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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836的本部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部分是修改采用IEC 60079-2;2001（第4版）对GB 3836. 5-1987进行修订的，在技术内容和编

写格式上与IEC标准基本相同。

    GB 383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系列标准共分为若干部分：

    — 第1部分：通用要求；

    — 第2部分：隔爆型+d�

    — 第3部分：增安型“e"

    — 第4部分：本质安全型“1”;

    — 第5部分：正压外壳}' "P";

    — 第6部分：油浸型"Off

    — 第7部分：充砂型414

    — 第8部分：无火花型+n;;

    — 第9部分：浇封型“m，， ;

    — 第11部分：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测定方法；

    — 第 12部分：气体或蒸气混合物按照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和最小点燃电流的分级；

    — 第 13部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检修；

    — 第14部分：危险场所分类；

    — 第 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本部分是该系列标准的第5部分，对应于IEC 60079-20
    本部分与IEC 60079-2:200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 删除了1. 5中关于正压外壳中的仪器仪表不需要计量校正的规定；

    2) 删除了1. 6中关于用户自己制造的正压外壳型电气设备由用户自行负责和检验的条文；

    3) 在7. 9中增加了项e)：对于Pz型，当正压外壳内的正压下降到制造厂规定的最小值时，自动安

        全装置应能切断向正压外壳供电的电源；

    4) 增加了16.9：保护装置动作可靠性试验；

    5) 增加了16.10：设备温度测量。

    本部分与GB 3836. 5-1987版本相比变化较大，增加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本部分将正压外壳分为PX,PY和Pz型，并且将正压外壳型电气设备外壳内部是否含有可燃性

        气体或液体释放源分为有或无内置系统两大类，对不同类型正压外壳的结构和安全措施作了

        具体规定。

    2) 本部分将外壳内的正压分为具有稀释气流正压、泄漏补偿正压和静态正压，并规定了相应的安

        全要求。

    3) 本部分比GB 3836. 5-1987版本对正压外壳型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以指导正压外壳电气设

        备的制造和使用。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E和附录G是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的附录B、附录C、附录D和附录F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 3836. 5-1987，凡不符合本部分规定的产品均应在两年内过渡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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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上海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煤炭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沈阳电气传动

研究所、佳木斯防爆电机研究所、煤炭工业设备成套局和沈阳市三丰电器厂等单位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军、李合德、徐建平、王其坤、郑琦、王维越、徐ilA、李东久。

    本部分于1987年首次发布，2004年5月第1次修订。

    本部分委托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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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引 言

    IEC 60079的本部分规定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正压外壳型电气设备“P”的设计、结构、试验和标志，

其要求如下：

    a) 保护气体压力保持高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以阻止在不含有可燃性气体或蒸气内释放源的外壳

        内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和必要时

    b) 对外壳供给足够量的保护气体，以保证电气部件周围形成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浓度保持在超

        过相应的特定使用条件的爆炸极限值范围之外。对含有一个或多个内部释放源的外壳供给

        保护气体，以阻止外壳内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本部分包括对设备和其关联设备包括保护气体的进出口和排气管道的要求，同时也对保证建立和

保持正压和／或稀释必须提供的辅助控制设备规定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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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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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GB 3836的本部分规定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正压外壳型电气设备“P”的结构和试验的特殊要求，本

部分的要求是对GB 3836. 1的补充。

    本部分规定了包含有可燃性物质限制释放的正压外壳的要求。

    本部分不包括在其中含有可以释放下列可燃性物质的内置系统的正压外壳要求：

    a) 含氧量大于正常值的空气，或

    b） 氧气与惰性气体混合比例大于21％0

    本部分不包括对正压小室或分析室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3836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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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 2900.1-1992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eqv IEC 60050)

    GB/T 2900. 35-1998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neq IEC 60050(426) :1990)

    GB 3836. 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0:1998)

    GB/T 4207-1984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和耐漏电起痕指数的测定方法

(neq IEC 60112：1979)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60529:1989)

    GB/T 4942. 1-2001 旋转电机外壳防护分级 （idtIEC 60034-5:1991)

    GB/T 16935. 1-1997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一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 idt IEC

60664-1：1992)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GB/T 2900. 1和GB/T 2900.35的定义及下列定义。

    注：除另有规定外，“电压”和‘’电流”是指交流、直流或复合电压或电流的有效值（r. m. s) .

3.1

    报普 alarm

    设备的一个部件产生的可视或声音信号，以引起注意。

3.2

    内置系统 containment system

    设备含有可燃性物质并可能形成内释放源的部分。

3.3

    稀释 dilution

    正压外壳换气之后，连续以规定速率供给保护气体使其中的可燃性物质的浓度在任何潜在的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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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附近，均保持在爆炸界限值之外（也就是说，在稀释区域之外）。

    注：用惰性气体稀释氧气可能造成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浓度高于爆炸上限（UEL) ,

3.4

    稀释区域 dilution area

    在内释放源附近，可燃性物质浓度未被稀释到安全浓度范围的区域。

3.5

    外壳容积 enclosure volume

    没有内装设备的空外壳的容积。对于旋转电机是指内部净容积加上转子占用的容积。

3.6

    可燃性物质 flammable substance

    能够被点燃的气体、蒸气、液体或其混合物。

3.7

    气密装置 hermetically sealed device

    制成外部大气不能通向里面并且用熔化的方法，例如：铜焊、钎焊或玻璃对金属的熔接进行密封的

装置。

3.8

    有点燃能力的电气设备（ICA)  ignition-capable apparatus (ICA)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对特定的爆炸性环境构成点燃源的电气设备。包括未用7.13所列防爆型式保

护的电气设备。

3.9

    显示器 indicator

    显示流量或压力是否适当，并且定期监测以满足使用要求的设备器件。

3. 10

    内释放源 internal source of release

    外壳内某地点或部分，从这些地方可燃性物质能够以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或液体的形式释放到正压

外壳中，并能与周围的空气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3. 11

    泄漏补偿 leakage compensation

    供给的保护气体流量足以补偿正压外壳及其管道中的任何泄漏。

3. 12

    正压 overpressure

    正压外壳内高于环境大气压力的压力值。

3. 13

    正压保护 pressurization

    用保持外壳内部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外部大气压力，以阻止外部爆炸性气体进入外壳内的方法。

3. 14

    正压保护系统 pressurization system

    用于增压和监测正压外壳的元件组合。

3. 15

    正压外壳 pressurized enclosure

    保持内部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外部环境大气压力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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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

    保护气体 protective gas

    用于换气、保持过压及稀释（如有要求）的空气或惰性气体。

    注：本部分中的惰性气体是指氮、二氧化碳、氢或任何气体，当它们同氧按4*1的比例在空气中形成混合物时，不会

        引起点燃和形成可燃特性，更严重的情况，如爆炸极限。

3.17

    保护气体供给源 protective gas supply

    供给正压保护气体的压缩机、鼓风机或压缩气容器。供气源包括进气（抽气）管或管道、压力调节

器、排气管、管道和供气阀，不包括正压系统部件。

3. 18

    换气 purging

    在正压外壳中，大量的保护气体通过外壳和管道，使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浓度降低到安全水平的工

作过程。

3. 19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

    每一个单独装置在制造期间或出厂前都应进行的、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的试验。

    [IEV 151-04-161

3.20

    静态正压保护 static pressurization

    不添加保护气体而保持危险场所中正压外壳内正压值的保护方法。

3.21

    px型正压 type px pressurizing

    将正压外壳内的危险分类从 1区降至非危险或从 1类（煤矿井下危险区域）降至非危险的正压

保护。

3.22

    py型正压 type py pressurizing

    将正压外壳内的危险分类从1区降至2区的正压保护。

3.23

    pz型正压 type pz pressurizing

    将正压外壳内危险分类从2区降至非危险的正压保护。

3.24

    型式试验 type test

    对某一设计进行一台或多台装置的试验，以证明其设计符合技术条件的规定。[IEV 151-04-151

4 防爆型式

    用正压保护的防爆型式细分为3种型式（Px,PY和PZ)，它们分别是以外部的爆炸性环境（I类，

1区或2区）、是否有内释放，以及正压外壳内的电气设备是否有点燃能力为依据进行划分的，见表to

然后正压外壳和正压系统的设计要求按防爆型式来确定，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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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1 确定防姗型式

梦
5 正压外壳的结构要求

5.1 外壳

    正压外壳应具有符合表2的防护等级。

    注：在潮湿和充满灰尘的采煤工作面上可以要求IP44的防护等级．

5.2 材质

    用于外壳、管道和连接件的材质不应受规定的保护气体的不利影响。

5.3 门和盖

5.3.1 对I类正压外壳门和盖应：

    — 采用符合GB 3836.1-2000的9.2的特殊紧固件，或者

    — 采用联锁以便使门和盖打开时，向未用本部分7.13所列的防爆型式保护的电气设备供电的电

        源能自动切断，而且在门和盖闭合以前不能重新通电。同时还应符合7.6的要求。

5.3.2 对于具有静态正压保护的I类正压外壳，门和盖应采用符合GB 3836. 1-2000的9. 2的特殊

紧固件，并且应设置替告标志：

                              “，告— 严禁在危险场所内打开”

5.3.3 对于II类正压外壳，紧固件可以不符合GB 3836. 1-2000的9.2的要求。

    除了只能用工具或钥匙才能打开的门和盖之外，门和盖应该联锁以使向未用GB 3836. 1所列其他
标准之一规定的防爆型式保护的电气设备供电的电源能在门和盖打开时自动断电，并且在门和盖关闭

前不能重新通电。

    注：高的内部压力可能会使门或盖猛烈地打开。应采用下列方法防止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受到伤害：

      a) 采用多个紧固件，以便在松开所有紧固件之前外壳将安全地排气；或

      b) 采用双位紧固件，使外壳打开时能够安全排放压力，或

      c) 限制最大内部压力不大于2. 5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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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防爆型式的设计准则

万
5.3.4 对于具有静态压力保护的II类正压外壳，门和盖只能用工具才能打开，并且应设置警告标志：

                                “替告— 严禁在危险场所内打开”

5.3.5 对于含有需要冷却时间的热部件的px型正压外壳，不用工具或钥匙不应轻易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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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机械强度

    正压外壳管道和它们的连接部件应承受制造厂规定的正常运行时，所有排气孔封闭状态下最大正

压的1.5倍压力，最低压力为200 Pa.

    如果运行中产生的压力可能引起外壳管道或连接部件变形，应设置安全装置，将最大内部正压限制
到低于对防爆型式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如果制造厂不提供安全装置，设备应标示“X'，标志，并且

在使用说明书中应包括用户需要保证符合本部分要求的全部必要信息。

5.5 气孔、隔板、间隔和内部元件

5.5. 1 气孔和隔板的设置应保证有效换气。

    注1：可通过适当设置保护气体供气的进气孔和排气孔及隔板的作用来消除不换气的区域。

    注2：对于重于空气的气体或蒸气，保护气体的进人口应靠近正压外壳的顶部，而排气孔靠近外壳的底部。

    注3：对于轻于空气的气体或蒸气，保护气体的进人口应靠近外壳的底部而排气孔应靠近外壳的顶部。

    注4：在外壳的相对侧设置进气孔和排气孔以促进前后通风。

    注5：内部隔板（例如：电路板）的设置应使保护气体的气流不受阻碍。使用支管或导流板也应能改善障碍物周围的

          气流流动。

    注6：气孔数量应按设备的设计来选择，特别要考虑电气设备可能被分成一些小空腔的换气。

5.5.2 内间隔应与主外壳相通或单独换气。

    注：对于每1 000 cm“设置面积不小于 1 cm“的通气孔，最小为6.3 mm直径的通气孔才足以适当换气。

5.5.3 阴极射线管（CRTs）和其他气密装置不需要换气。

5.5.4 内部净容积小于20 cm“的元件，只要所有这类元件的总容积不超过正压外壳内部净容积的

1%，则视为不需要换气的内部空腔。

    注1; 1％是以氢气的爆炸下限（LEL)的25％为基础，见A. 2 0

    注2：被视为密封的电气元件，如晶体管、微电路、电容等，在计算元件的总容积中不包括它们。

5.5.5 对于静态压力保护外壳，应有一个或多个气孔。充气和正压保护后，所有的气孔应关闭。

5.6 绝缘材料

    对于1类电气设备，承受额定电流大于16 A（在如断路器、接触器、隔离器的开关设备中）造成的足

以在空气中产生电弧的电应力的绝缘材料至少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 相对泄痕指数应等于或大于符合G,B/T 4027标准中的CTI'400 M;

    — 带电裸露导体的爬电距离应符合GB/T 16935.1-1997表4中对应于3级污染的班类材料等

        效电压所示爬电距离。

5.7 密封

    所有与外壳连接的电缆和导管应密封，以保持外壳的防护等级。如果不密封，则应作为外壳部分。

5.8 火花和颗粒挡板

    正压外壳和保护气体用的管道应安装火花和颗粒挡板，以防止炽热颗粒吹入危险场所。

    例外1：如果通常不产生炽热颗粒，则排人1区场所的正常关闭的排气孔不需要用火花和颗粒

挡板 。

    例外2：如果通常不产生炽热颗粒，则保护气体排人2区场所时就不需要火花和颗粒挡板。

    除非通断触头工作电流低于10 A，同时工作电压不超过275 V（交流）或60 V（直流），并且触头有

灭弧罩，否则应假定通常可能产生炽热颗粒。

    如果制造厂未提供火花和颗粒挡板，设备应按GB 3836. 1-2000的27.2(9)的规定标志。

6 温度极 限

6.1 概述

    设备应按GB 3836. 1中温度组别的要求进行分组。该组别应按6. 2和6.3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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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于px型或pY型

      温度组别应按下列温度较高者分组：

    a） 外壳的最高外表面温度；或

    b） 内部零件的最高表面温度。

    例外：如果是下列情况，内部元件可以超过标志的温度组别：

    i） 符合GB 3836. 1-2000的5. 3的要求，或

    ii) 按照GB3836. 1-2000的6. 2要求标志的正压外壳，其周期足以满足元件冷却到标志的温度

组别。如果正压保护中断，应采取适当措施，在设备内部发热元件表面温度冷却到低于允许的最高值之

前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爆炸性气体环境与热元件任何表面的接触。

    注1：以上要求可以通过正压外壳和管道接头的设计和结构或其他的方法来达到，例如：辅助通风系统进人工作状

          态或将正压外壳内的热表面安放在气密或浇封的壳体内。

    注2：在PY型外壳内，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有点燃能力的热元件是不允许的。

6.3 对于pz型

    温度组别应以外壳的最高外表面温度为根据。

    注：在确定温度组别时，应该考虑当正压系统断开时，内部仍然带电的设备的自身保护。

7 安全措施和安全装里（静态正压保护除外）

7.1 用来防止正压保护的电气设备产生爆炸的所有安全装置本身应不能引起爆炸（见7.13)或安装在

危险场所以外。

7.2 本部分要求的安全装置（见表3)构成与控制系统有关的安全部件。制造厂的责任就是要评定控

制系统的安全性与整体性：

    — 对于px或pY型，按单个故障评定；或

    — 对于pz型，按正常运行评定。

                                表3 基于防爆型式的安全装置

ait4MfT&M1}klAlTf ow#   &}}1'I'} J  $  }XMMSAf1A 11'7n %E it RrLT }3 J C$     Lck. 15  )一一
7.3 安全装置应由设备制造厂或用户设置，如果制造厂不设安全装置，设备上应标志“X”，并且在使用

说明书中应包括用户需要的保证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的内容。

7.4 对于px正压保护系统，功能时序图应由制造厂提供，例如：真值表、状态图、流程图等，以规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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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的作用。时序图应能清晰辨别，并且表明安全装置的运行状态和随后的动作。应要求进行功能

性试验以检验是否与时序图一致。这些试验只需在正常环境条件下进行，制造厂另有规定的除外。

    注：附录B给出了由制造厂提供的资料的示例。

7.5 制造厂应该规定安全装置的最高和最低动作值及公差。安全装置应按制造厂的规定在正常工作

范围内使用。

7.6 应设置防止正压外壳内电气设备在完成换气前就通电的安全装置。

    对于px型，安全装置的操作时序应如下所示：

    a) 按本部分规定的时序开始后，应监测通过正压外壳的换气流量和外壳内的正压；

    b) 当达到保护气体的最低流量并且正压是在规定的范围内时可启动换气计时器；

    c) 时间达到后电气设备可以通电；

    d) 时序中任何步骤出了故障，电路应重新整定到起始阶段。

7.7 当外壳被打开后或正压下降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最低值时，制造厂应规定需要适当换气的条件。

    a） 对于px或pY型，制造厂应规定最低换气流量和换气时间，以满足16. 3或16. 4的试验要求。

        最低换气流量和时间可以依据5倍外壳容积换气量确定，在检验站能确定该换气合适的情况

        下不需试验。

    b) 对于pz型，制造厂应规定最低换气流量和时间，以保证正压外壳用等于外壳容积5倍的保护

        气体量进行换气。如果有效换气是按 16. 3或 16. 4试验证实换气有效，则可降低保护气体

        数量。

    。） 应在正压外壳排气口处监测换气流速。对于px型，应监测实际流速。对于pY或pz型可以推

        断出流速，例如：可以从排气口处外壳压力和规定的开口推断。对于pY或pz型应设置指示标

        记允许电气设备通电前对正压外壳进行换气。

    注：用户负责确定设备未经检验部分的关联管道的自由空间，并且确定在给定的最低流速下的附加换气时间。

7.8 当制造厂规定了保护气体的最低流速（例如：如果内部设备产生的温度高于标志的温度组别额定

值）时，应提供一个（或多个）自动安全装置，以便在排气口处保护气体的流速降低到规定的最低数值以

下时动作。

7.9 应提供一个或多个自动安全装置，以便在正压外壳内的正压下降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最低值时

动作。

    a) 自动安全装置传感器应直接采用来自正压外壳的信号。

    b) 在自动安全装置传感器和正压外壳之间不允许有阀门。

    c） 应能够核查安全装置是否能正确运行。其位置和整定值应考虑7.10的要求。

    注：使用自动安全装置（即断电或声音报警或用其它方法来保证设施的安全）是用户的责任。

    d) 对于pz型，如果正压外壳配置显示器未代替自动安全装置，则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为保持正压外壳内的最低压力，保护气体源应配置报警装置，以便显示保护气体源的故障；

    2) 在正压外壳和保护气体源的报警器之间不应配置其他装置，但隔离阀和／或压力或流量控制器

          除外；

    3) 隔离阀应：

    — 按18.7的要求标志；

    — 在开口处应能够密封或固定；

    — 具有是否打开或闭合的显示；

    — 靠近正压外壳安装；

    — 只能在正压外壳运行期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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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压力或流量控制装置，如果能调整，应要求用工具操作；

    5) 在正压外壳和保护气体系统报警器之间应不配置过滤器；

    6) 为了方便观察应安装显示器；

    7) 显示器应显示外壳压力；

    8) 安装显示器的取样点应考虑最恶劣的运行条件；

    注1：如果流量计用于显示外壳压力和换气流量时，则应安装在排气口处。

    注2：如果流量计仅用于显示压力，则可以安装在外壳上任何一处，进气口除外。

    注3：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将流量计安装在进气口处，用于显示外壳压力或通过外壳的流量。

    9) 在显示器和正压外壳之间不应配置隔离阀。

    e) 对于px型，当正压外壳内的正压下降至制造厂规定的最小值时，自动安全装置应能切断电源。

7.10 在可能产生泄漏的正压外壳及其管道内，每一部位相对于外部压力应保持的最低正压：对于px

或9Y型为50 Pa，对于pz型为25 Pa.

    制造厂应规定运行中的最低和最高正压及最高正压时的最大泄漏速度。

    各系统和管道内压力的分布情况在图C. 1一图C. 4中作了说明。

    注：对正压外壳安装的安全来说，很重要的是压缩机或风机关联管道的安装不产生危险。附录D给出了管道系统

        安装的基本要求。

7. 11 当几个单独的正压外壳共用一个保护气体气源时，一个或几个安全装置可以是公用的，只要合成

控制考虑了该组外壳最不利的布置情况。如果安装一个公用安全装置，则须符合以下3个条件，打开门

或盖时就可不必关闭正压外壳内的所有电气设备或发出信号报警：

    a) 对于px型，打开门或盖之前应先断开特定的正压外壳中电气设备的供电电源，7. 13允许的

          除外；

    b) 公用安全装置连续监测本组所有其他正压外壳内的正压，必要时监测气流；

    。） 对特定的正压外壳内电气设备供电之前先进行 7. 6规定的换气程序。

7. 12 对于px型，门和盖应该联锁，使门和盖打开时，没有按7. 13标志的电气设备的供电电源自动断

开，并且在门和盖关闭前不能通电，7. 6的要求也应使用。

    例外：门和盖只能用工具或钥匙开启并且具有警告标志‘’带电时不能打开”。

7. 13 在正压外壳内px或pY防爆型式不起作用时仍可能带电的电气设备应采用“d"}"e;}ui"}um;}

"o'，或“q}，防爆型式。

    正压外壳内在pz防爆型式保护不起作用时仍可能带电的电气设备应采用“d;̀ue;̀ui;̀aam;̀u};

uq" ,"nA'，或“nC'，防爆型式。

7. 14 对于9Y型正压外壳内的电气设备应该用“o"̀uq"̀ud"、  ui"̀uin"、  ue","nA'，或“nC"防爆型式。

    注：正压型外壳可以充当内部电气设备的“n’’型外壳。

8 静态正压用安全措施和安全装置

8. 1 所有用于防止由静态正压保护的电气设备引起爆炸的安全装置本身应不能引起爆炸，并且如果安

全装置是电气操作，则应按GB 3836. 1规定的防爆型式之一保护或安装在危险场所之外。

8.2 保护气体应为惰性气体，充以惰性气体之后的氧气浓度应少于100（按体积计）。

8.3 不允许有内释放源。

8.4 正压外壳应采用制造厂规定的方法在非危险场所充人惰性气体。

8.5 对于px型或pY型设备应安装两台自动安全装置，对pz型应安装一台自动安全装置，当正压下降

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数值时，自动安全装置应该动作。在设备运行时应能检查安全装置是否正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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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动安全装置只能使用工具或钥匙才能重新复位。

    注：使用自动安全装置（即：断电或声音报警或用其他的方法保证设备的安全性）是用户的责任。

8.6 防爆型式“P”未运行时，正压外壳内可能带电的电气设备应采用7.13所列防爆型式之一加以

保护。

8.7 最低正压值应大于正常运行时一周期内所测得的最大压力损失，此周期不小于按GB 3836. 1-

2000中6.2规定的内装元件冷却到所需时间的100倍，至少为1h。在对正常运行所规定的最恶劣的

条件下，最低正压值至少应高于外部压力50 Pa.

9 保护气体的供给

9.1 保护气体类型

    保护气体应是非可燃性的。制造厂应规定保护气体和允许用的其他气体。

    注1：保护气体不应由本身的化学特性或因其可能所含的杂质而降低防爆型式“衅的保护效果，或严重影响正常运

          行和内装设备的整体性。

    注2：达到标准仪器精度的空气，氮或其他非可燃性气体可作为保护气体。

    注3：当使用惰性气体时，有窒息的危险。因此，对外壳应附加适当的普告。另外，在打开门和盖之前应采用适当方

          式吹洗外壳，清除惰性气体。

9.2 温度

    在外壳进气口处，保护气体的温度通常不超过40 0C。但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较高的温度或可以要

求较低的温度；在这种情况下，应在外壳上标出温度。

    注：如果需要，应采取措施避免凝露和结冰。

10 有内部释放源的正压外壳

    第 11章一第15章给出了释放条件、内置系统设计要求、合适的正压技术、有点燃能力的设备和内

部热表面的限制。

11释放条件

11. 1 无释放

11. 1. 1 当内置系统无故障时，无内部释放；见 12. 20

11. 1.2 当内置系统内的可燃性物质是气体或蒸气状态时，在规定温度极限和以下两种情况之间运行

时，则认为不存在内释放：

    a) 内置系统内的气体混合物始终低于爆炸下限（LEL)；或

    b) 对正压外壳规定的最低压力至少比对内置系统规定的最大压力高50 Pa，并且如果压差下降

        到50 Pa以下时，自动安全装置动作。

    注：使用安全装置的报警信号（即断电或声音报警或用其他方法保证设施的安全）是用户的责任。

    符合本条款要求的这些条件需按GB 3836.1-2000的27. 2(9)的规定在设备上标志“X"o

11.2 气体或燕气的有限释放

    在内置系统的所有故障状态下进人正压外壳的可燃性物质的释放速度应该可以预计；见 12. 30

    注：对于本部分，释放液化气被视作释放气体。

11.3 液体的有限释放

    按11.2的规定应限制可燃性物质释放进入正压外壳内的速度，但液体向可燃性蒸气的转换是不可

预料的。应该考虑正压外壳内液体聚积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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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液体中可以释放出氧气，则应预计氧气的最大流量；见13.2.

12 内里系统的设计要求

12. 1 一般设计要求

    内置系统的设计和结构，将确定其是否可能出现泄漏现象，应以制造厂规定的最恶劣的运行条件为

基础。

    内置系统应是无故障的或故障时有限释放。如果可燃性物质是液体，应无正常释放（见附录E)，且

保护气体应为惰性气体。

    注：保护气体必须是惰性气体，以防止释放出的蒸气超过保护气体的稀释能力。

    制造厂应规定内置系统的最大进气口压力。

    制造厂应提供内置系统的设计和结构说明，可能含有可燃性物质的类型和运行条件，以及预计的释

放速率或已知位置的释放速率，以便将内置系统划分为无故障的内置系统（12. 2)或有限释放的内置系

统（12.3)。

12.2 无故障的内置系统

    无故障的内置系统应由金属、陶瓷、玻璃、输送管、管道或容器组成，没有活动接头。连接采用熔焊、

铜焊、玻璃与金属密封，或用低共熔合法”‘’连接。

    不允许使用低温合金焊料，例如铅／锡。

    注：制造厂应考虑由于不利的运行条件对潜在易损坏的内置系统造成的损坏，制造厂和用户之间认可的不利运行

        条件，可以包括打开正压外壳的门或检修盖时振动、热冲击和维护操作。

12.3 有限制释放的内里系统

    有限释放的内置系统的设计应能预计内置系统在所有故障状态下可燃性物质的释放速率。释放到

正压外壳的可燃性物质数量，包括内置系统内可燃物质的数量和工艺过程中进人内置系统的可燃性物

质的数量。应通过相应的限流装置把流量限制到预计的速率，而限流装置应安装在正压外壳外面。

    然而，如果内置系统从进入正压外壳的人口处到限流装置的人口部分，包括限流装置的进气口在

内，符合12. 2，则限流装置可以安装在正压外壳内，在这种情况下，限流装置应永久固定并且不应有可

拆卸部件。

    如果能预计内置系统进人正压外壳内的可燃性物质的最大释放速率，则不必限制进人内置系统的

工艺流速，该条件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满足：

    a) 内置系统由单独符合 12.2要求的连接部件组成并且部件之间的连接头应设计成能预计内置

        系统的最大释放速率，并且连接头永久固定；和／或

    b) 内置系统包括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用于释放（例如：火焰）的气孔或喷嘴，但其他应符合12.2的

        要求。

    如果限流装置不作为设备的一部分，正压外壳应标志“X"。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应规定进人内置

系统的可燃性物质的最大压力和流量。

    含有火焰的正压外壳，火焰已熄灭的情形也应评定。供给火焰的燃料／空气混合物的最大数量应加

到内置系统的释放量上。

    注 1：弹性密封件、观察窗和内置系统其他的非金属部件是允许的，管螺纹、压力连接（例如：金属压接附件）和法兰

          连接也是允许的。

    1) 连接两个或多个元件的方法，通常是金属元件，采用双金属或三金属合金的方式，其凝固温度要比任何被连接

          的元件的初始凝固的恒温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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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用户应考虑因空气渗人内置系统而形成可燃性混合物的可能性，必要时采取有效的附助措施。

13 保护气体和正压技术

13.1 概述

    保护气体的选择取决于内置系统释放的或然率、数量和成分。允许的保护气体一览表见表4,

                        表4 对有内里系统的正压外壳保护气体的要求

N g( (Xfff* E)}}al Af*       jFG       )c   E.2E. 3}         }    E.4E. 3?>                            E. 4回
    具有内置系统的正压外壳和有限释放的设计应使正压外壳内潜在点燃源的附近不能形成爆炸性气

体环境，也就是说在释放区域之外。附录F提供怎样使用内隔板来保证潜在点燃源在稀释区域外的

示例。

    当惰性气体用于保护气体时，正压外壳应按18.9标志。

    应用正压技术取决于以下的释放状况和释放的成分。

13.2 具有泄漏补偿的正压

13.2. 1 无释放

    保护气体应是空气或惰性气体。

13.2.2 有限释放气体或液体

    保护气体应是惰性气体。

    可燃性物质中的氧气浓度不应超过20o(V/V)o

    不应有任何正常释放的可燃性物质（见附录E),

    可燃性物质的爆炸上限（UEL）不应超过800ofl

    注1：当可燃性物质在贫氧或无氧条件下可能起反应时（也就是说爆炸上限超过80％)，难于或不能采用惰性气体

          进行泄漏补偿保护。

    注2：如果可燃性物质的爆炸上限超过80 0o，或氧气浓度超过2oo(V/V)，或有可燃性物质的正常释放（见附录E),

          则应按13.3的要求采用连续气流稀释可燃性物质。

13.3 具有稀释气流的正压

13.3.1 无释放

    保护气体应是空气或惰性气体。

13.3.2 有限释放气体或燕气

    在内置系统的所有故障状态下，换气后保护气体的流速应足以使在潜在点燃源处的最大释放得以

稀释，也就是说点燃源在稀释区域之外，如下所述：



                                                                                            GB 3836. 5-2004

    a) 当保护气体是空气时，释放中的可燃性物质浓度应稀释到不超过爆炸下限的25%;

    b） 当保护气体是惰性气体时，释放中的氧气浓度应稀释到不超过20o(V/V),

    当从内置系统内释放出可燃性物质的爆炸上限高于80％时，应用空气或惰性气体把释放出的可燃

性物质浓度稀释到不超过爆炸下限25%.

    注：当可嫌性物质在贫氧或无氧条件下可能起反应时，即爆炸上限大于80％时，必须稀释到爆炸下限的2500,

13.3.3 液体的有限释放

    保护气体应为惰性气体，并且保护措施应按13. 3. 2b)的要求。不应有可燃物质的任何形式正常释

放（见附录E),

14 有点燃能力的设备

    在稀释区域中的电气设备应采用表5所列的防爆型式进行保护，此要求对于明火、点火器或其他用

于点火的类似装置除外，从火焰扩散的稀释区域不应与其他稀释区域重叠。

                            表5 允许在稀释区域内使用的防爆型式

卜N WARE:｝                       pxMA,pyMAd,e,i,m,o,qis一月
      注1：通常，任何释放源应靠近保护气体排气口，并且有点燃能力的电气设备应靠近保护气体的进气口，释放的可

          燃性气体以最短的途径离开正压外壳，而不是穿越有点燃能力的设备。

    注2：为了避免内置系统内点燃源的着火返回到设备，有必要使用阻火器，但本部分不包括这些措施。

巧 内部热表面

    如果正压外壳包含的任何表面所具有的温度超过从内置系统可能释放出的可燃性物质的点燃温

度，则应安装自动安全装置。按照11. 1. 2b)规定操作安全装置，安全装置的作用如表3所示。

    此外，

    a) 如果保护气体是空气，内置系统中残余可燃性物质的释放，在热表面附近形成的浓度应不能大

        于爆炸下限的50 ；或

    b) 如果保护气体是惰性气体，正压外壳接合面的结构和设计应有效地防止外部空气与内部惰性

        气体（或内部可燃性气体或蒸气）在冷却期间进行混合。外部进人的空气不得使氧气浓度增

        加到大于2%(V/V).

    正压外壳应设置警告标志说明正压外壳内部热源的消失和开启门和盖之间遵守的延时时间。该延

时时间应长于热表面温度冷却到低于从内置系统释放出的可燃性物质的引燃温度或正压外壳组别温度

所用的时间。

16 型式检查和试验

16. 1 最高正压试验

    应在1.5倍规定的最大正压或200 Pa压力中，取两者较大值施加到正压外壳，相关管道和它们的

连接件上（当它们是该外壳的一个整体部件时）。

    施加压力的试验时间应为2 min士10 S.

    如果不发生使防爆性能失效的永久性变形，则认为试验合格。

16.2 泄漏试验

16.2.1 正压外壳内的压力应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正常运行时的最大压力，然后将出气口封闭，在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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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测定泄漏流速。

    所测的流速应不大于制造厂规定的最大泄漏流速。

16.2.2 在静态正压保护情况下，正压外壳内的压力应调整到正常运行时能够出现的最大正压值，封闭

各气孔，按8.7的要求监测内部压力一段时间。压力的变化应不超过正常运行时规定的最低正压。

16.3 无内释放源的正压外壳换气试验（正压技术可以是泄漏补偿或是连续气流）和静态正压时充气程

序试验

16.3.1 保护气体为空气的正压外壳

    正压外壳应按附录A准备试验，正压外壳应充以试验气体，试验气体在任何位置的浓度不低于

70 0o。正压外壳充气后马上切断试验气体源，并且在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换气速度下接通空气源，测量外

壳内取样点的试验气体浓度不超过附录A. 2的规定值为止所用时间，并注明其为换气时间。如果要求

进行第二种试验，那么，正压外壳应充入代表密度范围另一界限值的试验气体，在任一点上气体浓度都

不小于70%，并且应测量第二种试验气体的换气时间。由制造厂规定的最短换气持续时间应不小于所

测量的换气时间，或大于所进行的两次试验中测得的较长换气时间。

16.3.2 保护气体为惰性气体的正压外壳

    正压外壳应按附录A的规定准备试验，外壳应在正常大气压下开始充人空气，然后外壳应用制造

厂规定的惰性气体换气。

    应测量直到取样点氧气浓度不超过附录A. 3规定值为止所用的时间，并注明其为换气时间。

    制造厂规定的最小换气持续时间应不小于所测量的换气时间。

16.3.3 保护气体是空气或其密度等于空气士10％的情性气体的正压外壳

    当允许空气和隋性气体作为具有同样换气时间的替换保护气体时，应按16.3.1规定的方法测量换

气时间。

16.3.4 用静态正压保护的正压外壳充气程序试验

    在静态正压保护情况下，外壳应在正常大气压力下开始充人空气。然后设备应按制造厂的技术条

件充人惰性气体。然后检查各抽样点氧气浓度不超过10o(V/V)，参照大气条件。

16.4 具有内释放源的正压外壳的换气和稀释试验

16.4. 1试验气体

    一种试验气体或多种试验气体的选择应考虑外部气体和内部释放可燃物质两种情况。

16.4.2 可燃性物质含有少于2％(V/V）的权气，并且保护气体是情性气体的正压外壳

16.4.2.1 换气试验

    应采用16.3.2规定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最小换气流速应不小于内置系统的最大释放速度，制造

厂规定的最小换气时间应不小于所测换气时间的1.5倍。

    注：考虑到在进行换气时可能从内里系统释放出氧气，在试验中对核定换气时间增加50%}

16.4.2.2 稀释试验

    因为可燃性物质不含超过20o(V/V）的氧气，所以不需要进行稀释试验。

16.4.3 连续气流正压保护、内I系统权气浓度少于21 % (V/V）且保护气体为情性气体的正压外壳

16.4.3.1 换气试验

    外壳应充人空气。空气还应通过内置系统充入壳内，其充人速率与释放最严酷条件下所代表的最

大释放速率相适应，并考虑释放位置、数量和性质以及它们接近位于稀释区域之外的有潜在点燃能力的

设备。

    然后应在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换气流速时打开保护气体源。

    应将直到取样点的氧气浓度不超过附录A. 3的规定时所用的时间作为测定的换气时间。

    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换气持续时间不应小于所测定的换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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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2 稀释试验

    按16.4.3.1规定进行换气试验之后，应立即把供给的保护气体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流速，密

封系统的氧气流速保持在16.4.3.1的规定值。

    在不小于30 min的时间内测量的氧气浓度不应超过附录A. 3所规定的浓度。

    然后把含有与内置系统内氧气量相同的空气量从内置系统释放到正压外壳，同时，空气释放应符合

12.3的规定。

    释放期间，在稀释区域以外的有潜在点燃能力的设备附近，释放的氧气浓度不应超过附录A. 3规

定的氧气浓度的1.5倍，并且应在不超过30 min时间内下降至规定浓度以下。

    注：这种试验被用于模拟内置系统发生严重事故时的大量释放。

16.4.4 可燃性物质不是液体，连续气流正压，且保护气体为空气的正压外壳

16.4.4. 1 换气试验

    该试验应采用16. 3.1规定的试验程序进行。

    此外，在试验期间，试验气体应通过内置系统充人正压外壳，其充人速率与最严酷条件下所代表的

最大释放速率相适应，并考虑释放位置、释放数量和性质，以及它们接近于稀释区域之外的有潜在点燃

能力的设备。

    应测量直到取样点的试验气体浓度不超过A. 2规定的换气时间。

    如果要求进行第二种试验，试验应采用第二种试验气体重复进行试验，并将记录的换气时间作为所

测定的换气时间。

    制造厂规定的最短换气持续时间不应小于所测的换气时间或进行两种试验时所测的较长换气

时间。

16.4.4.2 稀释试验

    按16. 4. 4.1规定进行换气试验后，如有必要，应立即把供给的保护气体调整到制造厂规定的最低

稀释流速，内置系统试验气体流速应保持在16.4.3.1的规定值。

    在不少于30 min的时间内测量的试验气体浓度应不超过A. 2的规定值。

    然后把等于内置系统内可燃性气体体积的试验气体从内置系统释放到正压外壳内，同时试验气体

的流速等于符合12.3规定的可燃性气体的最大释放速度。

    释放期间，在有潜在点燃能力的设备附近的试验气体浓度即是稀释区域之外的浓度，应不超过A. 2

规定值的两倍，且在30 min时间内应下降至低于规定值以下。

    如果要求第二种试验，试验应采用第二种试验气体重复进行。
    注：该试验被用于模拟内置系统的严重事故的大量释放。

16.5 最低正压检查

    应进行试验来检查正压保护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够动作，并保持符合7.10的正压。

    应在可能出现泄漏的地方，尤其是出现最低压力的地方测量外壳内的压力。

    应在最低正压，并在必要时在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流速下对正压外壳供给保护气体。

    对于旋转电动机，试验应在停机，以及在其最大额定转速下运行时进行试验。

16.6 无故障的内置系统的试验

    注：试验应在设计为无故障的内置系统进行。

16.6. 1 正压试验

    应将正常运行所规定的至少5倍的最大内部正压试验压力，即至少为1 000 Pa的压力施加到内置

系统内，历时2 min士10 s。内置系统应在额定温度的最严酷条件下进行试验。

    增加的试验压力应在5s内达到最大压力值。

    如果没有出现永久性变形，并符合16. 6. 2规定的试验要求则认为试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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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 无故障试验

    a) 用压力等于正常运行时规定的最大压力的氦气包围内置系统，内置系统应抽真空使其降低到

        0. 1 Pa或更低的绝对压力。在附录G中列出了本试验的示意图。

    b) 或者，内置系统应放置在真空箱内，并且与正常运行时所规定的最大压力的氦气源连接。真

        空箱应抽真空使其降到0. 1 Pa或更低的绝对压力。

    如果在真空系统运行情况下可以保持0. 1 Pa的绝对压力，则认为该试验合格。

16.7 带有有限释放的内里系统的正压试验

    注：该试验应在正常运行时具有有限释放的内置系统上进行。

    应把正常运行时所规定的至少1. 5倍的最大内部正压的试验压力，即至少为200 Pa的压力施加到

内置系统内并保持2 min士10s的时间，如果没有出现永久变形，则认为该试验合格。

16.8 限制内部压力的正压外壳的性能检查

16.8. 1 该试验适用于当外壳设计成使用压缩空气（或其他压缩气体），并且在调节器故障时，泄漏、排

气口或泄压装置取决于对最大正压的限制情况。

        ．告— 下列试验可能有内在危险，操作人员和使用的器材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16.8.2 正压保护系统和外壳应采用最大的额定压力或690 kPa压力，两者取较大值进行试验，压力施

加到正压保护系统的进气口，正压保护系统内的调节器应设置旁路以模拟调节器故障。

    注：690 kPa压力表示典型的仪器用压缩空气源的最大压力。

16.8.3 除排气口和泄压装置之外，所有能被关闭的开孔在设备正常运行时应当关闭。

16.8.4 所测量的内部压力不应超过规定的最大正压。

16.9 保护装里动作的可靠性试验

    保护装置动作的可靠性按下列程序试验：

    a) 电气设备换气前正压外壳内不能接通电源，但利用GB 3836. 1所列保护型式加以保护的

          除外。

    b） 正压外壳换气后，方可起动和运行。

    c） 电气设备在起动和运行中人为降低正压值至规定值以下时，保护装置能可靠地发出信号或切

        断电源。

    试验须连续进行5次。

16.10 温度测f

    电气设备在额定运行条件下，通以最低流量和压力的保护气体，然后按照GB 3836. 1的规定进行

温度测量。

17 例行试验

17.1 功能试验

    安全装置的性能应进行检查。

17.2 泄漏试验

    保护气体的泄漏试验应按16.2的规定进行。

17.3 无故障内里系统的试验

    无故障内置系统试验应按16.6的规定进行。

17.4 有限释放的密封系统试验

    内置系统试验应按 16. 7的规定进行。

18 标志

18. 1 正压外壳应按GB 3836. 1的规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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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如果本部分需要警告标志，“警告”词之后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上等效的内容代替。多种警告内容

可综合成一种等效的警告内容。

18.3 适当时，还应标志下列补充内容：

    a) 遵照GB 3836. 1要求的防爆型式标志“p的正压保护类型，也就是px,PY或pz型；

    b) 对外壳换气需要的最少量保护气体应按下列规定：

    －— 保护气体的最小换气流速；和

    一 一最短的换气持续时间；和

    — 辅助管道每单元体积的最短补充换气持续时间（适当时）；

    注 1：用户负责增加保护气体量以保证管道的换气。

    注2：对于pz和pY型正压外壳，如果压力显示能正确反映流量，则可以使用最低压力代替流速，见7. 70.

    c) 空气之外的保护气体类型；

    d) 最低和最高正压；

    e) 保护气体的最低流速；

    f) 向正压系统供给最低和最高气压；

    9） 正压外壳的最大泄漏速度；

    h) 在制造厂有规定时，正压外壳进气口处的保护气体的特定温度或温度范围；

    i) 一个或多个压力监测点，除非在有关文件里有规定。

18.4 具有内置系统的正压外壳适当时应补充标志下列内容：

    a) 内置系统最大进气口压力；

    b) 进人内置系统的最大流速；

    c） 限制可燃性物质的氧气浓度必须不超过2％;

    d） 可燃性物质爆炸上限（UEL）不应高于80％的限制。

18.5 用静态正压保护的正压外壳应标志：

      赞告— 该外壳用静态正压保护。该外壳按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只能在非危险场所充气。

18.6 如果正压系统和相关的安全装置分别认证则应标志［Ex p].

18.7 如果按7. 9 d) 3)的要求，阀门应该标志：

                  赞告— 保护气体供应源阀门— 在关闭前应阅读说明书。

    注：该阀门须持续打开，除非已知场所是非爆炸性环境或正压外壳内所有设备断电并且冷却。

18.8 当说明书要求用户限制压力，最大工作压力应标志在外壳上，说明书应包括下列规定之一：

    a） 要求用户配置保护气体供应源在单个故障状态下不应超过外壳的最大工作压力，故障应是自

        显示，保护可以利用备用调节器或利用具有维持最大流速能力的外部泄压阀；或

    b) 要求用户对保护气体供应源只使用鼓风系统并且未压缩的空气。

    依照说明书和标志规定检查其符合性。

18.9 使用惰性气体作为保护气体的正压外壳应按下列内容标志：

                          替告— 该外壳含情性气体，且可能有窒息危险；

                外壳内含有可燃性物质，当暴霉在空气中时可能处于爆炸极限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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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换气和稀释试验

A. 1 概述

    正压外壳的内部环境应在认为试验气体很可能持续存在的地方，以及在有潜在点燃能力设备的附

近（也就是正常稀释区域之外）的不同位置进行试验。

    整个试验时间应分析或测量各个试验点的气体浓度。例如：正压外壳可配置几个小的管子，管子的

开口端应设在取样点所在的正压外壳内侧。

    如果抽样试验，所抽样数量不应明显影响试验结论。

    必要时，正压外壳上的各个气孔可以封闭，以便能够使正压外壳充以规定试验气体，只有在进行换

气和稀释试验时重新打开孔。

    在采用空气作为保护气体时，试验方法应如下：

    — 在要求专门应用时，可以对专用的可燃性气体和蒸气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应规定潜在可

        燃性气体并且选用的试验气体密度应在规定的最重和最轻气体的士10％范围内；

    — 在用单一规定气体的情况下，单一试验应该用密度在规定气体的士10％范围内的试验气体

          进行；

    — 当要求包括所有的可燃性气体时应进行两次试验，第一次试验应采用氦气作为对包括所有轻

        于空气的气体的试验气体，第二次试验应采用氢气或二氧化碳作为对包括所有重于空气的气

        体的试验气体。

    注：一般情况，试验气体应是非可燃的和无毒的。

A. 2 保护气体为空气的合格判据

    在换气和稀释后，在各个取样点上的试验气体浓度应不超过下列数值：

    — 对特定的可燃性气体进行试验时，数值等于最低爆炸下限的25％;

    — 包含一种规定可燃性气体时，等于其爆炸下限的2500;

    — 包含所有可燃性气体时，对氦气试验为100，对氢气或二氧化碳试验为0.25000

    注：这些数值大约分别对应于轻或重的可燃性气体爆炸下限的25写。

A. 3 保护气体为情性气体的合格判据

    如果保护气体是惰性气体，换气和稀释后氧气浓度应不超过2%(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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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功能时序图实例

    下列数据是制造厂提供的泄漏补偿的正压外壳的简单控制系统的实例。

                            表B. 1 泄漏补偿换气控制系统的真值表

SO           Si        S2       S3         MOP        XOP        PFLO         PTIM1            0         0         0         0         1          0             11            0         a         0         0         0          0             11            0         0         0         1         1          1             01            0         0         0         1         1          0             11            0         0         0         1         1          1             11            0         0         0         0         1          1             11            0         0         0         0         0          1             11            0         0         0         1         1          0             01            0         0         0         0         1          0             01            0         0         0         0         0          0             01            0         0         0         0         0          1             01            0         0         0         0         1          1       冋�J       ��      
       00              1         0            0         1          0          0             00            0         1         0         1         0          1             00            0         0         1         1         0          o             10            0         0         1         1         0

    Fs-1-1                   FS  2} ED                   FS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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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泄补偿逻辑定义

  超过最高正压二〔XOP]

盲 正压＞50 Pa（对于pz型25 Pa)=[MOP]

鲁换气流量＞最小＝[PFLO]

亏 换气时间不完全＝[PTIM]

  换气时间完全＝[PTIM]

  初始状态＝SO

  [ MOP] &仁XOP] & [PFLO]乙巨PTIM] = Sl开始换气的最低状态

  [MOP] & [XOP] & [PFLO] & [PTIM〕二S2换气

  [MOP] & [XOP] & [PTIM] = S3完全换气，连接电源

    随监测装置的输人情况而规定系统的各个状态，该状态是独特的。状态之间的转换只允许通过箭

头规定的通路和箭头标示的方向，对于每个状态占有的逻辑条件是根据布尔逻辑表示法专门确定。表

中给出了所有输人状态的可能组合，带有更多监测装置的其他系统，如果每个工作状态是仅由它们的输

人决定时，则可以使用该方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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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管道和外壳中压力变化的示例

    在图C. la)，图C. 1 b )，图C. 2，图C. 3和图C. 4中用图例示出了用风机保持的正压，但也可用其他

方法，例如：用压缩空气罐、压缩机等输送空气来保证正压。在这些情况下，直到外壳人口，可能有不同

的压降。

                                  2    3 2 4                       2       5

  一书李一
                          Pa mbar  I           I r              I                   I I

                50卜0.5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曰贻一一
                0‘ 0一一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J一一

                                      1； 10

    尸1— 保护气体的压力（通过管道、外壳内部部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阻气塞的气流阻力来确定）。

      1— 保护气体进气口（在非危险场所）；

      2— 管道；

      3— 风机；

      4— 外壳；

      5— 阻气塞（在需要保持正压的地方）；

    (6不使用该图）

    7— 保护气体排气口；

      (8不使用该图）

      9— 正压；

    10— 内部压力；

    11— 外部压力。

                        图C. 1 a) 保护气体排气口无火花和颗粒隔板



GB 3836.5- 2004

                                      2    3        2        4                   2    5     8

  1万产乌一
                        Pa         I ！， I                   I   I    I   I

                      50卜 ＿ ＿＿ ＿卜 ＿ ＿ ＿ 4＿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一 一、 习 一 ＿

      。L一 L}- 4-----－一 丫－－－－－－一 “一
                                                                                                  11

    尸1— 保护气体的压力（通过管道、外壳内部部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阻气塞及火花和颗粒隔板的气流阻力来确定）。

      1— 保护气体进气口（在非危险场所）； 7— 保护气体排气口；

      2— 管道； 8— 火花和颗粒隔板；

      3— 风机； 9— 正压；

      4— 外壳； 10— 内部压力；

      5— 阻气塞（在需要保持正压的地方）； 11— 外部压力。

      (6不使用该图）

                        图C. 1 b) 保护气体排气口具有火花和颗粒隔板

                                      2    3        2         4                    2     6

                          ＿ 9       I 1                          I                   I
                        入 一 ！ 1＿ ！ In ！ 1

                      '0 卜 一 一 一 一 卜 一 一 一 4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卜 一 一 一 一    。‘一阅－－－一 }11一’一
    尸2－一 保护气体的压力（几乎恒定）。

      1— 保护气体进气口（在非危险场所）； 7— 保护气体排气口；

      2 管道； (8不使用该图）

      3— 风机； 9一一 正压；

      4— 外壳； 10— 内部压力；

      (5不使用该图） 11一 外部压力。

      6— 排气口阀门；

                      图C. 2 具有泄漏补偿的正压外壳，外壳中没有运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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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6

      井一城 /7

                    9         I ！刃、习 卜－－－－－－－．．．．．．．． I
                  Pa         I         1-3       I A ＿＿ 一 ＿ 一 一 一 一 勺斗～～～～～～～～～司

          50卜一一一一卜一一一-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4一
              0L-＿＿＿＿‘‘，＿＿.4＿＿＿＿＿＿＿＿＿＿＿＿＿＿＿＿=",.- 一一一一一1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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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一一保护气体的压力（通过内部管道气流阻力和A,B和C之间受内冷却风扇影响程度来决定）。

  1-— 保护气体进气口（在非危险场所）；

  2— 管道；

  3— 一风机；

  4— 外壳；

  (5不使用该图）

  6— 排气口阀口；

  7— 保护气体排气口；

  (8不使用该图）

  9— 正压；

10— 内部压力；

11— 一外部压力。

在可能发生泄漏的各点压力超过px型的最低压力 50 Pa,

注：在使用具有由内风扇协助循环的内部封闭冷却回路的正压电机时应该小心，因为这些风扇作用可以在壳体部件

    上产生负压，而且造成外部环境侵人气体的危险。对内部正压通风电动机的任何建议应该向制造厂提出。

              图C. 3 具有泄漏补偿的正压外壳，旋转电动机具有内冷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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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q

  1 _且一止一一

        ”、＼习 ’ 11} ，一‘一L-0 IA\

    尸；— 保护气体的压力（通过内部部件气流阻力和外部空气的最高压力值来确定）；

    尸5— 由外部冷却风机引起外部空气压力。

      1— 保护气体进气口（在非危险场所）；

      2－— 管道；

      3— 风机；

      4— 外壳；

      (5不使用该图）

      6— 排气口阀门；

      7— 保护气体排气口；

      ($不使用该图）

      9— 正压；

    10— 内部压力；

    11— 外部压力。

                  图C. 4 带有外冷风机、具有泄漏补偿正压外壳的旋转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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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向用户提供的资料

D. 1 概述

    向用户提供正压保护系统正确安装的资料对安全是重要的。在使用条件要求用户安装安全装置或

提供特殊保护要求的情况下，制造厂应按照GB 3836. 1-2000的27. 2<9）在装置上标志。说明文件应

包含用户需要的必要资料来保证符合本部分和GB 3836. 1的要求。

    适当时，制造厂应说明的事项如下。

D. 2 保护气体的管道

D. 2. 1 进气口的位置

    除供气的气瓶和一些工类设备外，保护气体进人供气管道的位置应设在非危险场所。

    对于工类设备，保护气体从危险场所进人供气管道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a） 在风机或压缩机的排气侧应配置两个独立的甲烷检测仪，如果甲烷浓度超过爆炸下限的10写

        时，则每个检测仪应能自动断开正压外壳的电源；

    b> 达到自动切断电源所需的时间，不应大于保护气体从检测点流到正压外壳的输送时间的二分

          之一；

    C） 即使自动断电，在恢复供电前，正压外壳应重新换气。换气时间直到保护气体源的甲烷浓度降

        至爆炸下限的10％以下才能开始。

D.2.2 正压外壳和进气口之间的管道

    压缩机输人管道通常不应穿过危险场所。

    如果压缩机的输人管道穿过危险场所，则应用非可燃性材料制造并防止机械损坏和腐蚀。

    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保证管道在内部压力低于外部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不发生泄漏（见

附录C>。应考虑一些附加保护措施，如可燃性气体检测器来保证管道内无可燃性浓度的气体或蒸气。

D.2.3 保护气体排气口

    对于排放保护气体的管道，它们的排气口远离封闭区域，而在一个非危险区域内，除非制造厂提供

或用户增加颗粒挡板。

D.2.4 计入管道的补充换气时间

    换气持续时间应增加对相关管道净容积换气需的时间，这些管道不是经认证的电气设备的一部分，

增加的时间是在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流速下至少 5倍于净容积所需换气量的时间。

D. 3 保护气体源的电源

    保护气体源（鼓风机、压缩机等）的电源应由独立电源供电或从正压外壳用的隔离开关的供电侧

供电。

D. 4 静态正压保护

    当正压降低至规定的最小值之下时，在重新充气之前，正压外壳应移到非危险场所。

D. 5 带内置系统的外壳

    最大压力和进人内置系统的可燃性物质的流量不应超过制造厂规定的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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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因为空气渗人内置系统可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时，则必须采取附加保护措施。

    为防止可能损坏内置系统的不利运行条件，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说明文件应说明这些条件，如

正压外壳门或盖打开时出现振动、热冲击和维护操作等。

    为阻止可燃性物质的流动，如可能被内部热表面点燃，且依靠内部的正压来防止内置系统释放，则

可以要求设置一个流量开关。

    如果异常释放可能对外部场所分类产牛不利影响，则有必要采取附加保护措施。

D. 6 外壳的最大正压

    用户应按制造厂的规定限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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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外壳内释放型式的分类

E. 1 概述

    在外壳内释放可燃性物质的后果比露天的类似释放要严重得多，外壳内的暂时泄漏将产生可燃性

物质，而这些可燃物质即使在漏泄停止后也长时间的滞留在外壳内。鉴于这种原因，对“正常释放”和

“异常释放”的评定，比露天场所中的释放更重要。

    在各种情况下，为了限制可燃性物质从内置系统进人正压外壳的流量，应设置限制装置。只允许有

限制的释放。

E. 2 无正常释放，无异常释放

    内置系统符合12.2的设计要求和16. 6中对无故障容器的试验要求。

E. 3 无正常释放，有限制的异常释放

    不符合无故障内置系统要求的内置系统包括金属管、软管或元件，如弹簧管、波纹管或螺旋形管，其

连接件在例行维护时不需断开，并采用管螺纹、焊接、锡焊或金属压接件连接，这种系统应视为无正常释

放，但为有限的异常释放。

    旋转或滑动连接、法兰连接、弹性密封件和非金属软管连接不符合该判据。

E. 4 有限制的正常释放

    不能满足无正常释放要求的系统应视为有限的正常释放，它包括承受例行维护的连接件的内置系

统，这种连接件应清楚标志。

    其结构由非金属管道管子或元件，如：弹性波纹管、膜盒、螺纹管、弹性密封件、旋转或滑动连接件组

成的内置系统，应视为正常运行时的释放源。

    在正常运行时内有火焰的外壳应按火焰的熄灭进行评定，此时应假设火焰熄灭是一种正常现象，且

该设备应划分为有正常释放的结构，除非安装一些装置在火焰熄灭时阻止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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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稀释区域原理的使用示例

                                            1- 2
                                                                  、 ＿‘ 3

                                                                                                              5

    1- 稀释区域标称界限； 5— 换气排气口，

    2— 可燃性材料的进气口； 66— 封闭有点嫩能力的设备（(ICA)隔板；

    3— 可燃性材料的出口； 7— 换气进气口。

    4 稀释试验的区域；

              图F. 1表示采用稀释区域原理来简化换气和稀释试验要求的示意图

    利用将有点燃能力设备（ICA）封装在内部外壳中或使用隔板，可通过简单试验证明有点燃能力的

设备不位于稀释区域内。没有必要，也不希望确定稀释区域范围，而仅仅确定稀释区域范围不能延伸到

有点燃能力设备周围。

                                        i 2

  65
                                                                                                                    4

    1— 内隔板； 4— 换气排气口，

    2— 换气进气口； 5— 有点燃能力设备（ICA）的位置；

    3— 内置系统无故障部件； 6— 具有正常稀释区域的潜在释放源。

      图F. 2 表示用无故障内I系统原理来简化换气和有点姗能力设备周围稀释要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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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些使用内部隔板的内置系统部件符合无故障内置系统的要求，有点燃能力设备不能在稀释

区域内。

  少
    1 稀释试验的区域；

    2— 惰性气体的换气进气口；

    3— 具有正常稀释区域的潜在释放源；

    4— 换气排气口。

                图F. 3 表示在释放源周围使用内部隔板来简化位于隔板之外有

                          点燃能力的设备周围换气和稀释要求的示意图

    因为稀释区域包括在内部隔板内，有点燃能力设备不在稀释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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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内I系统的可靠性试验

  I赞                                           3P2 Do  IV2Dx  IVIvi    . ............                                  V2}645
    1— 充氦气箱；

    2— 试验中的系统；

    3— 压力监测装置；

    4— 抽真空系统；

    5— 临界的气孔直径；

    6— 连接小孔直径。

    注1: V2的容积大于试验系统的容积 V1,

    注2：临界气孔直径DO的横截面积小于连接孔Dx的横截面积。

    注3：压力监测装置P应进行校正以便考虑泄漏试验气体（例如：氦气）的性能。

    注4：如果两个阀门打开（IVl和IV2)在V2内能保持小于或等于O. 1 Pa压力，则认为合格。

    注5：打开阀门IV1并关闭阀门IV2，可以测定泄漏速度（如有的话）。

                        圈G. 1  16. 6. 2 a) 叙述的无故障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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