

GB/ T 17194-1997 的规定螺距为 1.5mm。螺母厚度应为 3 mm（标称〉。

所有部件按图 4 所示组装。依次施加到每对螺母上的力矩应为 10 N • m（土10% ）。

壳壁〈或部分壳壁或试样〉上的孔可以是光孔或与试梅相适合的螺纹攻丝孔。

在试样组装之后，应承受 26.8 规定的耐热性能试验。

随后，将试样放在 80 ℃温度下的窒气箱中保持 14 夭。

经过上述处理后，应在接地板之间通过 10 A~ 20 A直流电，测量它们之间的电压降计算接地板之

间或接地板部件之间的电阻。

如果接地板之间或接地板部件之间的电阻不超过 5× 10-• Q，则用这种方式试验的非金属材料满

足要求。

I 

2 

I 

二～～二4

元件，

l一一鲸母$

2一一接地板 s

3一一壳壁（非金属） ; 

4一一接地板就接地板部件$

5一一试梯．

固 4 接地连续性试验用试样的组装

26. 13 非金属材料外壳部件的褒面电阻测定

5 

如果零件尺寸允许，则表面电阻测定应在外壳上进行，或在图 5所示的矩形试件上进行。试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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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干净，完好无损。在试件表面上用导电漆涂两条平行的电极，导电漆溶剂对绝缘电阻不应有明显

影响。

试件应用蒸馆水擦净，然后用异丙基乙蹲〈或其他任何能与水混合且不影响试样或电极材料性能的

溶剂〉清洗，在干燥前再用蒸馆水清洗。不得用手触摸，置于温度（23土 2）℃和湿度（50土 5）%条件下

24 h。试验应在同样的环绕条件下进行。

在两极间应施加（500土 lO)V 的直流电压，历时（65土 S)s。

测定时的电压应足够稳定，使电压波动所产生的充电电流与流过试件的电流相比可忽略不计。

表面电阻等于施加在电极间的直流电压与流过两极间的电流之比。

单位，mm

e唱监

Al “守2电’ “、cs 
~ < 'i tt 

- 

。．

~ I⑤崎电- 
同

注26 100+1 ;lo25 

固 5 涂导电漆电极的试件

26. 14 起电试验

26. 14. 1 引言

试验采用部件本身进行，或用制造设备的非金属材料制成－个 22 500 mm＇的平面试样进行。

注，平商试样尺寸是合适的，因为试磁证明 22 500 mm2 的表商积是咆荷分布密度的最佳值．影响试磁结果有效

性的其他因素是试磁环境的湿度，在（23土2）℃时的相对湿度宣保持在 30.% RH Jilt更低，以便静电咆衔的泄漏

降到最低程度．产生单个火花的火花放电咆极的尺寸也很重要，如果咆极过小，它能够使放咆火花和／或低咆

能的电豪放电加倍．因此，使用直径为“5土 l) mm 的球形咆极以产生单点放咆火花． 此外，人体出汗也同样

具有影响．

26. 14. 2 试验原理

应将样品置于（23土 2）℃和相对湿度不超过 30%的条件下存放 24 h；如果样品的尺寸或形状不适

合于试验，则应制备尺寸为 150 mm× 150 mm× 6 mm 的平板状材料试样，然后将试样存放在上述相同

环绕条件下。用三种方法分别使样品表面充电：第－种方法是用尼龙材料〈例如：聚院胶〉摩擦表面；第

二种方法是用棉布摩擦同－表面；第三种方法是将相同的表团暴霹于高压喷射放电电极下。

在每－次样品充电方法完成以后，测量有代表性的表面放电电荷 Q。通过半球形电极〈半径

10 mm~ 15 mm）使样品放电至己知固定值的电容 C 中，并测量通过其中的电压V 来完成。电荷 Q 由

公式Q=CV·计算得出，式中 C是固定电容值，单位 F,V是最高电压。通常用本程序得到产生的越高被

测电荷，以便按照 26. 14. 7 的规定对放屯的点燃性能进行评定。

在试验期间，如果储存的电荷出现递减趋势，则接下来的试验必须使用新的样品。按照 26. 14. 7 规

定的评定程序应使用最高值。

注，在某些情况下，充电材料的性能可因放咆而改变，这样在随后的试破中使转移的电荷减少．

由于该试验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人体出汗。因此，必须通过使用转移的电荷至少为 60 nC 

的聚四氟乙烯（PTFE）作为参照材料进行校准试验来验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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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4. 3 试样和设备

试样应由实际样品组成，或如果实际样品的尺寸或形状不允许，则由面tR、为 150 mm× 150 mm× 
6 mm的非导电平板材料组成。试验用品应如下z

a) 至少 30 kV的商压直流电源；

b) 测量精度不低于土 10% 、输入电阻商于 10• n 的静电电压表（0 v~ 10 V); 

c) 至少 400 v 的 0. 10 pF 电容〈如果电压表的输入电阻大于 10 '0 !l,0.01 pF也适合）；

d) 在摩擦过程中能避免操作者孚指与试样接触的大块棉布；

e) 在摩擦过程中能避免操作者手指与试样接触的大块聚院胶布；

f) 能够移动试样而不使样品充电表面放电的聚四氟乙烯孚梢或钳子；

g) 面积为 22 500 mm＇的聚四氟乙烯制成的平底圆盘作为可充分充电的参照物；

h) 接地极板。

26. 14. 4 环绕条件

所有试验应在室温（23土 2）℃和相对湿度不超过 30%的条件下进行。

26. 14. 5 样晶处置

试件应用异丙蹲清洗，用蒸馆水漂洗，放在温度不超过 50 ℃的干燥箱中干燥。然后，试件应在

(23士 2）℃的试验室温度下存放 24 h。

26. 14. 6 确定最有效率的充电方式

26. 14. 6. 1 方法 A：用纯尼龙布摩擦〈图 6)

将样品放在绝缘板上，表面向上。用尼龙布快速摩擦 10 次使表面充屯。最后－次摩擦应在样品边

缘结束。将与 0. 1 或 0. 01 pF的电容相联的球形电极慢慢地移向样品充电表面〈图 7），直到其出现放

屯，然后从试样处移开球形电极，立即测量电容上的电压。表团电荷由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式中z

V一一时间 t=O 时电容两端电压。

试验应窒复进行 10 次。

26. 14. 6. 2 方法以用棉布摩擦〈图 6)

Q= CV 

用纯棉布代替尼龙布重复方法A规定的程序。试验应窒复进行 10 次。按照 26. 14. 7 规定的评定

程序应使用最高值。

26. 14. 6. 3 方法 C：用直流高压电源感应充电〈固的

在试样上方离暴＂表面中心 30 mm处放置喷射放电电极，在负极和地之间用至少 30 kV 的电压给

试样充电。使整个表面充电大约 1 min 后，移开样品，以便按照 26. 14. 6. 1 的规定使样品放电。试验应

窒复进行 10 次。按照 26. 14. 7 规定的评定程序应使用越高值。

26. 14. 7 放电评定

如果参照物的转移电荷明显高于 60 nC，则非导电外壳材料的最大转移电荷Q应低于下列数值：

一一对于 I类或 E A类设备为 60 nC; 

一一对于 E B类设备为 30 nC; 

一一对于 E C类设备为 10 nC; 

一一对于皿类设备为 200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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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例 ，

l一－A 丽多

2一一猿四氟乙矫把手 s

3一－B丽 多

4一一猿四氟乙矫．

I 

2 

回例 ，

l一一充电容辑s

2一一豪四氟乙始把手 s

3 

3一一半球体，半径 10 mm~ 15 mm ; 

4一一伏特计 s

5一－C=O. l l'F• 

'4 

图 6 用纯尼龙布或棉布摩擦

5 

3 

4 

固 7 用接地探针通过 0. 1 µF 电容给容摆放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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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 
EEOm 

3 \ 
4 

阁例，

l一一充电针 s

2一－A 丽多

3一－B商$

4一一导电板（货铺〉．

图 8 用直流高压电源感应充电

26. 15 电容测量

26. 15. 1 试验程序

试验应在两个完全组装好的电气设备样品上进行。样品应放在温度为（20土 2）℃和相对湿度为

(50士5)%RH 的气候调节室内至少 1 h。被试样品应放在尺寸约为 90 mm× 160 mm× 3 mm（但如果

样品需要，尺寸可更大〉的接地金属板上。设备的每－暴＂金属部件之间测得的电容应在 0 pF~ 
200 pF的范围内，精确到土5%，连接导线尽可能短，但不得小于 1 m。如果没有裸＂的金属部件，则应

在被认为能出现最不利结果的位置捅人－只螺钉制造－试验点。设备应放置在被认为能出现最不利结

果的位置。

26.15.2 合格判据

最大电容应为下列数值2

一一对于 I类设备： 50 pF; 

一一对于 E A类设备： 50 pF; 

一一对于 E B 类设备： 15 pF; 

一一对于 E C类设备：5 pF; 

一一对于皿类设备： 10 pF。

注，对于预定用于管道中出现快速移动粉尘的m类设备，更低的电容限值正在考虑之中．

27 例行试验

对于设备的检查和试验，制造商还应进行第 1章所列标准规定的例行试验。

28 制造商责任

28. 1 符合文件

制造商应进行需要的检查和试验，以确保所生产的电气设备符合文件要求。

注，本条的目的不是要求 100.%地检查部件，可采用统计的方法验证其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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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防爆合格证

制造商对其制造的防爆产品应取得防爆合格证，确认设备符合本部分以及其他适用部分的要求和

第 1 章中所列的防爆型式专用标准的要求。防爆合格证可针对 Ex设备或 Ex 元件。

取得防爆合格证的检验程序见附录 D。

28.3 对标志的责任

按本部分第 29 章的要求对电气设备进行标志，制造商证明自己的责任如下：

一一电气设备已按照与安全有关的相关标准要求制造；

一一产品通过第 28. 1 规定的全部例行检查和例行试验，产品与文件相符。

29 标志

下列标志方法仅适用于符合第 1 章所列的有关专用防爆标准规定的电气设备上，这－要求很E重要。

29. 1 标志位置

电气设备应在设备外部主体部分的明显处设置标志，在设备安装之前标志应能被很容易地看到。

注 l g 标志宜设在设备安装后易看到的位置．

注 2，如果标志设在设备的移动部件上，在设备内部可另设一相同标志，以便在安装和维护过程中避免与类似设备

混涌．见 29. 10对超1/\ !l'1设备和 Ex元件的附加指南．

29.2 总则

标志应包含下列各项：

a) 制造商的名称或注册商标；

b) 制造商规定的型号标识；

c) 产品编号，但下列倩况除外：

一一接线用的附件〈电缆和导管引人装置、挡板、连接板和绝缘套管〉；

一一表面积有限的电气设备；

〈产品的批号可代替产品编号〉

d) 颁发防爆合格证的检验机构名称或标志，防爆合格证编号采用下列形式：两位数字的年份，随

后是该年度防爆合格证顺序号，由四位数字组成，它们与年份之间用“．”分开B

e) 如果检验机构有必要说明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则在防爆合格证编号后加上符号“X”，设备上

可标志警告标志来代替所要求的符号“X”。

注 l g 制造商宜确保将安全使用的特殊要求及有关文件提供给用户．

f) 爆炸性气体环绕用具体的 Ex标志见 29. 3，爆炸性粉尘环槐用具体的 Ex标志见 29. 4. 爆炸

位气体环绕用和爆炸性粉尘用的 Ex标志应分开，不能组合在－起；

g) 按第 1章所列有关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规定的附加标志；

注 2，为适用不同行业电气设备制造安全标准的要求可增设附加标志．

29.3 爆炸性气体环绕防爆标志

防爆标志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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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符号 Ex，表明电气设备符合第 1 章所列专用标准的－个或多个防爆型式；

b) 所使用的各种防爆型式符号如下：

一－＂d”：隔爆外壳〈对应 EPLGb或 Mb)

一一“e”：增安型〈对应 EPLGb或Mb或 Ge)

注，根错我国国情，部分增安型飞”仅适用于 2 区，详见 GB 3836. 15- 2000, 

一一“ia”z本质安全型〈对应 EPLGa或 Ma)

一一“ib＂：本质安全型〈对应 EPLGb或 Mb)

一一“ic”：本质安全型〈对应 EPL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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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ma”：浇封型〈对应 EPLGa或 Ma)

一一“mb＂：浇封型〈对应 EPLGb或 Mb)

一一“me”：浇封型〈对应 EPL Ge) 

一一“nA" z无火花〈对应 EPL Ge) 

一一飞C”z火花保护〈对应 EPL Ge) 

一一“nR”：限制呼吸〈对应 EPL Ge) 

一一“nL＂：限能〈对应 EPL Ge) 

一一“。”：汹浸型〈对应 EPL Gb) 

一一“px飞正压型〈对应 EPL Gb或 Mb)

一一“PY＂：正压型〈对应 EPL Gb) 

一一“pz”：正压型〈对应 EPL Ge) 

一一“q”：充砂型〈对应 EPLGb或 Mb)

c) 类别符号：

一－ I 类：易产生瓦斯的煤矿用电气设备；

一－ II A、 E B 或 E C类：除易产生瓦斯的煤矿外其他爆炸性气体环榄用电气设备。

当电气设备仅使用在某－特定的气体中，则在符号 II 后面的括号内写上气体的化学名称或分

子式。

当电气设备除适用于特殊电气设备类别外还使用在某－特定气体中时，化学分子式应加在类别符

号的后边并用符号“＋”分开，例如：“E B+H，＇’。

注 l g 标志H B的设备可适用于 E A设备的使用条件，同样，标志E C的设备可适用于H A和 H B设备的使用条件．

d) 对于 E j类电气设备，表示温度组别的符号。如果制造商愿意绘出两个温度组别之间的最高表

面温度，也可仅用摄氏温度来标志该最高表面温度，或两者都标出，但在摄氏温度之后加括

号，括号内是温度组别，例如，Tl 或 350 ℃或 350 ℃（Tl）。

对于最高表面温度超过 450 ℃的 E类电气设备应用摄氏温度来标记最高表面温度，例如，600 ℃。

用于特殊气体的 E类电气设备，不必标出相应温度组别或最高表面温度。

当符合 5. 1. 1 的规定时，标志应包括 T， 或 T，.，.，和环榄温度范围或符号 X，以表明符合 29. 2 e）规定

的特殊使用条件。

Ex 电缆引人装置、Ex封培件和 Ex螺纹式管接头不必标志温度组别或最高表团温度〈摄氏温度〉。

e) 如果适用，设备保护级别“Ga”、“Gb”、“Ge”、“Ma”或“Mb”。

29.3 中心至 e）要求的标志应按在 29.3 中绘出的顺序标志，彼此之间应有小的问隔。

对于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如果危险场所的设备内部提供有限能措施，防爆型式的符号

应用方括号扩起来，例如，Exd [ia] II C T4 Gb。当关联设备类别与设备的类别不同时，关联设备的类

别应用方括号扩起来，例如，Exd [ia II C Ga] II B T4 Gb。

注 2，安装于隔爆外壳内的二极管安全栅是典型的例子 ．

对于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如果危险场所的设备外部提供有限能措施，防爆型式的符号

不用方括号扩起来，例如，Exd ia IIC T4 Gb。

注 3 I 用本质安全光电池连接到安全区的隔爆型灯是典型的例子 ．

对于不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符号 Ex 和防爆型式的符号应用同－方括号扩起来，例

如，［Ex ia Ga] II C。

对于既有关联设备又有本质安全设备，且不要求用户连接设备的本质安全部分的设备，关联设备的

标志不应出现，设备保护级别不同时除外。例如，Ex d ib II C T4 Gb，而不是 Ex d ib [ib Gb] II C T4 

Gb，但是，如果设备保护级别不同，则 Ex d ia[ia Ga] II C T4 Gb 是正确的。

注 4，对于不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不包括温度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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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爆炸性粉尘环填防爆标志

防爆标志应包括：

a) 符号 Ex，表明电气设备符合第 1 章所列专用标准的－个或多个防爆型式；

的所使用的各种防爆型式符号：

一－＂ta”：外壳保护型〈对应 EPL Da) 

一一“tb”：外壳保护型〈对应 EPL Db) 

一一“tc”：外壳保护型〈对应 EPL De) 

一一“ia”z本质安全型〈对应 EPL Da) 

一一“ib＂：本质安全型〈对应 EPL Db) 

一一“ic”：本质安全型〈对应 EPL De) 

一一“ma”：浇封型〈对应 EPLDa)

一一“mb＂：浇封型〈对应 EPL Db) 

一一“me”：浇封型〈对应 EPL De) 

一一“p＂：正压型〈对应 EPLDb或 De)

c) 类别符号：

一－IDA、 ffiB 或皿C类，爆炸性粉尘环榄用电气设备。

注 l g 标志mB的设备可适用于mA设备的使用条件，同样，标志mC的设备可适用于m A和mB设备的使用条件．

d) 最高表面温度摄氏度及单位℃，前面加符号 T' （例如 T 90 ℃〉；

当符合 5. 3. 2. 3 的规定时，最高表面温度 TL 应用摄氏温度值及单位℃表示，而粉尘层厚度 L用角

注表示，单位 mm，（例如 T刷 320 ℃〉或按 29. 2 e）规定标志应包括符号“X气表明特殊使用条件。

当符合 5. 1. 1 的规定时，标志应包括 T， 或 T，.，.，和环榄温度范围或符合 29. 2 e）规定的符号X，以表

明这－特殊使用条件。

Ex 电缆引人装置、Ex封格件和 Ex螺纹式管接头不必标志温度组别或最高表面温度〈摄氏温度〉。

e) 设备保护级别“Da”、“Db”或“De”；

f) 防护等级〈例如 IP54);

29.4 中心至 e）要求的标志应按在 29.4 中绘出的顺序标志，彼此之间应有小的问隔。

对于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如果危险场所的设备内部提供有限能措施，防爆型式的符号

应用方括号扩起来，例如，Ext [ ia Da］ 皿C TlOO ℃ Db。如果关联设备与设备的类别不同，关联设备的

类别应用方括号扩起来，例如，Ex t [ ia 皿C Da］ 皿B TlOO ℃ Db。

注 2，安装于防粉尘外壳内的二极管安全栅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如果危险场所的设备外部提供有限能措施，防爆型式的符号

不用方括号扩起来，例如，Ext ia 皿C TlOO ℃ Db。

注 3 I 用本质安全光电池连接到安全区的防粉尘型灯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不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符号 Ex 和防爆型式的符号应用同－方括号扩起来，例

如，［Ex ia Da］ 皿C。

对于既有关联设备又有本质安全设备，且不要求用户连接设备的本质安全部分的设备，关联设备的

标志不应出现，设备保护级别不同时除外。例如，Ex ib t 皿C TlOO ℃ Db，而不是 Ex ib t [ib Db］ 皿C

TlOO ℃ Db，但是，如果设备保护级别不同，则 Ex ia t [ ia Da] ffi C TlOO ℃ Db 是正确的。

注 4，对于不适合安装在危险场所的关联设备，不包括温度组别．

29.5 混〈复〉合型防爆型式

当－台电气设备的不同部分或 Ex元件使用不同的防爆型式时，防爆标志应包括所有所使用的防

爆型式符号，防爆型式的符号应按字母顺序排列，彼此之间应有小的问隔。当使用关联设备时，其防爆

型式的标志，包括适用时的方括号，应标在电气设备防爆型式符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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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多种防爆型式

设备可设计制成不同的防爆型式，以便根据防爆型式的安装要求，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例如设计

成同时符合Ex i 和 Ex de 要求的设备，可根据用户／安装单位的选型进行安装。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一设备上应分开标志出每个相关的 Ex标志，并且每个标志之前应留有窒间，以便安装时在选择

的 Ex标志前作出标记。

一一防爆合格证上应分别绘出所有相关的 Ex 标志。

当防爆合格证上单独表示的每－个Ex标志仅用－个证书时，则不同 Ex标志的相应标志、参数或

技术规格的任何变更，都应清楚地表示出来，不能混淆。

当每－个 Ex标志用－个单独的防爆合格证时，每个单独的 Ex标志的所有相关参数或技术规格都

应列在证书上。

29. 7 使用两个独立 Gb防爆型式的 Ga等级设备

为了达到 EPLGa 的保护级别，当同－电气设备采用两个独立的 EPL Gb 防爆型式时，Ex标志应

包括所使用带有防爆型式符号的两种防爆型式符号，并用“＋”相连。见GB 3836. 20-2010 。

29. 8 Ex 元件

按照第 13 章的规定，Ex元件应标志明确，包括下列内容：

份 制造商名称或注册商标；

的制造商规定的产品型号；

c）符号 Ex;

d) 所使用的每－种防爆型式符号；

e) 电气设备的 Ex元件类别符号；

f) 颁发防爆合格证的检验机构名称或标志以及防爆合格证编号；

g) 符号“U”；

注 l g 不用符号“X"

h) 按第 1 章所列有关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规定的附加标志；

注 2 I t量咆气设备制造标准的耍求可增设附加标志．

i) 如果适用，29. 3 或 29. 4 尽可能多的其他标志信息。

爆炸性气体环镜和爆炸性粉尘环绕用的 Ex标志应分开，不能混用。

29.9 小型电气设备和 Ex 元件

对于小型电气设备和 Ex元件，由于体在只有限，允许减少部分标志内容，但在设备或 Ex元件上至少

标出下列内容：

a) 制造商名称或注册商标；

的 制造商规定的产品标识。如果防爆合格证编号提供有具体的产品型号，则产品型号的符号允

i午缩写或省略；

c) 颁发防爆合格证的检验机构名称或标志以及防爆合格证编号9

d) 符号“X”或“U ”〈如果适用〉；

注，符号“X’p和“U＂不能同时使用．

e) 如果适用，29. 3 或 29. 4 尽可能多的其他标志信息。

29. 10 越小型电气设备和 Ex 元件

当电气设备和 Ex元件表面过小而没有标志窒问时，允许将标志链按在设备或部件上。该标志应

等同 29.2 、29.3 和 29.4 的规定，并应设在靠近现场安装的设备或元件的标牌上。

29. 11 警告标志

如果要求在电气设备上标出下列任何警告标志，表 14 中“警告”词之后规定的内容可用技术上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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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代替。多种警告内容可合并成－种等效的警告内容。

褒 14 警告标志内容

对应条款 警告标志

a) 6. 3 警告，断电后，应披电Y 分钟方可开盖（吁’”分钟为延迟所需时间〉

b) 6. 3 警告，有爆炸性气体时请勿打开

c) 18. 2 警告g严萦负’E操作

d) 18. 4 b） 、 19 、2 1. 2 b） 、21. 3 b) 警告g严萦带电开盖

e) 20. 1 b) 警告g严萦带电断开

。 20. 1 b) 警告，只允许在非危险场所才能断开

g) 7.4.2g) 警告，滞在”电电街危险－见使用说明书

h) 18. 4 2 ） 、2 1. 2 2 ） 、21. 3. 2) 警告，盖子下面有带电部件－严繁接触

29. 12 设备保妒级别（EPL）的另－种标志

设备保护级别的标志，可用大写字母表示设备适用的具体爆炸性环绕，用小写字母表示设备保护级

别。作为 29. 3 和 29.4 绘出的标志的另－种方法，不用 M、G 和 D，而用 I 类〈煤矿〉、 E类〈气体和蒸汽〉

和皿〈可燃性粉尘〉表示具体的爆炸性环绕，并在防爆型式上已经不存在标志的地方，增加表示级别的小

写字母。

当按 GB 3836. 20-2010 的要求，预计在 EPLGa 的区域和－个危险程度较低的区域之间的分界墙

之内安装设备时，不允许使用保护级别（EPL）的另－种标志。见GB 3836. 20-2010 的“标志”－章。

29. 12. 1 爆炸性气体环绕用防爆型式的另－种标志

作为 29. 3b）中防爆型式标志的另－种标志，应包括下列符号：

一一“db”：隔爆外壳

一一“eb飞增安型

一一“ia气本质安全型

一一“ib＂：本质安全型

一一“ic”：本质安全型

一一“ma”：浇封型

一一“mb＂：浇封型

一一“nAc” 2元火花

一一“nCc”：火花保护

一一“nRc”：限制呼吸

一一“地c气限能

一一“饨”：油浸型

一一“pxb＂：正压外壳型

一一“pyb”：正压外壳型

一一“pzc”：正压外壳型

一一“qb”：充彤、型

29. 12. 2 爆炸性粉尘环绕用防爆型式的另－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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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9. 4b）中防爆型式标志的另－种标志，应包括下列符号：

一一“ta”：外壳保护型

一一“tb”：外壳保护型

一一“tc”：外壳保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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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ia” z本质安全型

一一“ib＂：本质安全型

一一“ma”：浇封型

一一“mb＂：浇封型

一－＂pb＂：正压型

一一“pc”：正压型

29. 13 电池

按照 23. 11 的规定，当用户需要更换外壳内的电池时，与允许正确更换有关的参数应清楚地永久性

标在外壳上或外壳内，标志应包括制造商的名称和部件编号，或电化系统、标称电压和额定容量。

当使用可更换的电池组时，在可更换的电池组外部应标志下列内容：

一一制造商；

一一制造商绘出的产品型号；

一一预定使用设备的型号标志后有“仅在……上使用”字样。

在设备上的可更换的电池组制造商和制造商产品型号后应有“仅使用可更换的电池组”字样。

29. 14 标志示例

易产生瓦斯的煤矿用隔爆外壳“d”（EPL Mb): 

Ex d I Mb或 Ex db I 。

辛苦本质安全型“i”（EPL Ga）输出电路的隔爆外壳 Ex 元件“d”（EPL Gb），用于除易产生煤矿瓦斯气

体外的 C级爆炸性气体环绕〈防爆合格证编好后加符号“U”〉：

Ex d[ia Ga] II C Gb或 Ex db [ia] II C。

使用增安型飞”（EPL Gb）和正压外壳“px”型（EPL Gb）的电气设备，最高表团温度 125 ℃，用于除

易产生瓦斯的煤矿外的、引燃温度高于 125 ℃的爆炸性气体环绕，在防爆合格证中注明安全使用的具体

条件〈防爆合格证编好后加符号“X”〉：

Ex e px II C 125 ℃（T4)Gb或 Ex eb pxb II C 125 ℃（T4) 

使用隔爆外壳“d”（EPL Mb 和 Gb）和增安型飞”（EPL Mb 和 Gb）的煤矿用电气设备利用于除易产

生瓦斯的煤矿外的 B级气体、引燃温度高于 200 ℃的爆炸性气体环绕z

Ex de I Mb或 Ex db eb I 
Ex de II B T3 Gb或 Ex db eb II B T3 

用于除易产生瓦斯的煤矿外的、仅存在氨气爆炸性气体环榄用的隔爆外壳电气设备“d”（EPLGb):

Ex d E 氨（NH,)Gb或 Ex db E 氨（NH,)

用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浇封型电气设备“ma气EPL Da），最高表面温度

低于 120 ℃：

Ex ma 皿C T120 ℃ Da或 Ex ma 皿C T120 ℃ 

IP68 

用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ia”（EPL Da）型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20 ℃． 

Ex ia fil C Tl20℃Da 或 Ex ia filC Tl20 ℃ 

IP20 

用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p”（EPL Db）型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20 ℃． 

Exp filC T120 ℃Db或 Ex pb 皿C T120 ℃ 

IP65 

用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勺”（EPL Db）型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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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当用 500 mm 的粉尘层试验时低于 320 ℃：

Ex t 皿C T225 ℃ Tsoo 320 ℃ Db或 Extb 皿C T225 ℃ T刷 320 ℃

IP65 

用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t”（EPL Db）型电气设备，扩大的环绕温度范围

在－40 ℃～＋ 120 ℃之间时的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75 ℃ ：

Ext filC T175 ℃ Db或 Ex tb filC T175 ℃ 
IP65 

-40 ℃~T.袖~＋120 ℃

用于爆炸性气体环绕用 E C等级浇封型电气设备“ma”（EPL Ga），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35 ℃利用

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浇封型电气设备“ma”（EPL Da），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20 ℃，－张防爆合格证：

Ex ma II C T 4 Ga或 Ex ma II C T4 

Ex ma 皿C T120 ℃ Da或 Ex ma 皿C T120 ℃ 

IP67 

用于爆炸性气体环绕用 E C等级浇封型电气设备“ma”（EPL Ga），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35 ℃利用

于具有导电位粉尘的爆炸性粉尘环绕皿C等级浇封型电气设备“ma”（EPL Da），最高表面温度低于

120 ℃，二张独立的防爆合格证：

Ex ma II C T 4 Ga或 Ex ma II C T4 

Ex ma filC T120 ℃ Da或 Ex ma filC T120 ℃ 
IP54 

30 使用说明书

30. 1 概述

按照第 24 意要求准备的文件应包括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至少包括下列细节：

一一摘要重述被标志电气设备的信息，序列号除外〈见第 29 章〉，和设备维护的适当补充信息〈例

如，进口商、修理单位地址等〉；

一一安全须知，即：

• 投入运行；

• 使用；
• 装配和拆除；
• 维护、大修和修理；

• 安装；
• 调试；

一一必要时，培训须知；

一一在预定工作条件下，对设备能否安全地用于预定场所中进行判断的详细说明；

一一电气和压力参数、最高表团温度及其他限值；

一一适用时，29. 2 e）规定的具体使用条件；

一一适用时，特殊的使用条件，包括经验表明可能发生误用的详细信息；

一一必要时，可安装到设备上的工具的基本特征；

一一声明设备所符合包括发布日翔在内的标准名录；符合这些标准要求的防爆合格证。

30.2 电池说明书

按照 23. 11 的规定，如果用户必须更换安装在外壳内的电池，与允许正确更换有关的参数应包括在

说明书中，包括制造商的名称和部件编号，或电化学系统、标称电压和额定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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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豪 A

〈规范性附豪〉

电缆引入装置的附加要求

A. 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电缆引人装置的结构、试验和标志的－般要求，它可被第 1 章所列标准补充或修改。

注，寻｜人装置所适用的咆缆最大革径由制造商绘出，用户宣确保所选用电缆的最小尺寸在考虑公益时大于或等于

咆缆密封困所要求的数值．

A. 2 结构要求

A. 2. 1 电缆密封

保证电缆和引人装置主体之间的电缆密封位可采用下列方法之－〈见图 A. 1): 

一一弹性密封阁；

一一金属或复合密封周；

一一填料。

电缆密封周可由单－材料或复合材料制成，其形状应适合于所用电缆。

注 l I 在选择窑封阔的金属材料或复合材料时，注意 6 . 1 t主 3 的要求．

注 2 I 外壳的防爆型式也可取决于咆缆的内部结构．

l一一密封阁 s

2一一装置体 s

3一一压紧元件多

4一一咆缆s

5一－~庭料$

2 4 

I 3 

6一一密封垫（需要时） ; 

7一一压紧填料元件．

8 

6 

图 A. 1 电缆引入装置结构示意图

A. 2. 2 填料

填料所用材料应符合第 12 章粘接材料的规定。

A. 2. 3 夹紧措施

A. 2. 3. 1 总则

i 

7 

电缆引人装置应能夹紧电缆，以防电缆受到的拉力或扭短传到连接件上。这种夹紧措施可通过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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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组件、密封回或填料来实现。夹紧措施应符合 A. 3 有关的型式试验要求。

A. 2. 3. 2 E 类!ltm 类电缆引入装置

II~类或皿类用无夹紧组件的电缆引人装置，如果将 A. 3 的规定降低到 25%进行夹紧试验合格，则应

认为符合本附录要求。说明文件应写明这样的电缆引人装置不具备足够夹紧措施，用户应提供夹紧措

施以防电缆受到的拉力或扭短传到连接件上。这种电缆引人装置应标志符号“X”以表明符合 29. 2e）规

定的特定使用条件。

A. 2. 4 电缆引入

A. 2. 4. 1 尖锐模角

电缆引人装置不应有损伤电缆的尖锐棱角。

A. 2. 4. 2 避线口

可弯曲电缆避线口应有－个至少为 75°的圆弧，半径R 至少为允许使用电缆最大直径的四分之－，

但不必超过 3 mm（见图 A. 2）。

A. 2. 5 用工具拆卸

电缆引人装置安装之后，仅应通过工具才能拆卸下来。

A. 2. 6 固定

将电缆引人装置固定在电气设备外壳上的措施应能使电缆引人装置在承受 A. 3 的夹紧机械强度

试验和耐冲击试验后保持不变。

图 A. 2 可弯曲电编造线口回角

A. 2. 7 防妒等级

当电缆引人装置按照第 30 意要求装配到电气设备上时，应能保证其与固定的外壳－样符合外壳所

要求的防护等级。

标志防护等级（IP）的电缆引人装置应按 A. 3. 4 的规定进行试验。

A. 3 型式试验

A. 3. 1 非铠装电绩和带编织覆盖层电缆的夹紧试验

A. 3. 1. 1 密封圃夹紧的电缆引入装置

该夹紧试验应对每一类型的电缆引人装置的两个〈容许最小和最大尺寸的〉密封图进行试验。

对于圆形电缆使用的弹性密封圃，应将每种密封回装在一个清洁、干燥、抛光的钢或不锈钢圆形芯

轴上，且最高表面粗糙度 Ra 为 1. 6 pm，芯轴直径等于电缆引人装置的制造商对密封回所规定的电缆

50 



GB 3836. 1-2010 

的最小直径。

对于非圆形电缆，每－型号〈尺寸、形状〉的密封回应安装在尺寸等于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规定尺寸

的清洁、干燥电缆试样上。这种电缆引人装置应标志符号“X”以表明符合 29. 2 e）规定的特定使用

条件。

对于金属铠装电缆，每－尺寸的密封回应安装在铠装材料和尺寸与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规定－致

的清洁、干燥的电缆试样上。这种电缆引人装置应标志符号“X”以表明符合 29. 2 e）规定的特定使用

条件。

当使用金属密封周时，应将每种密封阁装在清洁、干燥、抛光的圆形金属芯轴上，芯轴的最高表面粗

糙度 Ra 为 1. 6 µm，直径等于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对密封阁所规定的电缆的最小直径。

把带芯轴或电缆的密封阁装入电缆引人装置，应对螺栓〈压盘式〉或螺母〈压紧螺母式〉施以力矩来

压紧密封圈，以防止芯轴或电缆滑动。

适用时，完整装配在－起的电缆和芯轴应承耐受耐热试验，其最高工作温度应为 75℃，制造商另有

规定时除外。

注 l I 75 ℃的工作温度是分支点和进线口温度的中间值．

注 2，仅使用金属密封陶和金属部件的咆缆寻｜人装置不要求耐热试磁．

当对电缆或芯轴施加以下拉力〈以 N为单位〉时，密封回应能防止电缆或芯棒滑动：

一一电缆引人装置设计为圆形电缆时，20 倍芯轴或电缆直径〈以 mm为单位〉；或

一一电缆引人装置设计为非圆形电缆时，6倍电缆周长〈以 mm为单位〉。

如果拉力方向为非水平式，则应调节施加力的方法以对芯轴和关联部件的重量进行补偿。

对于用手背编织覆盖层电缆的电缆引人装置，夹紧试验证明电缆引人装置对夹紧电缆的影响，对编织

物无强度要求。如果用编织覆盖层电缆进行试验，编织物不应被夹紧。

试验条件和合格判据按人 3. 1. 4 的规定。

注 3 I 试磁力矩值可参照上述试磁值，也可由经破确定或由咆缆寻｜人装置制造商提供．

A. 3. 1. 2 填料夹紧的电缆引入装置

该装置夹紧试验应使用二只清洁、干燥的电缆样品或芯棒〈如果适用〉进行，－个用最小允许尺寸，

另－个用越大允许尺寸。

按照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规定准备的填料，填人有效窒间内，待填料硬化符合制造商电缆引人装置

说明书规定之后进行试验。

完整装配在－起的电缆和芯轴应承受耐热试验，其最高工作混度应为 75 ℃，制造商另有规定时

除外。

注， 75 ℃的工作温度是分支点和进线口温度的中间值．

施加以下拉力〈以 N为单位〉时，填料应能防止电缆松动：

一一引人装置设计为圆形电缆时，20 倍芯轴或电缆直径〈以 mm为单位〉；或

一一引人装置设计为非圆形电缆时，6倍电缆周长〈以 mm 为单位〉。

对于用手背编织覆盖层电缆的电缆引人装置，夹紧试验证明电缆引人装置对夹紧电缆的影响，对编织

物无强度要求。如果用编织覆盖层电缆进行试验，编织物不得夹紧。如果电缆引人装置设计成编织物

周围填满填料，则试验用填料与编织物的接触应最小化。

试验条件和合格判据按人 3. 1. 4 的规定。

A. 3. 1. 3 用压紧装置夹紧的电缆引入装置

夹紧试验应在每种电缆引人装置夹紧组件允许使用的不同规格的电缆上进行。

每种装置应安装在－个装置容许直径的旦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规定直径的清洁、干燥的电缆样

品上。

按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的规定，夹紧组件与任何规定的密封周和夹紧组件容许的最大尺寸的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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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装入电缆引人装置。把安装在密封套上的任何规定的密封阁拧紧，并紧回夹紧组件。试验程序应

按 A. 3. 1. 1 进行，然后按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的规定用夹紧组件允许的最小尺寸的电缆重复试验。

对于用手背编织覆盖层电缆的电缆引人装置，夹紧试验证明电缆引人装置对夹紧电缆的影响，对编织

物无强度要求。如果用编织覆盖层电缆进行试验，编织物不应被夹紧。

A. 3. 1. 4 拉力试验

按照 A. 3. 1. 1～人 3. 1. 3 的规定，把试样安装在拉力试验机上，施以恒定拉力等于人 3. 1. 1 或

A. 3. 1. 2规定的拉力，施力 6 h，试验环绕温度为（20土 5）℃。

如果芯轴或电缆样品位移量不超过 6 mm，则认为该密封阁、填料或夹紧组件合格。

A. 3. 1. 5 机械强度

拉力试验之后，把样品从拉力机上移开徽以下试验。

a) 对于用密封罔或夹紧组件夹紧的电缆引人装置，机械强度试验必须视具体情况对螺栓或螺母

施以防止松动所需的 1. 5 倍力矩。然后应拆下电缆引人装置并检查元件。当未发现任何影响

防爆型式的损坏时，电缆引人装置机械强度试验应视为符合要求。密封阁的变形可忽略不计。

b) 对于非金属材料的电缆引人装置，如果由于螺纹暂时变形而使试验达不到规定力矩，但没有

明显损坏，如果不用调整仍能达到 A. 3. 1. 4 拉伸试验的要求，则认为该电缆引人装置合格。

c) 用填料压紧的电缆引人装置，拆除填料盖时应尽可能不损坏填料。打开检查，以填料无影响防

爆性能的物理的或可见的损伤为合格。

A. 3. 2 铠装电缆的央紧试验

A. 3. 2. 1 通过密封套内装置突紧铠装层的央紧试验

试验应使用每种密封套规定的最小尺寸的铠装电缆样品进行。铠装电缆样品应装入电缆引人装置

的夹紧组件内。对螺栓〈压盘式〉或螺母〈压紧螺母式〉施以力矩来压紧夹紧组件，以防止铠装层滑动。

完整装配在－起的电缆和芯轴应承耐受耐热试验，其最高工作温度应为 75 ℃，制造商另有规定时

除外。

注 l I 75 ℃的工作温度是分支点和进线口温度的中间值．

注 2，仅使用金属密封网和金属部件的电缆寻｜人装置不要求耐热试被．当施加以下拉力（以 N为单位〉时，夹紧组

件应能防止铠装层滑动g

一一对于 I 类电气设备用铠装电缆，80倍电缆直径（以 mm 为单位沁或

一一对于H 类或田类电气设备用铠装电缆，20 倍电缆直径（以 mm 为单位〉．

注 3，试磁力矩值可参照上述试磁值，也可由经验确定或由电缆寻｜人装置制造商提供．

A. 3. 2. 1. 1 拉力试验

把试样安装在拉力试验机上，施以恒定拉力等于 A. 3. 2. 1 规定的拉力，施力（120土 lO)s。试验应

在环绕温度为（20土 5）℃下进行。

如果铠装部位的位移可忽略不计，引人装置的夹紧作用是合格的。

A. 3. 2. 1. 2 机械强度

在螺栓或螺母上施加 A. 3. 2. 1. 1 规定的 1. 5 倍力矩，然后把密封套拆开，当未观察到任何影响防

爆型式的损坏时，认为试验合格。

A. 3. 2. 2 不通过密封套内装置突紧铠装层的夹紧试验

如果无铠装层，电缆引人装置应按 人 3. 1 规定试验。

A. 3. 3 耐冲击试验

试验按第 26. 4. 2 规定进行，电缆引人装置应安装规定的最小电缆。

为了试验，也缆引人装置应固定在－个固定的钢板上或按制造商规定卡牢。用螺纹固定的电缆引

人装置按照 A. 3. 2. 1 规定的力短拧紧。

A. 3. 4 电缆引入装置的防伊等级（IP)

试验按 GB 4208-2008 的规定，每－种型式的电缆引人装置的试验应在电缆密封阁的不同允许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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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类：至少 IP54;

E 类：至少 IP54;

皿类（EPL Da）：至少 IP6元

皿类（EPL Db）：至少 IP6X;

me 类（EPL De）：至少 IP6X;

IDA 或IDB 类（EPL De）：至少 IP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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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试验，每个密封阁安装在－个清洁、干燥的电缆上，或清洁、干燥、抛光的圆形金属芯轴上，芯轴

的最高表面粗糙度 Ra 为 1. 6 pm，直径等于电缆引人装置制造商对密封罔所规定的电缆的最小直径。

为了试验，带电缆或芯轴的电缆引人装置应在固定到相应的外壳之后进行试验，保证密封套和外壳之间

交接面的密封方法不影响试验结果。

A. 4 标志

A. 4. 1 电缆引入装置标志

电缆引人装置应按 29.2 规定标志，包括“e”型电缆引人装置。当电缆引人装置有螺纹人口时，应标

出螺纹型式和尺寸。

注 l I “d”型电缆寻｜人装置的附加要求见 GB 3836. 2- 2010, 

注 2，“t'＇型电缆寻｜人装置的附加要求见！EC 60079-31 （见 20. l. 2 注〉 ．

如果标志位置有限，可按 29.9 规定减少标志。

A. 4. 2 电缆密封圈标志

当电缆引人装置用密封圈可适用于多种电缆时，应表示出允许使用电缆的最小和最大直径〈以 mm

为单位〉。

当密封周同金属垫罔－起使用时，同样可在金属垫圈上进行标志。

电缆密封回应有明确标志，以便用户选择适合密封阁的电缆引人装置。

当密封套和密封阁使用环挽温度超出－20 ℃～＋so ℃时，标示出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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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豪 B

〈规范性附豪〉

对 Ex 元件的要求

Ex元件应符合表 B. 1 所列条款的要求。

褒 8. 1 Ex 元件应符合的条款

章节条款 符合（是／：否〉

l ~4 （包括〉 是

5 否 应规定极限温度时除外

6. l 是

6. 2 否

6. 3 否

6. 4 否

6. 5 是

6. 6 是

7. l 是

7. l. 4 是 见注 l

7. 3 是 如果是外部（见注 1)

7. 4 是 如果是外部（见注 1)

7. 5 是 如果是外部（见注 1)

8 是

9. l 是

9. 2 是 仅为设备外先

9. 3 是 仅为设备外壳

10 是

11 是

12 是

13 是

14 是

15. l. l 是 仅为设备外壳

15. l. 2 是 仅为设备外先

15. 2 是

15. 3 是

15. 4 是

15. 5 是

16 是 仅为设备外壳

17 否 咆机外壳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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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8. 1 （续〉

章节条款 符合（是／否〉 备 注

18 是

19 是

20 是

21 是

22. 1 是

22. 2 否

23 是

24 是

25 是

26. 1 是

26. 2 否

26. 3 是

26. 4 是 仅为设备外壳

26. 5 是 仅为设备外先

26. 5. 1 否

26. 5. 2 是 当规定了最高表面温度时

26. 5. 3 是 当“小元件”被拆下时

26. 6 是

26. 7 是 当规定了最高表面温度时

26. 8 是

26. 9 是

26. 10 是 仅为设备外先

26. 11 是 仅为 I 类设备外壳

26. 12 是 仅为设备外先

26. 13 是 仅为设备外壳

26. 14 是 仅为设备外先

26. 15 是 仅为设备外壳

27 是

28 是

29. 1 是 :B; Ex元件上要求标志

29. 2 否

29. 3 是 见注 2

29. 4 是 见注 2

29. 5 是

29. 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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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8. 1 （续〉

章节条款 符合（是／：否〉 备 注

29. 7 是

29. 8 是

29. 9 是

29. 10 是

29. 11 否

29. 12 是

29. 13 是

29. 14 否

30 是

注 l g 对其他外壳中元件的要求必须考虑环境条件．

注 2 I 温度组别不适用于 Ex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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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豪 C

〈规范性附豪〉

I 类电气设备的特殊要求

GB 3836.1-2010 

c. 1 I 类电气设备均应按 c. 2 的规定进行湿热试验，试验严酷等级应符合产品现行湿热带电工产品

标准的规定：

一一商压电气设备，＋40 ℃，21 d; 

一一低压电气设备，＋40 ℃， 12 d; 

一一携带式电气设备，＋40 ℃，6 d。

c. 2 湿热试验方法按照 GB/T 2423. 4-2008 的规定进行。

c. 3 I 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应采用不燃或阻燃材料制成，并应能承受 c. 4 规定的燃烧性能试验。

c. 4 I 类电气设备塑料外壳燃烧性能试验按 GB/T 11020-2005 中规定的火焰垂直试样法（FV 法〉

进行。

c. 5 试验结果以不低于 FV2 级的要求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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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豪 D

〈规范性附豪〉

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位验程序

。 1 制造商按本部分及第 1 章所列专用防爆型式标准试制的电气设备，均须送国家授权的质量监督

检验机构按相应标准规定进行防爆检验，取得防爆合格证。对已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产品，其他制造商

生产时仍须重新履行检验程序。

D. 2 检验工作包括技术文件审查和样机检验两项内容。

D. 3 技术文件审查须送下列资料：

a) 产品标准〈或技术条件〉；

的 与防爆性能有关的产品图样〈须签字完整，并装订成册）；

c) 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

以上资料各一式二份，审查合格后由检验机构盖章，－份存检验机构，－份存送检单位。

d) 检验机构认为确保电气设备安全性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D. 4 样机检验须送下列样机及资料：

a) 提供符合合格图样的完整样机，其数量应满足试验的需要。检验机构认为必要时，有权留存

样机p

b) 提供检验需要的零部件和必要的拆卸工具；

c) 有关检验报告；

d) 有关的工厂产品质量保证文件资料。

D. 5 样机检验合格后，由检验机构发给“防爆合格证”，有效期为五年。

注，适用时，防爆合格证书上应注明符号“U＂和符号“X＂所代表的确切内容．

D. 6 取得“防爆合格证”后的产品，当进行局部更改旦涉及相应标准的有关规定时，须将更改的技术文

件和有关说明一式二份送原检验机构重新审查，必要时进行送样检验，若更改内容不涉及相应标准的有

关规定，应将更改的技术文件和说明送原检验机构备案。

。. 7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制造的电气设备，经检验合格后，发给“工业试用许可证”。取得“工

业试用许可证”的产品，须经工业试用〈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和台数遂行〉。由原检验机构根据所提供的

工业试运行报告、本部分利专用标准的有关规定，发给“防爆合格证”后，方可投入生产。

D. 8 对于既适用于 I类又适用于 E 类的电气设备，须分别按 I 类和 E 类要求检验合格，取得防爆合

格证。

D. 9 检验机构有权对已发给“防爆合格证”的产品进行复查，当发现与原检验的产品质量不符且影响

防爆性能时，应向制造单位提出意见，必要时撤销“防爆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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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豪 E

〈资料性附豪〉

用“设备保妒级别”的方法对防爆设备进行危险评定的介绍

GB 3836.1-2010 

本附录阐述了用“设备保护级别飞EPL）的方法对设备危险进行评定的概念。 EPL概念的引人能

够使现有的防爆设备选型有了替代方法。

E. 1 历史背.

人们历来认为不是所有的防爆型式都能提供相同的等级，以确保不出现可能的点燃。 GB 3836. 15 

安装标准对具体的危险区域规定了具体的防爆型式，其选型依据是统计学原理，即爆炸性环挽出现的可

能性或频次越大，其要求的安全程度就越高，以避免点燃源可能形成点燃危险。

危险场所〈通常不包括煤矿〉根据危险程度划分区域，危险程度的界定是根据爆炸性环绕出现的或

然率。通常情况下，它既不考虑爆炸潜在的因果关系，也不考虑其他因素，如物料毒性，而真正的危险评

定是要考虑所有因素的。

不同区域选择设备历来都是以防爆型式为基础，在有些情况下，防爆型式又可按其使用的区域划分

为不同的保护等级，例如，本质安全型分为“ia”和“ib”保护等级，浇封型“m”标准中包括两个保护等级

“ma”和“mb”

过去，设备选型标准在设备的防爆型式和其可使用的区域之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关系。如先前所

述，在 IEC 的防爆标准体系中还从来考虑过爆炸潜在的因果关系，而这－因果关系又确实存在。

为了弥补这－缺失，设备操作人员又常常凭直觉来判定将危险区域扩大〈或限定〉，典型的例子是将

“1 区型”船用设备安装于海上石油平台的 2 区，这样，即使是在完全出现非预期的气体长时间释放的情

况下船用设备依然能防爆。另一方面，如果形成爆炸性气体的重小，而爆炸对生命和财产产生的危害可

降低，那么，对于偏远的、安全可靠的业主来说，以“2 区型”电动机驱动的小型泵站甚至在 1 区使用，可

能是合理的。

随着 IEC 60079-26“0 区用设备的附加要求”第－版的发布，情况就变得愈加复杂。在此之前，Exia

等级的设备被视为唯－可用于 0 区的设备。

大家已经公认，根据内在的点燃危险识别和标志所有产品是有益的，这会更易于设备选型，适用时，

能更适合用这种危险评定方法。

E. 2 总则

已经引入了设备合格的危险评定方法，代替现有的、设备与危险区域之间规定的相对固定的方法。

为方便起见，引入了设备保护级别体系，无论使用何种防爆型式，已经指明了设备内在的点燃危险。

规定的设备保护级别如 E. 2. 1~ E. 2. 3 。

E. 2. 1 煤矿瓦斯气体环绕＜ I 类〉

E. 2. 1. 1 EPL Ma 

安装在煤矿甲烧爆炸性环绕中的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该等级具有足够的安全俭，使设备在

正常运行、出现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甚至在气体突然出现设备仍带电的情况下均不可能成为点燃源。

注，典型的通讯咆路和气体探测辑将制成符合 Ma 的要求，例如，Ex m等级的电话咆路．

E. 2. 1. 2 EPL 画面b

安装在煤矿甲烧爆炸性环绕中的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级别，该等级具有足够的安全俭，使设备在

正常运行中或在气体突然出现和设备断电之间的时间内出现预期故障条件下不可能成为点燃源。

注，典型的 I类设备将制成符合 Mb 的要求，例如，Ex d 型电动机和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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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 2 气体＜ ll 类〉

E. 2. 2. 1 EPL Ga 

爆炸性气体环榄用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出现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时不是点

燃源。

E. 2. 2. 2 EPL Gb 

爆炸性气体环魏用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或预期故障条件下不是点燃源。

注，大多数标准的保护概念提出设备在这－保护级别 ．

E. 2. 2. 3 EPL Ge 

爆炸性气体环榄用设备，具有“－般”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中不是点燃源，也可采取－些附加保

护措施，保证在点燃源预期经常出现的情况下〈例如灯具的故障〉不会形成有效点燃。

注， Ex n 型将是该保护级别的典型设备 ．

E. 2. 3 粉尘 ＜ m 类〉

E. 2. 3. 1 EPL Da 

爆炸性粉尘环榄用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或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条件下不是点

燃源。

E. 2. 3. 2 EPL Db 

爆炸性粉尘环榄用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或出现预期故障条件下不是点燃源。

E. 2. 3. 3 EPL De 

爆炸性粉尘环榄用设备，具有“－般”的保护级别，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是点燃源，也可采取－些附

加保护措施，保证在点燃源预期经常出现的情况下〈例如灯具的故障〉不会形成有效点燃。

对于大多数情况，由于特有的潜在爆炸因果关系，预定下列情况适用于危险区域使用的设备〈对煤

矿瓦斯环模不直接适用，因为区的概念通常不适用于煤矿〉。见表 E. 1. 

褒 E. 1 EPL 与区的传统对应关系〈没有附加危险评定〉

设备保护级别 区

Ga 。

Gb 1 

Ge 2 

Da 20 

Db 21 

De 22 

E. 3 提供的防点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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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造商为保护级别设立的运行参数，不同的设备保护级别必须能够起作用，见表 E. 20 

褒 E. 2 提供的防点燃危险描述

设备保护级别
提供的保护

类别
保护特性 运行条件

Ma 两个单独保护措施或即使两个 当出现爆炸性环境时设备依然
很高

故障彼此单独出现依然安全 到E行I类

Ga 两个单独保护措施或即使两个 在 0 区、l 区和 2 区设备依然
很高

故障彼此单独出现依然安全 到E行n j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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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E. 2 （续〉

设备保护级别
提供的保护

类别
保护特性 运行条件

Da 两个单独保护措施或即使两个 在 20 区、21 区和 22 区设备依然
很高

故障彼此单独出现依然安全 ~~－ 丁m类

Mb 
商 适合正常操作和严酷运行条件 当出现爆炸性环境时设备断咆

I类

Gb 适合正常运行和经常出现干扰
商

革且正常考虑故障的设备
在 l 区和 2 区设备依然运行

n j类
Db 适合正常运行和经常出现干扰

商
革且正常考虑故障的设备

在 21 区和 22 区设备依然运行
m类

Ge 
一锻 适合正常运行 在 2 区设备依然运行

n j类
De 

一锻 适合正常运行 在 22 区设备依然运行
m类

E. 4 执行

新版GB 3836. 15（包含可燃位粉尘环绕原来的要求〉将引人 EPL概念，在设备选型中可使用“危险

评定”法代替传统方法，涉及到的危险场所分类标准中同样也要引人 EPL 的概念。

附加标志和现有防爆型式的相关内容正在被引人下列修订的标准中：

GB 3836. 1（包含可燃位粉尘环绕用设备〉

• GB 3836. 2 

- GB 3836. 3 

• GB 3836. 4（将包含可燃位粉尘环槐用设备〉

• GB 3836. 5（将包含可燃性粉尘环绕用设备〉

• GB 3836. 6 

• GB 3836. 7 

- GB 3836. 8 

• GB 3836. 9（将包含可燃位粉尘环槐用设备〉

- GB 3836. 20 

e IEC 60079-28 

对于爆炸性气体环榄用防爆型式EPL要求附加标志，对于爆炸性粉尘环绕，现有的在设备上标志

区域的方法由 EPL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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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豪 F

〈资料性附豪〉

自变颂德供电的电机

通常情况下，希望电机和变频器作为－个系统进行评定。当电机由变频器供电时，妄想改变其转速

和负载运转，必须通过规定的转速和力矩范围确定带有特定变频器〈和输出滤波器，如使用〉电机的热性

能。这需要型式试验和计算。具体的使用方法由防爆型式专用标准规定。

注 l g 由于进行试磁时的电机／变频楞的精确连接可能出现一些困难，经过特性比对可使用类似的变颜辑．

注 2，在与制造商、用户和安装单位进行讨论中出现的一些其他因素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包括自用户另外准备的

输出滤波辑或咆抗楞，变颜辑与电缆之间的长度，这两者都会影响电机输入电压，引起电机过热．

对于有些防爆型式，通常必须使用保护装置，保护装置需要在文件中规定，其能力须通过试验或计

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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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 I 变频辑商颜次的通断可迅速成倍升高绕组和电缆电路中的电压强度，进一步形成潜在的点燃源．因此必须

根错防爆型式来考虑这一强度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在变频帮后加一个辅助输出滤波辑．

对电机的描述性文件中需包括变频器必须的参数和主要求适用的条件。

注 4，铀承咆流需要特别关注．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适用绝缘铀承，单独或联合使用可降低共模电压和／或 dV/dl

的滤波辑．更多信息见 IEC TS60034-l 7 和！EC 60034-25, 



l一一调整商皮用螺栓，

2一一塑料导管，

3一一试品$

4一一钢l'il（质量， 20 kg) I 

5一一钢质锥体，

6一一φ·25 mm 倔头，

Ii－坠部商!lf .

I 

.., 

附褒 G

〈资料性附景〉

冲击试验装置示例

2 

3 

因 G. 1 冲击试验装置示例

GB 3836.1一2010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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