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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7部分：危险区域

1范围

GB／T 25444的本部分(以下简称本部分)规定了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危险区域分级和危险区

域内电气设备的选择要求，适用于近海石油工业的钻井、生产、处理及贮存，包括管路、泵站或管内清扫

站、空压机站和外露的单浮筒系泊设施。

本部分适用于危险区域内的交流电压不大于35 000 V和直流电压不大于750 V，永久的、临时的、

移动或手持的所有电气装置(交流和直流电压为标称电压)。

本部分不适用于舱室内的医用电气装置或液货船上的电气装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544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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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

于本部分。

GB 3836．14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4部分：危险场所分类(GB 3836．14—2000，idt

IEC 60079—10：1995)

GB／T 25444．2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第2部分：系统设计(GB／T 25444．2—

2010，IEC 61892—2：2005，IDT)

GB／T 25444．3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IEC 61892—3：2007，IDT)

GB／T 25444．5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20lO，IEC 61892—5：2000，IDT)

GB／T 25444．6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IEC 61892—6：2007，IDT)

电气装置 第3部分：设备(GB／T 25444．3—2010

电气装置第5部分：移动设施(GB／T 25444．5

电气装置 第6部分：安装(GB／T 25444．6 20lo，

IEc 60079一o：2007 爆炸环境 第。部分：设备 总则(Explosive atmospheres Part o：

Equipment—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0079-1：2007爆炸环境第1部分：“dI，隔爆型保护的设备(B【pl商ve atmospherer—Part l：

Equi口ment protection by nameproof enclosure“扩)

IEc 60079—2：2007爆炸环境 第2部分：“p”正压型保护的设备(Explosive atmosph口es—Part 2：

EquIpment pmtection by pressllrized enclosure“p”)

IEc 60079—5：2007爆炸环境 第5部分：。q”充砂型保护的设备(Explosive撒nospheres—Part 5：

Eqllipment protection by powder fiUing“q”)

IEc 60079—6：2007爆炸环境 第6部分：“o”充油型保护的设备(Explosive atmospheres—Part 6：

Equipment protecdon by oⅡimmerSion“o，，)

口既60079_7：2006爆炸环境第7部分：“e”增安型保护的设备(E坤Iosive atmospherep—Part 7：

E叫pm盟‘protecdon by in盯eased s“ety“e”)

IEc 60079—11：2006爆炸环境第11部分：“i”本质安全型保护的设备(Explosive atmospheres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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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

[IEV 426—02一03，修改]

注：虽然已经超过了爆炸上限(uEL)浓度的混合物不是爆炸性气体环境，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区域分级能够转

变成这样，也可认为这就是爆炸性气体环境。

3．7

危险区域 h毗ardous area

爆炸性气体环境大量出现或预期可能大量出现，要求对电器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措施的

区域。

[IEV 426一03一ol，修改]

3．8

非危险区域 n仰_ha髓rdo璐ar∞

爆炸性气体环境预期不会大量出现，以致不要求对电器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措施的区域。

3．9

区z∞∞

危险区域依其爆炸性气体环境发生的频次和阶段分成的几类危险区。

3．10

0区zone 0

含有易燃气体混合物的爆炸性大气环境以气体、蒸气或雾气的形式连续、长期或经常存在的场所。

注：IM0 MODu规则的定义是“O区：爆炸性气体／混合性气体连续或长期存在的场所”。

[IEV 426一03—03，修改]

3．11

1区zone 1

在正常操作下，气体、蒸气或烟雾形态的易燃物质与空气混合成爆炸性大气环境偶然发生的场所。

[IEV 426一03一04，修改]

注：IM0 MoDu规则定义是“1区：正常操作下，爆炸性气体／混合性气体可能发生的场所”。

3．12

2区zom 2

在正常操作下，气体、蒸气或烟雾形态的易燃物质与空气混合成爆炸性大气环境可能不会发生的场

所。如果发生仅持续在一段短时间内。

[IEV 426一03一05，修改]

注1：本条定义中。持续”指易燃性气体存在的整个时间。通常包括整个释放阶段，以及停止释放后易燃性大气环

境散开需要的时间。

注2：发生频次和阶段的指示可采用相应的特定工业或应用的代码。

注3：IMO MODu规则的定义是“2区：爆炸性气体／混合性气体可能不会发生的场所，或如果混合物质发生，但存

在较短时间内”。

3．13

释放源 source of relea蛐

可向大气释放可燃性气体、蒸气、液体的地点或部位，这种方法将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IEV 426一03一06，修改]

3．14

释放等级F蚰∞of nle∞e

按顺序降低爆炸性气体环境出现的频次和可能性，三个基本释放等级如下：

a)连续等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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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b)直接等级}c)间接等级。释放源可使任何释放等级出现，或合并的或更高的等级。连续释放等级c帅tiⅡu蛐sgradeofrelea鼯连续地释放或期望经常或长期发生释放。直接释放等级primarygmdeofrel∞∞期望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能够周期性或偶然性地释放。问接释放等级s∞ondarygradeofnIe∞e不期望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发生释放，如果发生，也可能仅是偶然或短期的。释放比例relea∞mte单位时间从释放源散发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量。正常运转nomaloperation设备按照其指定参数运转。注1：可燃性材料少量释放可以是正常运转的一部分。例如从依靠湿气泵的填料函释放出的物质为最少的释放物质。注2：包括紧急修理或停机在内的故障(例如意外引起的泵填料函穿隔、法兰盘垫圈不密封或泄漏)不作为正常运转的一部分，也不是灾难性故障。注3：包括起动和停机情况的正常运转。气闸airlock连接两个不同环境的问隔问，通常有不同的压力，使人员能够从一处环境转移到另一处环境。通风v叫tilatioⅡ空气流动和通过风、温度梯度或人工方式置换新鲜空气(如风扇或抽风机)。爆炸限值expIosiveIimits注：术语。爆炸限值”与。可燃性限值”是等同的。IEc60079—20和IEc61779—1使用“可燃性限值”，而其他标准更多地使用。爆炸限值”。爆炸下限值lowerexpIosiveIimit空气中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浓度值，低于该浓度不能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IEV426一02—09，修改]爆炸上限值sⅡpperexplosivelimit空气中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浓度值，高于该浓度不能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IEV426-02—10，修改]气体或蒸气的相对密度relativedⅢityofag∞oravaponr在相同压力和温度(空气等于1．o)下相对于空气密度的气体和蒸气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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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6

可燃性材料(可燃性物质) namable mteriaJ(nmmble substⅫce)

自身可燃的或能够产生可燃性气体、蒸气或烟雾的材料。

3．27

可燃性液体 订ammable liquid

在可预测的工作条件下，能够产生可燃性蒸气的液体。

3．28

可燃性气体或蒸气 订amable g∞or v印oⅡr

当按一定比例与空气混合的气体或蒸气将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3．29

闪点n∞hpoiⅡt

在特定的标准条件下，液体挥发出大量的蒸气以致能形成可点燃蒸气／空气混合物的最低液体

温度。

3．30

沸点boiling point

在101．3 kPa(1 013 mbar)周围环境下液体沸腾的温度。

注：用于混合液体的初始沸点是液体沸点范围出现的最低值，由标准实验室无分馏蒸馏所确定。

3．31

蒸气压力 vapour pr幅sure

当固体或液体处于自身蒸气平衡时施加的压力。是物质和温度的函数。
3．32

点燃温度 igniti蚰temperature

在规定条件下，将点燃空气与气体或蒸气混合形成的可燃物的受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IEV 426一02一01，修改]

注：GB／T 5332和IEC 60079—4A规定了确定此温度的标准化方法。

3．33

区的范围鼯t即t of z叽e

在任意方向上从释放源到气体／空气混合物已被空气稀释而低于爆炸下限值处的距离。

3．34

外露导电部件 expos酣c帆ductive part

容易被接触到的和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的导电部件。

注：典型的外露导电部件为围蔽的墙体、操纵手柄等。

3．35

外加导电部件积tr柚∞us∞ndⅡdive p盯t

非形成电气装置的组成部分的导电部件，并且可能传播电位能，包括地电位。

3．36

检查inspecti∞

包括仔细检查不用拆除或者其他出于需要拆除的部分，或者用测量等手段在该项目条件下得出一

个可信的结论。

3．37

气密门ga}tight d∞r

固体的特别紧密配合的门，用来阻挡在正常大气条件下的气体通过。

3．38

维护 maint蜘aI比e

保持一个项目或恢复其工作所进行的任何有关活动，其条件是可以达到相关的特殊要求和需要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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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010／mc61892_7：20073．39自然通风∞tⅡmlveⅡtilati∞由于风和／或温差的作用形成空气流动，并置换新鲜空气。3．40开口opeⅡing任何孔、门、窗、或非气密性固定面板。3．41吹扫purging在给设备加电压之前，足够量的保护性气体流过加压腔或外壳和输送管道，使得爆炸性气体环境的浓度低于爆炸下限。3．42房间或建筑物r∞morbuilding用门、电缆输送管、管道等形成的围蔽。包括电器在内，以及足够的空间使工作人员能够进人或能够在围蔽内长时间停留。3．43半封闭s啪i．阻closed由于屋顶、防风设备、防水壁以及用于防止气体泄露的布置，半封闭位置为显然不同于露天甲板的自然通风条件位置。3．44遮蔽或有障碍的开敞区域在开敞区域内或邻近开敞区域，可能包含部分开敞式建筑或结构物，若由于这些建筑或结构物妨碍了自然通风，实际可能小于真正的开敞区域，并且可能增大危险区的范围。3．45阀控型蓄电池valveregulatedcen在正常情况下关闭的蓄电池，但如果内部压力超过预定值，设计安排允许气体溢出。一般情况下蓄电池不能接受另外加电解液。4区域分级4．1通则所有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应按照下述规定对任何潜在爆炸性气体环境评定。结果应记载在区域分级图样文件上，以正确选择所有所安装的电气元件。区域分级的一般原理见GB3836．14。本部分阐明了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区域分级的原理。在任何结构物开始工作和电气装置起动运行之前，区域分级应在规划工作早期进行。在电气装置生命周期内应进行复查。应由具备可燃性材料性质、过程和设备方面知识的人员进行划分工作，最好再咨询安全、电气、机械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注1：按照IMOMODU规则，即移动式近海钻井设施的结构及设备(移动式钻井设施)或GB3836．14(固定式近海设施)，对可船出现爆炸性气体的环境进行分类和分析。注2：指导区域分级可进一步采用任何国家规则或者类似的出版物，只要安全等级不低于IMOMODu规则或者GB3836．14。注3：区域分级的文件规定见10．1。注4；释放源示倒见附录A。注5：危险区域分级的分类方法图见附录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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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区域分级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图表示例见附录C。

4．2安全原则

应合理地设计、操作和维护用于搬运和贮存可燃性材料的装置，无论在正常情况或其他情况下，使

任何可燃性材料的释放量以及危险区域的范围内有关的频次、持续时间和数量均最小化。

检测处理设备和系统以及考虑修改设计是重要的工作，其中所释放的可燃性材料有可能会增加，修

改设计可使这种可能性和释放的频次、数量和材料的释放比例最小化。

这些基本考虑应在任何处理工厂设计研制早期阶段进行检测，并且进行区域分级研究时还应受到

重点关注。

不同于正常运行，在进行维护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区的范围，但希望由许可证制度处理这种情况。

在可能存在爆炸性气体环境状态下，应采取下列步骤：

a) 消除火源周围存在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可能性；

b)消除火源。

若以上方法不可行，应选择保护措施、处理设备、系统和程序，并做准备工作使a)和b)同时发生的

可能性减小到可接受的程度。如果认为这些措施非常可靠，可采用其中一项，或合并使用以达到等效的

安全等级。

4．3释放源

建立危险区类型的基本要素是识别释放源，以及确定释放等级。

由于爆炸性气体只能在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同时存在时出现，有必要确定这些可燃性材料是

否能放在所关心的区域。通常，这些气体和蒸气(和可能增加气体和蒸气的可燃性液体和固体)由封闭

或未全封闭的处理设备产生。有必要识别可燃性大气在处理工厂中所能存在的地方，或在处理工厂外

可燃性材料能够释放可燃性大气的地方。

如果确定物品可以向大气释放可燃性物质，首先应通过确定可能的释放频次和持续时间，按定义确

定释放等级。当进行区域分级时应认可这种情况，即打开封闭式处理系统(例如，更换过滤器或批填充

期间)的部件时其应考虑为释放源。采用这种程度方法，每类释放将分为“连续”、“直接”或“间接”释放

等级。

建立释放等级后，有必要确立释放速度和影响到区的类型和范围的其他因素。

如果可燃性材料用于释放的总量为“小”，例如用于实验室，同时也许存在潜在的危险，可能不适合

使用本区域分级程序。这种情况下，应考虑有关的特殊风险。

燃烧可燃材料的处理设备的区域分级，如火焰加热器、熔炉、锅炉、燃气涡轮等，应考虑净化周期、起

动和停车情况。

4．4区的类型

爆炸性气体环境出现的可能性及区的类型主要决定于释放等级和通风。

注1 z释放的连续等级一般导致。区，直接等级导致1区，间接等级导致2区(觅附录A)。

注2：若由于邻近的释放源造成分区重叠，并且有不同区的级别，较高风险的级别将适用于重叠的区域。若重叠的区

具有相同的级别，则通常用菸同的级别。

然而，若重叠区与具有不同设备等级和／或温度等级的可燃材料有关，需要进行认真考虑。例如，如果区域ⅡA

T3的2区与区域ⅡcTl的2区重叠，则重叠区等级为Ⅱc131区可能超过了限制，但ⅡA1弓1区或Ⅱc T11

区等级将不可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等级记为ⅡAT3 1区和ⅡcTl 2区。

注3：通过结构测量能够将危险区域限制在其范围内，例如用围墙或围栏。通风或采用保护性气体能够降低出现

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可能性，因此较大危险的区域能够转变为较少危险区域或无危险区域。

4．5气体或蒸气释放时的相关密度

如果气体或蒸气比空气轻很多，将趋向上方移动。如果重很多，则将聚集在地面。地面区的水平范

围将随相对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释放源上方的垂直范围将随相对密度的降低而增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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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注1：在实际应用中，气体或蒸气的相对密度低于o．8时考虑为比空气轻。如果相对密度高于1．2，则认为比空气重。在两值之间时，两种可能性均可。注2：比空气轻的气体和蒸气，低速溢出将向上快速散开；而出现在顶郁则不可避免地增大在其下面扩散的区域。如果高速溢出任意喷射，虽然进人稀释气体和蒸气的空气可船增加传播距离，超过该距离气体／空气混合物保持在其可燃下限之上。注3：比空气重的气体和蒸气，低速溢出在受大气传播被安全驱散前，将向下经过地面长距离传播；而出现在璜部则不可避免地增大在其下面扩散的区域。如果高速溢出任意喷射，虽然进人稀释气体和蒸气的空气可能增加传播距离，超过该距离气体／空气混合物保持在其可燃下限之上。注4：当划分的区域内包含有低温易燃气体时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例如液态天然气。蒸气发散能够在低温时比空气重，且在适当的环境湿度下比空气轻。4．6移动式钻井设施移动式钻井设施的区域分级应遵守IMOMODu规则。通常适用于钻井设施的危险区域如下所述。4．6．10区0区一般包括：封闭容器的内部空间和流动钻井泥浆管道，以及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管道。例如，溢出天然气放气管道或处所，其中石油／天然气／空气混合物持续存在或长期存在。注：流动的钻井泥浆是在井与最终排气放出之问的系统中的泥浆。4．6．21区1区一般包括：a)包括泥浆循环系统任何部分的封闭处所，系统有一个开口通向处所，并且在井与最终排气放出之间；b)钻井平台下面的封闭处所或半封闭的位置，并包括可能的释放源，例如钻头的顶部；c)钻井平台上面的没有被b)中所提到的立体空间所隔离的封闭处所；d)室外或半封闭的位置，在b)中规定了的除外。在通向设备的1‘5m范围内的区域，这个开口是在a)中提到的泥浆系统的区域。任意1区的通风出口或者通向1区的处所}e)泥浆舱(pits)、管道或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的结构也许在2区，但是气体不至于扩散。4．6．32区2区一般包括：a)包括泥浆循环系统的开放部分的封闭处所，泥浆循环系统为从最终脱气释放到与泥浆舱连接的泥浆泵抽气机；b)钻井平台上最高3m的井架钻井边界内的室外位置；c)在钻井平台下面和附近或钻井井架附近或气体阱的任何壳体的半封闭的位置；d)在钻井平台下面和低于可能存在的释放源周围半径3m(例如钻头尖)的室外位置；e)在4．6．2d)规定的1区的和4．6．2b)规定的半封闭位置的l‘5m以外的区域；f)2区通风出口或者通道的1．5m范围内的室外区域；g)半封闭的钻井井架到钻井平台上的围蔽区，或者在钻井平台上3m高处，取更大者；h)在1区和非危险区域之问的空气闸。4．6．4井道试验设备有关井道试验设备的区域分级应按4．7和4．8的要求进行。4．7固定式生产设施可能发生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分析和区域分级应按GB3836．14的要求进行。由国家推荐的进一步的区域分级指南可采用4．1的规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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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非国家建议的要求，推荐采用IMO MODu规则的建议。

在固定式近海设施上应用的危险区域应包括：

4．7．1 0区

0区一般包括，例如：

a)有产生易燃性气体或蒸气的加工设备的区域；

b)有封闭式压力容器或能量存储容器的区域；

c)在排出管附近连续或长期排放的区域；

d)通常在易燃性液体的表面或者附近的区域。

4．7．2 1区

1区一般包括，例如：

a)在存储容器的外面或顶部的区域}

b)通风管出口、管道和安全阀的周围一定半径内的区域；

c) 由2区直接进入不通风的舱室；

d)有间接释放源的舱室或舱室的一部分，其中内部的出口指示2区，但由于缺少通风而不能对爆

炸性气体进行足够的稀释；

e)在1区的通风口附近的区域；

f)在柔性管道或软管附近的区域；

g) 在取样点附近的区域(阀等)；

h)如果是直接释放源，在泵密封圈、压缩机和类似设备附近的区域。

4．7．3 2区

2区一般包括，例如：

a)在法兰、接头、闽等附近的区域；

b)在l区外面排气管的出口附近，管道和安全阀附近的区域；

c)在2区的通风口附近的区域。

4．7．4钻井设备

钻井设备要求见4．6。

4．8移动式生产设施

分析和划分爆炸性气体可能发生的环境应按GB 3836．14的规定进行。按4．1的规定也可采用国

家推荐的区域分级作为进一步的指导。

注l：除非有国家建议的要求，推荐采用GB／T 22189液贷船作为船舶渡货舱的要求。对于处理设施可采用4．1的

要求。

需要特殊对待主甲板与生产／设备甲板之间的区域。至少应划分为2区，除非甲板上的装置导致1区

区域分级。

注2：这一区域的通风可能受到加强条、管道和区域内安装的其他物体的限制。

4．9关于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的规定

应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a) 没有法兰、接头、阀或其他类似配置的管道不应认为是释放源；

b)某些区域和处所，如果指明了环境，应认为是比在这些例子里所指的危险更大的区域；

c)某些区域和处所可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或者已采用特定的预警，应认为是比在这些例子里所

指的危险小些的区域，这些特定的条件包括防护或加强型的通风安排；

d)有与爆炸性危险区域相通的开口，且不通风的封闭处所，应指定为与这些区域相同或更加危

险的区域。



GB／T25444．7—2010／ⅢC61892刁：20074．10开口、通路和通风条件影响危险区域的范围4．10．1一般要求除非为了操作，在一个非安全处所和安全处所之间，或者在l区和2区之间不应设有安全门或者其他的开口。如果存在安全门或者其他开口，那么在4．6．2、4．6．3、4．7．2或4．7．3中没有提到的那些封闭处所和直接通到1区或2区的处所将变成同一个处所，但下面的提到处所除外。4．10．2直接进入任何1区位置的封闭处所如果达到以下条件，一个直接通向任何l区的封闭处所可以认为是2区：a)通道配有一个打开通向2区处所的自闭的气密门；b)通风是空气从2区的开口流向1区位置；c)在有人员操纵的站点，如果没有通风则会报警。4．10．3直接进入任何2区位置的封闭处所如果达到以下条件，一个直接通向任何2区的封闭处所不认为是危险的：a)通道配备有打开进入非危险区的自闭的气密型门；b)打开门使空气从非危险处所流向2区的通风；c)在有人员操纵站点，如果通风量小则会引起报警。4．10．4直接进入任何1区位置的一个封闭处所如果达到以下条件，直接通向任何1区的一个封闭处所不认为是危险的：a)通道配备两个自封闭气密门形成一个空气闸；b)具有与危险处所有关的处所通风过压；c)在有人员操纵站点，如果通风过压降低则会引起报警。若有关主管机关认为用作非危险区域的通风布置可防止燃气从1区位置进入，单个自封闭气密门可替代形成空气闸的双封闭门，单个自封闭气密门打开进入到非危险位置，并且没有保持装置。4．10．5告示牌采用了上述配置的场所应装配警告保持关门的告示牌。5电气系统5．1电源电源及其区配电板和分配电板等通常不应设置在危险区域。应通过隔离舱或者等同的处所从任何。区中分出产生设备、配电板和蓄电池，并用气密型钢管从其他危险区域分出。以上处所之间的通道应符合4．10的规定。5．2配电系统5．2．1一般要求近海设施电气装置的配电系统应符合GB／T25444．2的规定。附加的危险区域的配电系统规定如下所述：5．2．2接地故障检测应安装一个或多个设备以持续监测每一个绝缘的初级和次级配电系统对地的绝缘电阻，并且当绝缘阻抗出现异常低的情况时，应在有人操纵的站点发出可视听的警报。由给一个用户或控制电路供电的单个变压器馈电的系统不需要接地故障探测。对于阻抗接地的系统，应提供接地泄漏监视和报警，或经接地泄漏保护装置自动断开。5．3电气保护在过载或短路的情况下，危险区域的电路和仪器，除本质安全电路和仪器外，应具有保证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断开的方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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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进一步按以下要求防止接地故障：

——无中性线的IT系统：报警或自动断开；

——有阻抗接地中性线的IT系统：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断开；

——IN系统：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断开。

保护系统的布置应能在防止故障条件下自动重新连接(例如手动重新起动)。在z区，过载保护装

置可自动重薪起动。若在单相运行期间三相电器有受到额外电流导致危险的可能性，应配备适用的保

护装置。

电器自动断开的环境下可能导致的安全风险，比独自的起火更危险，只要运行的报警装置(或多个

装置)立捌反应，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可用报警装置(或多个装置)替代自动断开。

5．4钻井作业的应急状态一移动式钻井设施

5．4．1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爆炸危险可能扩大到4．6规定的区域以外，应进行特别布置以便于进行

选择性断开或停车。

a)通风系统，除了必须用于向生产电能的原动机供应助燃空气的风扇；

b)主发电机原动机，包括相应的通风系统；

c)应急发电机原动机。

5．4．2应可能从最少两个关键位置断开或停车，其中一个应在危险区域之外。

5．4．3符合5．4．1要求的停车系统的设计应使停车系统故障造成的非故意停工和误操作造成的停工

风险最小。

5．4．4在封闭处所外和停车后还能运行的仪器设备应适于安装在2区的位置。该封闭处所安装的准

备使用的仪器设备应令有关主管机关满意。

至少有下列设施应在应急停车后是可操作的：

——按lMO MODu规则的要求，应急照明警报要求半小时}

——防井喷器控制系统；

——全员报警系统；

——广播系统；

——蓄电池供电的无线电设备；

——火灾和气体探测系统及其报警系统。

5．5应急切断一点火源控制一固定式生产设施

5．5．1在燃气泄漏、井喷等应急状态的情况下，危险区域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超出4．6和4．7的规定，并

且任何需要该条件下工作的仪器设备应按国家的建议进行防爆保护。

提供的布置用以确保有选择地断开：

a)通风系统；

b)非必需电器；

c)必需电器；

d)发电机原动机}

e)包括应急发电机在内的应急仪器设备，除5．4．4提到的应急发电机外。

当在非危险区域或HVAc系统的通风人口探测到燃气时，启动自动应急切断。在切断后，任何带

电设备都是1区检定台格的。按照特殊考虑，居住舱(LQ)或其他区域的应急设备可以保持带电。

不需要通过1区安装鉴定可在居住舱或附近安装的设备可以有：

——应急发电机；

——应急开关装置；

——中心控制舱室用于状态控制的设备；
】】



GB／T25444．7—2010／IEC61892_7：2007——该应急状态期间内／外通信的必需设备；——居住舱中连接主电力电源的设备。在自然通风区域内，无论安装在何处的“低燃气报警”探测应与高风险点燃源隔离。包括临时性设备，例如内燃机和包括焊接插座在内的插座，以及允许在高温下作业的非认证设备(non-Ex)。注1：“低燃气报警”指仅用一个探测器探测。进入本地的电气和仪器仪表舱室或应急发电机室的HVAc空气入口处确认的燃气探测应靠近入口节气闸、停车风痢(或多个)、停车加热器(或多个)以及各舱室的所有防爆设备。对于上述提到的电路，在其馈电隔离的配电板外部不应发现过热导线。注2：“确认的燃气探测”的含义可以不同。但本部分中的含义为一个探测器上显示强报警，或为在一个区域内的两个或多个探测器上显示弱报警(表决系统)。5．5．2除5．5．1的要求外，应能够从任何合适的位置降低电器的电能，例如近海设施的中心控制室。如果继续提供能量将导致危险(例如火势蔓延)。为防止更多危险。应急切断电路内不应包括继续工作的电器。5．6危险火花的防护5．6．1带电部件引起的危险为了避免形成易点燃爆炸性气体的火花，应防止接触任何本质安全部件以外带电的裸露部件。若结构物不符合本要求，应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可设警告牌。5．6．2外露或外加导电部件引起的危险本系列标准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可能的系统，但为实现安全的基本原则，限制结构架或外壳上的接地故障电流(幅值和／或持续时间)，并防止等电位跨接导体的电位提高。注：电力系统指南可见GB／T25444．2。5．6．2．1如果电力系统使用接地中性线，在整个系统中有TN—s型系统应采用分开的中性线(N)和保护导线(PE)。在危险区域内，中性线和保护导线不应连在一起或合并为一条导线。在危险区域内，不允许有整个系统中的中性线与保护功能合并为一条导线的TN-c型电力系统。5．6．2．2对于IT电力系统(中性线与地隔离或通过阻抗接地)应使用绝缘监测装置，以指示第一个接地故障。在第一个接地故障发生时，不论是由绝缘监测装置还是漏电保护器，应首先立即断开在。区的设备。5．6．2．3安装在。区的所有电位的电力系统，应注意限制接地故障电流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应安装瞬时接地保护。注：在1区也有必要采用瞬时接地故障保护。5．6．3等电位跨接为避免结构的金属部件之间发生火花的危险，始终要求安装在1区的设备等电位跨接，且在2区的设备也可能有必要跨接。因此，所有的外露和外加导电部件均应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在一起。该跨接系统可以包括保护导体、管路、金属电缆护套、金属丝铠装和金属结构件，但不应包括中性导线。应可靠地防止连接自脱开。如果外露的导电部件安全可靠地与结构件或管系用金属接触，且结构件或管系与等电位连接，则不必单独连接到等电位跨接系统。如果没有电压转移的危险，无关的导电部件，即非结构或电气装置的部件，不必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例如门窗的框架。除有设备文件要求或为防止静电荷积累，本质安全设备的金属外壳不必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除非系统设计用于专门用途，有阴极保护的装置不应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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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绝缘的法兰与管系连接，应有等电位跨接布置。

如果结构件或管系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且外壳可靠安全地与结构件或管道用金属接触，则外壳

不必单独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

注l：补充信息见IEc 60364—4—41：2005的411．3。但是，电气装置的特定部件不准备与等电位跨接系统连接，例如

一些本质安全电器。

注2：需要特别考虑到电气隔离结构之间的等电位跨接，例如在一个固定式近海设施和船舶之间，或用绝缘法兰与

管系连接的地方。

5．6．4静电

在电气装置的设计中应考虑静电的影响。

注1：在没有采用防静电保护国际规则时，需要遵守国家标准或其他标准。IEc 60079—1给出最大阻抗指南。

注2：cENELEc cLc／TR 50404给出了防静电指南。

5．6．5雷电保护

在电气装置的设计中，应考虑雷电活动的影响。雷电保护的要求见GB／T 25444．6。

注：进一步的信息见IEC 62305。

5．6．6阴极保护的金属部件

虽然安装在危险区域的阴极保护的金属部件有较低的负电位，且是无关的传导部件，应考虑其可能

存在的危险(特殊地情况下，如果配备外加电流)。除需要进行特殊设计，在。区的金属部件应提供非阴

极保护。

阴极保护要求的绝缘元件，例如管道或轨道中的绝缘元件，如果可能，应安装在危险区域以外。

注：在没有有关阴极保护的IEc标准时，需要遵守国家标准或其他标准。

5．6．7电磁辐射

应该考虑强电磁辐射的影响。应当注意防止射频发射机的电磁波(如，无线电、电视和雷达在任何

导电结构上的感应电流和电压)。

注：有关指南见GB／T 10250。

5．7旋转部件引起的危险

应考虑电扇的旋转部件和外壳之间发出火花的可能性。

6电气设备

6．1通则

GB／T 25444．3规定了设备的一般要求，且以下为补充的危险区域电器的要求。

6．2电器选择

为了选择危险区域适用的电器，提出以下要求：

a)危险区域分级，见第4章；

b)燃气或蒸气的点火温度，见6．2．2；

c)若适用，涉及电器类别的燃气和蒸气划分见6．2．3。

注：对于某些保护类型，如正压型、油浸型、充砂型、增安型，仅要求点火温度和区域分级。

d)外部的影响和周围的温度，见6．2．4和6．2．5。

6．2．1关于区域分级的选择

应按电器工作的危险区域选择电器。第4章提供了危险区域的划分指南。

6．2．2关于燃气或蒸气的点火温度的选择

选择电器应考虑电器的最高表面温度不能达到任何可能存在的燃气或蒸气的点火温度。

标记在电器上的温度级别的符号及表示的含义见表1。

13



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表1温度级别、表面温度和点火温度之间的关系电器的温度级别电器的最大表面温度／℃燃气或蒸气的点火温度／℃T1450>450T2300>300T3200>200T4135>135T5100>100T685>856．2．3按电器分组的选择按电器分组的选择应符合IEc60079—14的要求。6．2．4外部影响电器应受到保护以防止其可能遭受的外部影响(例如，化学的、机械的和热应力)。电器用于规定的外部影响下保护的类型维持不变。电器的选择和安装应防止外部的影响(例如，化学、机械、振动、热、电气和潮湿)，即对防爆保护的不利影响。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外来物体落入垂直旋转电机的通风口。如果电器工作在其装配时的温度、压力以外的环境下，电器的完整性可能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进一步寻找其他建议。注：需要注意当处理藏体进入到电器中时会增加风险，例如，压力开关或封装的电机泵。在故障条件下，如隔板或容器故障，液体可能在相当大的压力下进入电器内，可能会引起以下任一或全部后果：a)电器外壳破裂；b)立即起火的风险；c)液体沿电缆内部传送到非危险区域。电器应设计成处理液体的容器在与电器隔离的保护层内。若不可能，则电器设计可采用透气式。如果没有，电缆敷设中应引用专用密封接头或应插入“环氧的”接头。若电器外部结构中掺人了轻金属，这种材料增加了摩擦接触下激发火花的风险，应考虑将电器放置在专门的位置。6．2．5周围环境温度电器应在其所设计的周围环境温度的限值内使用。如果电器标记或使用手册不包括使用的周围环境温度范围，则电器仅应在周围环境温度为一20℃～40℃的范围使用。如果电器的标记包括有环境温度范围，则该电器仅应在所规定的范围内使用。6．3危险区域内的电器电器应尽可能安装在非危险区域。若不可能，应安装在危险最小的区域内。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装置也应符合非危险区域内的装置的适用要求。6．3．10区设备仅下列设备可考虑用于。区：a)符合IEc60079一11要求的“ia”类本质安全型设备；b)符合IEC60079—26要求的。区特别认证的设备。6．3．21区设备仅下列设备可考虑用于1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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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区可以考虑的任何类型；

b) 符合IEc 60079—1要求的“d”隔爆型设备；

c) 符合IEC 60079—2要求的“p”正压型设备；

d) 符合IEc 60079—5的要求“q”充砂型设备；

e) 符合IEc 60079—6的要求“o”充油型设备；

f) 符合IEc 60079—7的要求“e”增安型设备；

g) 符合IEc 60079—11的要求“i”本质安全型设备；

h) 符合IEc 60079一18的要求“m”浇封型设备。

注1：限制使用Exo型(o)设备。其他保护类型在可能的范围内使用。

注2：关于1区使用认证的e型(Ex e)电动机，基本要求见IEc 60079—7：2006中5．z和附录G。

6．3．3 2区设备

下列设备可考虑用于2区：

a)1区可以考虑的任何类型。

b) 专门设计用于2区的电器(例如符合IEc 60079—15的“n”保护型设备)。

c)符合公认的工业电器标准的电器，即在正常操作情况下表面热量没有点火能力的电器，和

1) 在正常情况下不产生电弧和火花；

2)在正常情况下产生电弧和火花，但电路(包括电缆)的电气参数值(u，I，L，c)不超过

IEC 60079一15规定的统一的安全因数数值。对IEc 60079—15给出的能量限制电器和电路

应按说明书进行评估。

除非通过试验证明安全性，如果表面温度超过有关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点火温度，则认为

表面温度具有点火能力。

电器应采用具有保护等级和机械强度的外壳进行保护，至少适用于类似环境的非危险区

域。不要求有特殊的标志，但电器上或说明书上应能清晰地识别已经过专门人员的评估，该人

员应：

——熟悉任何相关标准要求和实际规则及现行的解释；

——已采用所有必要的信息进行评估；

一一如果有必要，采用有关主管机关使用的类似试验设备和试验程序。
d)符合6．4要求的电器。

对于符合上述b)、c)或d)的旋转电机，在起动时不应发生激励火花的现象，除非采取预防措施保证

不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2区安装旋转电机的进一步要求见IEC 60079—15。

6．3．4多级保护型电器

若电器合并多个保护类型，在其所安装的区内使用将确保均为适用的。

6．4 IEc标准不适用的电器的选择

为确保这类电器的正确选择和安装(例如设备标志“s”，并按IEC 60079一。的要求识别使用的区

域)，应参考这方面相关的国家标准或实际规则。

6．5手持式电器

6．5．1 不应使用手持式和移动式的Ex o型“充油型”保护电器。

6．5．2所有手持式电器应有内置的开关。但对本质安全型电器不要求有开关。

注：由于手持式和移动式电器有可能受到损坏，导致破坏其安全特性，需要经常进行检查。有关检查指南

见IEC 60079一14。

6．5．3在危险区域的手持式电器应符合1区的安装要求。

注l：仅当无法避免在危险区域内使用手持式电器时能够使用。不可在危险区域内使用普通的工业手持式电器，

除非经过评估的特殊场所能保证在电器使用期间不存在可燃性燃气或蒸气(“气体验证”环境)。如果在危险

】5



GB／T25444．7—2010／皿C61892-7：2007区域有插头和插座，需要具有适合于特殊区使用的机械和／或电气互锁功能，以防止插拔插头时产生点火源。作为选择，仅在“气体验证”环境下加电。注2：无论何时，在危险区域内使用手持式电器需要特别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除非手持电器有特殊认证文件的允许或除非采取适用的琢防措施，备用电池不能带入危险区域内。对于危险区域内安装电器，如果必须进行电气试验则应特别小心，例如连续性试验，以确保危险区域内的试验操作是安全的。实现的途径包括正确地使用经危险区域使用认证的试验设备。做为选择，试验仅应在“气体验证”环境下进行。7安装7．1通则本章内容是对IEc60079—14的通用要求的补充。电器应尽可能地放置在非危险区域。若上述条件达不到，至少也应安装在危险程度最低的区域。危险区域的电气装置应符合非危险区域的电气装置的适用要求。注：文件要求见10．4和10．5。7．2电器选择电器选择有以下几方面：——危险区域的划分；——有关燃气或蒸气的点火温度；——若可以应用，与电器有关的燃气或蒸气分类；——外部的影响和周围环境温度。7．3配线系统一般要求7．3．1当考虑配线系统和其组件的设计时，应进行危险区域的预期说明，危险区域的环境包括机械、化学和热的因素。电缆和配线系统应符合IEc61892—4和7．10规定的特殊要求。注：耐火电缆的典型电路包括：一一火和气体探测系统；——固定式消防系统；一全员报警和广播系统；——应急停车系统；一一应急切断系统；——应急照明；——设备状况指示器。7．3．2电缆及其附件应尽可能地安装在合理的位置，即防止暴露在机械严重损害、腐蚀或化学影响以及热效应下。若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上述环境下，应采取安装在管道内等的保护措施，或选择适用的电缆。在有异常的机械损坏风险的情况下，例如存储区或货物装卸区等，如果设施的结构或附属件不能为电缆提供有效的保护，即使电缆有铠装也应使用钢外套、中继箱或管道进行保护。若电缆或管道需承受振动，其设计应能保证受到振动后不致损坏。7．4连接电缆和导线与电器的连接应符合有关的保护类型要求。7．5未使用的开口电缆或导线进入电器的未使用开口应采用适用于相关保护等级的填料函元件封装。除本质安全电器外，所采用的封装方法只能用辅助工具可移开填料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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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电路穿越危险区

若电路从一个非危险区域通向另一个非危险区域时穿越危险区域，在危险区域的配线系统应适用

于该区域。

7．7未使用的芯线

多芯电缆中每一根未使用的芯线在危险区域一端应与地连接或采用适当的终止方式完全绝缘。

7．8电缆表面温度

电缆的表面温度等级不应超过装置的温度等级。

注：需要考虑短路时的最大电缆温度。

7．9电缆接头

若可行，电缆在危险区域的敷设不应中断。若无法避免不连续，做为补充，适用的机械、电气和环境

接头应：

——由该区域适用的保护类型密封制造而成；

——采用非绞接的方法保持电缆的电气和机械完整性，并能够满足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

——倘若不能承受机械压力，应填充“环氧类”填充料、复合填充料或热收缩管材或冷收缩管材套

管，并符合制造商说明的适用区域。

除非用防火的电缆管道系统或本质安全的电路，导线的连接仅应按压缩连接器、安全式螺钉连接

器、焊接或铜焊方式进行。

对所用的连接器类型，应使用由制造商专门推荐的压缩工具将压缩式连接器和接线片附在导线上。

地面上的通道和机械保护应恢复得与最初的完整性相同。

7．10电缆布线系统

7．10．1对于接地故障探测和机械保护，所有安装在危险区域的电缆均应用带有编织层或其他金属保

护层的非金属密封护套铠装。

洼1：若考虑操作的需要，在1区和2区可以考虑使用没有金属编织层或金属保护层的挠性电缆。

注2：安装在2区的电缆可不包括编织层和其他金属保护层。

7．10．2所有通过危险区域，或与该区域电器连接的电力电缆和照明电缆的金属防护层至少在其端头

均应接地。其他电缆所有的金属保护层应至少在一端接地。

注；需要特别考虑交流和直流半导体控制的、整流器或者类似系统的单芯电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在危险区域内

单点接地。

7．10．3有本质安全电路的电缆应符合7．15的要求。

注：当选择电缆类型时，以及为防止感应现象危害电路的本质安全特征进行电缆敷设时，需要采取所有的必要

步骤。

7．11管道系统

7．11．1若管道可能承受爆炸压力，下述要求应用于管道系统隔爆连接。

注：在一些国家，管道系统服从该国正式批准的文件。

7．11．2应使用刚性的金属螺纹管。金属螺纹管应为无缝的或连续焊接缝有足够强度承受爆炸压力。

为了减少气体的压力撞击的影响，在下列情况下应提供密封附件：

a)在进入和离开危险区域的地方}

b)除外壳证书另有说明，直接在外壳的壳壁上，以及所有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台有点火源的

外壳；

c)若管道直径为50 mm或者更大，在所有含有分支、拼接、接头或端头的外壳上。

7．11．3管道最少应有5扣螺纹，以允许管道与防火外壳之间或管道与接头之间有5扣的啮合。

7．11．4若管道系统用作保护的导线，当电路适当地受到保险或断路器保护时，螺纹的接头应适合运载
17



GB／T25444．7—2010／mC61892-7：2007流过的故障电流。7．11．5管道安装在腐蚀性区域的情况下，应对管道进行适当的保护。7．11．6电缆安装在管道内之后，应用安装时不收缩的化合物填充密封附件，且不会让危险区域出现的化学物质进入和受其影响。注：密封附件和混合物均用于限制气体的压力撞击影响，防止热气从含点火源的外壳进人管道系统，并防止危验气体进人非危险区域。密封附件的混合物的深度和管道内部的直径相等，但任何情况下不少于16mm。7．11．7无防护层的绝缘单芯或多芯电缆均可用在管道内。然而，当管道内有三个或多个电缆时，包括电缆的绝缘在内的总截面积不应超过管道截面积的40％。7．12混接系统7．12．1混接系统是一个电气装置，包括电器和特殊设计的外壳，用于管道内配线的连接并连接到电缆，或用于连接到电缆并连接到管道中的配线。7．12．2特殊设计的用管道配线连接的外壳可连接到电缆，可用以下的几种安装方法之～(见图1)：方法1：刚性金属管螺纹管B可以旋接到外壳A中。防火外壳上应至少有5扣螺纹完全啮合，密封附件c应尽可能地安装在外壳A附近。刚性金属管螺纹管B应安装在附件c和具有可识别的保护类型的端接盒D(例如，增安型防火外壳)之间。如果密封附件c和端接盒D之间的距离大于450mm时，应再安装一个密封附件。电缆应按适于端接盒D的规定保护类型连接到端接盒D，见图1a)。方法2：带有长度不超过150mm的管道B的转换接头G，若有与外壳A相同保护类型，可以旋接到外壳A的管道入口。防火型外壳应至少有5扣螺纹完全啮合。电缆F按照端接盒D的保护类型要求连接到端接盒D，见图1b)。方法3：如果有必要，可以通过有转换件I的电缆人口E的方法连接电缆F，使适配的电缆接到外壳A的螺纹管道入口。当电缆进人防火外壳A时，可要求用密封附件c，见图1c)。a)方法1b)方法2c)方法3A——带有可识别保护类型符合IEc60079系列标准要求的外壳，如“防火外壳”；B_—一符合7．11的管道；c——符合7．11的密封；n—带有可识别保护类型并符合Ⅲc60079系列标准要求的端接盒，如“e”或“d”保护类型；E——电缆人口；F——电缆；e—一有套管H和端接盒D的适配器；卜一若有差别，适宜电缆接人的转接件。图1混接配线系统示例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25444．7—2010／mC 61892-7：2007

7．12．3专门设计用于连接电缆的外壳可连接管道的配线。例如，可用刚性金属管道等旋接到外壳的

电缆人口的方法，该人口用于安装带螺纹的电缆接头。管道的螺纹应该和外壳的相一致。

然而，管道只应连接到通过专门电器认可的防火外壳上，或通过部件认可的防火管道密封装置。

7．13危险区域的电器

危险区域的电器应符合第6章的要求。

7．14 0区的配线系统

。区的配线系统应符合下述要求：

7．14．1应按7．3和7．15规定的通用要求安装本质安全系统，但作为选择，在。区可采用特殊要求。

7．14．2对于不是本质安全的装置，应采用下列要求：

由于环境可能在。区造成的有害影响，电缆在没有外加保护的情况下不应使用。符合使用条件的

附加保护要求可能是机械的、电气的或环境的保护。

应特别考虑雷电放电和不同的地电位的影响。

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的符合7．11规定的安装要求的管道系统适用于。区。

7．15本质安全电气装置

在本质安全电路的安装中具有根本不同的安装方法。与其他所有类型的装置相比，若有计划地采

取谨慎的措施限制安装系统的电能，以防止危险环境被点燃，保护本质安全电路的完整性免受其他电源

电能的侵扰，使断路、短路或接地时不超过电路的安全能量限值。

本条用于区分本质安全电路和其他电路的安装。

7．15．1本质安全电路可以是：

a)与地绝缘；

b)如果在安装了本质安全电路的整个区域存在单点连接到等电位跨接系统。

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选择关于电路功能要求的安装方法。

电路允许有多个接地点，倘若电路电流分到分电路，每一个电路仅有一个接地点。

如果电路与地绝缘，应该特别考虑由静电充电引起的任何可能的危险。跨过o．2 Mn～1 Mn之间

的电阻接地不认为是接地，例如用于耗散静电电荷。

7．15．2在本质安全的电路中，无电流隔离的安全电池的接地端(例如齐纳屏)应：

a)经过尽可能最短的路线连接到等电位跨接系统。

b)只有对于TN—s系统，用连接到高集成接地点的方式保证从连接点到主电力系统接地点阻抗

小于1n。可通过连接到配电室接地条或通过使用隔离接地条达到要求。使用的导体应绝缘，

以防止流经用于导体接触(控制面板框架)的金属部件的故障电流侵入地。在损害风险高的

地方还应有机械式保护。

接地连接线的截面积应由以下部件组成：

一一至少两条分开的导线，每条达到额定的最大可能的运载电流能够连续地流过，且最小为15 mm2

的铜线l

一至少最小为4mm2的铜线。

注：需要考虑准备两条接地导线以有便于试验。

如果预期的供电系统短路电流连接到了屏障输入端，接地连接线不能运载该电流时，则应相应地增

加导线的截面积或增加使用的导线。

如果经过连接箱进行接地连接，应特别注意确保连接的连续完整性。



GB／T25444．7—2010／mC61892—7：20077．15．3在电气装置中，若使用本质安全电路，例如测量和控制柜内，端子应按IEc60079—11的规定与非本质安全电路可靠地分开(例如，用隔板，或至少间隔50mm的空隙或增加绝缘等级)。本质安全电路的端子应有上述标记。所有端子应满足IEC60079—11的要求。若端子的布置通过独自的处所进行电路隔离，应注意端子的布局设计和使用的布线方法，防止应接触的线被断开。7．15．4本质安全电路的外壳和配线应符合适用于安装在非危险区域内不同的环境的类似电器类型的要求。如果外壳同时包含有本质安全电路和非本质安全电路，应可明确地识别出本质安全电路。在同时包含有本质安全电器和有其他保护类型的电器的电气装置中，应可明确地识别出本质安全电路。7．15．5可通过标签或外壳、终端、电缆的颜色代码进行标记，若用颜色标识，应使用浅兰色。7．15．6若本质安全电路暴璐在干扰的电磁场中，应特别注意换位或屏蔽，避免电磁场对本质安全电路产生不良影响。7．15．7除非用绝缘材料的介质层或接地金属隔板隔离，本质安全电路的导线和非本质安全电路的导线不应扎成同一束电缆或在同一管道中运行。如果本质安全电路或非本质安全电路使用护套或屏蔽层，则不要求隔离。应按IEc60079—14的要求考虑多芯电缆故障。7．15．8如果电缆安装可使引起不同电路之间互连而损坏的风险最小化，则一个挠性电缆可以包括多个本质安全电路。7．15．9本质安全电路的安装不应超过允许的极限值，如，电容、电感、电感电阻比。应采用认证证书、电器标志或安装说明中允许的数值。7．16简单电器下列电器应认为是简单电器：a)无源器件，例如开关、接线盒、电阻和简单的半导体装置；b)由简单电路中参数确定的单个器件组成的储能源，例如电容和电感，当确定系统的整体安全时应考虑其数值；c)产生能量的源，例如热电偶、光电池，其产生的能量不超过1．5V、100mA和25mw。简单电器应符合IEc60079—11的所有相关要求。制造商或本质安全系统设计者应证明其符合本章要求，如果可能，包括材料数据表和试验报告。进一步的要求见IEc60079—11。7．17本质安全电路的验证除非系统的证书可用于确定全部的本质安全电路的参数，否则应按IEc60079—11的要求认证。当安装包括了电缆的本质安全电路时，不应超过最大允许的电感、电容或L／R比值以及表面温度值。7．18保护类型“dJ，隔爆型外壳的附加要求7．18．1一般要求不应安装仅有Ex部件认证证书(用“u”标记)的隔爆型外壳。对于完整的组合装置始终应有设备认证证书。由于无意造成的情况可能导致压力塞积，因此若对于已经过认证的电器部件的内部元件处理进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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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后而没有进行重新评估，则不允许使用。

注：电器按IEc 60079—1标记电器组ⅡA、ⅡB、ⅡB+H：或Ⅱc。标志ⅡB+Hz的电器按Ⅱc电器安装。

7．18．2固体障碍物

电器安装时应特别小心，以防止防火法兰接头至任何固体障碍物的距离小于表2的规定，除非已经

在较小隔离距离对电器进行过试验，固体障碍物不包括电器部件，而包括钢铁架、围蔽、耐风蚀保护装

置、安装托架、管系或其他电器。

表2障碍物至有关危险区域燃气／蒸气分组的防火法兰接头的最小距离

燃气／蒸气分组 最小距离

ⅡA 10

ⅡB 30

Ⅱc 40

7．18．3防火接头的保护

应保护防火接头防止受到腐蚀。应防止水从缝隙浸入。仅当电器文件中有规定时允许使用衬垫。

不应用在使用中变硬的物质加工接头。

注1：连接头适用的保护方法包括采用非凝固油脂或防腐剂。通常脂基硅树脂是适用的，但需要小心使用气体撵

测仪。不能过分强调在选择和应用这些物质时要小心，以确保非凝固特性的保持力并允许事后分开接头

表面。

注2：在直式法兰接头外面也可以使用非硬化脂承(grea8e-beadng)编织带，但仅用于与ⅡA组处的气体有关的电

器。使用该带子绕珐兰接头所有部件限制用一层，且搭接边要短。无论已有的带子是否搞乱，要使用新的

带子。

注3：在ⅡB组外壳的直式法兰接头可以使用非硬化脂承编织带，但不适用于与Ⅱc组处的气体有关的Ⅱc(或ⅡB

+Hz)组外壳。当带子用于ⅡB组外壳时，不考虑的法兰的宽度，接头表面之间的缝隙不超过o．1 mm。

注4：组装前法兰的面不需要涂漆。在完成组装后允许外壳涂漆。

7．18．4电缆接入系统

7．18．4．1一般要求

电缆接人系统应符合有关适用的电器标准的所有要求，电缆接入装置适于使用的电缆类型，保持各

自的保护方法以及符合7．3的要求均为基本要求。

7．18．4．2进入防火设备的电缆一般要求

若电缆经防火套管穿过外壳的围蔽进人防火电器，其围蔽是电器的一部分(直接进人)，防火外壳外

部套管的部件应符合IEc 60079一。列出的保护类型要求之一。通常，套管的暴露部分应在终端隔段内，

该隔段或是另一个防火外壳，或是受到“e”类保护形式的保护。若终端隔段为经过认证的(Ex)“d”类，

则电缆系统应符合7．18．4．3的要求。若终端隔段为经过认证的(Ex)“e”类，则电缆系统应符合7．19．1

的要求。

若电线直接进入防火电器，电缆系统应符合7．18．4．3的要求。

在装配了垫圈之后，仍能有适用的啮合螺纹的情况下，进入装置的防火电缆可以在进入装置与防火

外壳之间装配密封垫圈。对于类似的螺纹，通常螺纹啮合应满5扣或8 mm，取较大者。

7．18．4．3进入防火设备的电缆选择

电缆接入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a) 电缆接人装置符合IEc 60079—1，并且作为电器部件用电缆特殊类型样本试验经过认证；

b)热塑性的、热固性的、合成橡胶的实质上紧凑和圆形的电缆经挤压分层，且即便是不吸湿的填

料，可利用防火电缆接人装置，同时按图2的要求选用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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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注l：如果使用有符合IEc60079—1的电缆接人装置，并有密封圈的特殊类型的电缆显示当反复点燃外壳内出现的可燃气体时，没有引起点燃穿过外部危险的电缆(由火焰侵蚀引起的)，则没有必要完全符合图2的要求。c)电器文件中规定的防火密封装置(例如填塞料盒或密封隔舱)或已核准器件和使用的电缆接入装置适于使用的电缆。填塞料盒或密封隔舱类的密封装置应与复合的或其他适用的密封件合为一体，允许在单独的芯线周围填塞该密封件。应在电缆进入电器的人口装配密封装置；d)防火电缆接人装置与单独的芯线周围填塞密封件合为一体，或其他等同的密封布置；e)其他维持防火外壳完整性的方法。注2：若使用工厂制做的封装式端头，则不可以随便改变对电器的连接或替换电缆。4内部点火源包括火花或正常操作时能引起着火的设备温度。只包括端子的外壳或直接进入外壳认为不构成内部点火源。“术语“体积”的定义见IEc60079—1。图2符合7．18．4．3b)项要求的电缆进入防火外壳的电缆接入装置选择图表7．19保护类型“e”增安型的附加要求7．19．1电缆进入经过“e”类认证的(Exe)设备应通过电缆接入装置与所使用电缆类型相适合的方法实现电缆与增安电器的连接。应保持“e”保护类型，同时用适用的密封器件实现终端外壳(最小IP54)要求的防护等级，并符合IEc60079一。要求的机械冲击强度。注1：为符合人口处的保护要求，还有必要在电缆接入装置和外壳(如用密封垫圈或密封剂)之间进行密封。注2：为了符合最小m54的要求，若电缆接人装置的轴垂直于电缆接人板或外壳的外表面，螺纹式电缆接人装置进入螺纹式电缆接人板或外壳达到6mm深度或更大时，则在电缆接人装置与接人板或外壳之间不需加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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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2鼠笼式感应电动机过载保护

反时延迟过载保护装置应不仅是电机电流监控，而且也应是在标志铭牌上规定的时间堍内断开失

速电机。电流时间特性曲线给出过载延迟或释放的延迟时间，作为起动电流与额定电流比的函数，应由

用户所掌握。

曲线从涉及20℃环境温度的冷态和起动电流比(“／I一)至少3～8的范围指示延迟时间值。保护

装置的脱扣时间应等于该延迟数值的士20％。

应特别地关注三角形绕制的电机在失去一相的情况下的特性。不同于星形绕制的电机，失去一相

可以不被发现，尤其是在工作期间。在馈给电机的线路中将会出现不平衡电流的影响，并增加电机的热

度。起动期间带低转距负载的三角形绕制的电机在绕线故障的条件下可能也能够起动，且因此故障可

能在长期未被发现的条件下存在。因此，对于三角形绕制的电机应有相位非平衡保护，以便在出现电机

温度上升而超过热效应之前发现电机不稳定性。

通常，设计用于连续工作的电机，包括容易并频繁起动而不产生增加的热量，用反时延迟过载保护

是可以接受的。设计用于不易起动的情况或频繁起动的电机，仅当适用的保护装置确保不超过限定的

温度时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按上述要求正确选择的反时延迟过载保护装置在电机达到额定速度之前断开，则认为存在不

易起动的情况。通常，如果总起动时间超过1．7赶将出现这种情况。

注1：运行

若电机的工作不是sl(带恒定负载连续工作)，用户可获得足够的参数以确定规定操作的适用性。

注2：起动

电机的直接在线起动时间最好小于娃时间，以使电机保护装置在起动期间不脱离电机。若起动时间超过拓时

间的80“，在电机证书以内的有关起动同对保持运行的限制由电机制造商确定。

由于直接在线起动期间的电压降，起动电流下降和使电机高速运转的时间增加，虽然对于小的电压降可忽略

其影响，但对起动期间电压小于uw的85“时，制造商需要明确给出有关的起动限值。

电机在运行温度条件下固定的电机起动尝试次数可由制造商限定。

注3：保护延迟

符合“e”保护型的电机保护延迟将要：

a)监测每一相电流；

b)提供接近电机全负载条件的过载保护；

c)有电机的允许容差、漂穆和热态；脱扣时间的容差在士20％以内。

对工作在s1形式下容易井频繁起动的电机，可以接受反时延迟过载保护继电器。若起动工作为不易起动的或

频繁起动的情况，需要选择保护装置，以确保限定温度不超过明确给出的电机运行参数。若起动时问超过

1．7电的时间，起动期间将期望反比时间延迟脱离电机。

在某些情况下，如非sl工作形式，可用温度探测和保护证明电机。如果是这类情况，可能无法识别屯时间。

7．19．3电机变化的频率和电压

由变换器提供变化的频率和电压的电机应经过了型式试验，其中作为符合IEc 60079_0的说明文

件中规定的变换器和提供的保护装置的一个单元，或应按IEc 60079—7进行评估。

注：有关变换器馈送电机应用的附加信息可见Ⅲc／Ts 60034—17。主要关系到超温、高频和过压的影响，以及承受

的电流。

7．20保护类型“pI，增压型的附加要求

7．20．1一般要求

除非已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完工安装应由在系统方面具有丰富知识的专家进行检查，并与设备文件

要求和本系列标准要求一致。

证书上显示的有关经过认证符合增压电器标准的电器编码将永远包括“Ex pJ，。还可以与其他字母

一起用字母“矿，例如经过认证的隔爆型外壳包含有经过增压认证的控制系统可标记为“Ex d[p]”(符

合IEc 60079—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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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注1：[p]还表示：a)隔爆型外壳包含经过认证的增压控制系统的器件，其认证证书编号的最后字母用。u”。b)隔爆型外壳包括经过认证使用特殊增压外壳的增压控制系统。这种情况下，如果系统用于不同的增压外壳设计中，需要分开进行评估或认证。注2：认证的增压型系统装配到未经认证的受压外壳上时，不能对增压外壳或其内部的设备给以认证。注3：空的增压型外壳可以有或没有单独的部件认证证书。除非各自的认证证书与实际安装的内部设备一致，即使有一个增压外壳部件经过认证，不能将安装在内部的设备全部作为是认证的。注4：本章内容与IEc60079—2的要求一致。本部分包括保护类型px、py和pz，并且也许与在此给出的一些要求不一致。7．20．2管道以最小200Pa(2mbar)的压力，所有管道及其部件应能承受与下列要求的相同压力：——正常操作时，由增压电器制造商规定的1．5倍的最大压力；——若关闭由增压电器制造商规定的增压源的所有出口，增压源能够达到的最大压力。用于管道和连接部件的材料不应受到规定的保护性气体以及用到的可燃气体或蒸气的不利影响。除供应汽缸的保护性气体外，保护性气体进入供应管道的位置应位于非危险区域。只要实际情况合理可行，管道应尽量布置在非危险区域。如果管道穿过危险区域，且保护性气体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则管道应防泄漏。排放保护性气体的管道出口最好在非危险区域。另外应考虑装配表3给出的防火花和微粒的屏障(例如防止喷出火花或微粒的装置)。注：吹扫期间管道出口处可能存在有小的危险区域。袭3防火花和微粒屏障的使用电器管道出口排放的区AB2区有要求无要求1区有要求‘有要求‘A——正常操作时，可产生能点燃的火花或微粒的电器。B—正常操作时，不产生能点燃的火花或微粒的电器。8如果封闭式电器的温度构成的危险超过了增压失效，应配备适当的装置以防止周围的大气快速进入增压的外壳。用于供应保护性气体的增压电器，例如进气风扇或压缩机，最好应安装在非危险区域。若驱动电机和／或其控制设备布置在供应管道内，或者若不可避免地要安装在危险区域内，应适当地保护增压电器。7．20．3增压失效时采取行动无内部释放源的电器有些情况下增压控制系统装配手动越控装置或“维修开关”，以允许增压外壳在压力缺失时保持通电，例如打开外壳门时。只有在指定的位置经过评估后，可在危险区域使用该类装置，以确保在使用周期内不存在潜在的可燃气体或蒸气(无气体状态)。注1：如果在区域内探测到可燃气体，进行手动越控操作时，仅此时有必要在重新加压后重新吹扫外壳。所包含的电器没有内部释放源的装置，当用保护性气体增压失效时，应符合表4的要求。注2：由静态压力保护的增压外壳，如果增压失效．需要移至非危险区域进行再充压。如果压力缺失，压力监控装置锁定，并且仅在重新填充恢复压力之后重新设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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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对无内部释放源电器用保护性气体增压失效时采取的保护措施

区域分缓 含有无增压不适用于2区的电器的外壳 台有无增压适用于2区的电器的外壳

2区 报警‘ 无措施

1区 报警和切断开关。 报警。

注：在24 h内的任意情况下，要尽可能完成增压恢复。在没有增压操作期间内．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可燃物质进入

到外壳内。

若增压电器在增压失效时自动切断开关，即使是在危险区域的l区内，可不必有额外的安全报警。如果不自动

切断电源，例如在危险区域的2区，至少采取推荐的报警措施，即由操作者立即采取行动恢复增压或切断电器开关相

结合。

适用于区域以外的外壳内的电器在增压失效时不必切断开关。

a如果发出报警，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例如恢复系统的完整性。

b如果自动开关会引入更危险的情况，需要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倒如保护性气体双重供应。

7．20．4吹扫

由制造商规定的增压外壳最小吹扫时间应增加每个设施管道体积的为期最小附加吹扫时问，由制

造商规定，乘以管道的体积。

2区内，若在外壳内有空气，且有关的管道良好，在低于较低可燃限值(如25％LEL)以下，则可省

略吹扫。另外，可能使用气体探测器，以检查增压外壳内的气体是否为可燃气体。

用于吹扫、增压和连续稀释的保护气体应为非易燃和无毒的，还应完全不可能有危险，或影响操作

满意程度和电器完整性的潮湿、油、尘、纤维、化学、易燃、及其他污染物质。虽然可能会使用惰性气体，

但通常应是通风的。保护气体不应含有体积比正常空气中多的氧。

若用空气作为保护气体，气体源应放在非危险区域内，且一般在降低污染风险的位置。应考虑结构

物附近空气运动和主要风向风速变化的影响。

在外壳的人口处，保护气体的温度一般不应超过40℃。(在特殊环境下，可能允许有较高的温度，

或要求有较低的温度，在这些场所下，应将温度标记在增压外壳上)。

如果有必要，为防止易燃气体或蒸气扩散进入，或防止保护气体泄漏，配线系统应密封。

注：在此不排除正在用设备吹扫的电缆管道或导线槽。

电缆接人装置进入增压外壳时应符合设备文件。

7．21电阻加热装置

为了限制电阻加热装置、电热装置和保护装置的最大表面温度，若有要求，应按照制造商及文件的

要求安装。

若有要求，温度保护装置应直接或间接地降低电阻加热装置的能量。

另外，为了过电流保护，并且为了限制由于非正常的接地故障和接地漏电流的影响，应安装下列保

护装置：

a) 在NT型系统中，应使用有额定剩余工作电流不超过100 mA的剩余电流装置(RCD)。应优

先选择有30 mA额定剩余工作电流的剩余电流装置。装置的最大断开时间在额定剩余电流

工作时不超过5 s，在5倍的额定剩余工作电流时不超过1．5 s。

注：RcDs的附加信息见IEc／TR 60755。

b)在IT型系统中，应使用与电源连接的绝缘监控装置，无论绝缘电阻是否不大于额定电压的每

伏50 n。

注l：如果电阻加热装置(如电机内部的抗凝结加热)采用安装在电器内部的方式加以保护，则不要求上述附

加的保护。

注2：电伴加热的要求见IEc 60079—30一1和Ⅲc 60079—30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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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们0／IEC61892●：20078通风8‘1通则8．1．1所有的危险区域均应通风，以减少爆炸性气体的积聚。若有可能，应消除危险区域或减少区域危险分级。(例如，从爆炸性气体持续或长期限存在的。区，到正常操作可能发生的1区)。8．1．2为确保气体浓度能够低于低爆炸限值(LEL)：——自然通风的开放区域应有足够的空气流动；——自然通风的有遮蔽或有障碍物的开放处所应在甲板、隔壁或天花板上有多处开口；——围蔽区域内，若自然通风不能达到足够的通风，应提供非障碍区域内至少每小时空气变化次数6次的通风率的电机通风；拄1；在一些国家，要求每小时变化12次的通风率f注2：开放区域、遮蔽区域或有障碍物的区域，以及围蔽区域的不同通风类型和级别影响了危险区域的范围。在危险区域得到最佳通风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注3：文件要求见10．2。8．1．3进一步的通风建议见GB3836，14。8．2有电器的通风处所8．2．1危险的匿蔽处所应保持通风}任何正常通风的管道应与用于非危险区域通风的管道分开。在采用人工通风的地方，应保证与较小的危险处所相比，危险的围蔽处所保持欠压，并且与邻近的危险处所相比，非危险的围蔽处所保持过压。8．2．2所有的危险围蔽处所的空气供给应来自非危险区域。若供应管道穿过更危险的处所时，供应管道与该处所相比具有过压。8．2．3所有的危险封闭处所的空气出口应在室外的区域，如果没有考虑出口，则应与通风处所的危险度相同或略小。8．2．4所有的非危险封闭处所的空气人口应来自非危险区域，且如果可行，也可以来自任意危险区域的边界。若入口管道穿过危险区域，与该区域相比入口管道应具有过压。8．2．5所有的来自非危险封闭处所的空气出口应安装在非危险的室外区域。8．3增压保护的舱室或建筑的通风和操作8．3．1若通过保持内部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外部大气压力，以防止爆炸性大气侵入，则可在危险区域内的舱室或建筑中使用可能会引起点火的电器。8．3．2在最初启动的时候或在关闭之后，不论危险区域的级别，在处所里给没有得到适当保护的电器加电压之前：a)或确保内部环境是非危险的(见注1)，或继续进行足够时间的预先吹扫，确保内部环境是非危险的(见注2)；b)舱室增压。注1：当舱室内所有的点、外壳、相关的管道、爆炸性气体或蒸气的裱度低于爆炸限值的25“，可以认为该环境是非危险区域。需要明智地选择测量的位置，以确定气体最高浓度的区域。注2：通常用于吹扫的保护气体的量至少是舱室内部或相关管道容量的5倍。8．3．3固定的气体探测器应安装在通风空气入口；在气体探测时，可视听的报警应能立即被责任人所察觉到。8．3．4探测到爆炸性气体浓度在25蹦LEL(低爆炸限值)时，责任人应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人员和作业。8．3．5探测到爆炸性气体浓度在60％LEL(低爆炸限值)时，应自动停止作业和自动关闭没有安全认证的电器。26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25444．7—2010／IEC 61892—7：2007

注l：为了避免错误指示和可能的意外停机，有必要采用重合表决布置三个探测器进行监视，其中任何一个探测器

工作在低电平将发出报警，若2／3重合操作工作在高电平将激活停机动作。

注2：如果设计用于设有增压的危险区域，可在钻井机舱内安装手动越控装置。

8．4过压值和保护气流值

8．4．1增压系统应能够放出足够的保护气体，确保在所有的开口同时打开时保护气体通过舱室开口。

气体流动的速度应比外部空气流动得快，但不能在舱室内形成使开门和关门很困难的高压。

注：若门、窗和开口有气闸，则检查该要求时需要关闭。

8．4．2舱室内所有的点及其相关的可能发生泄漏的管道、所有关闭的门和窗应保持相对于外部环境

25 Pa(O．25 mbar)的最小过压。

注；该过压可以防止外部空气的风速接近3．5 m／s时进入。

8．4．3如果在增压舱内有消耗空气的设备，通过增压系统的气流应能够满足所有需求；否则，应由单独

的系统供应额外的空气。

注1：增压系统还可包括必须装在设备上的加热、通风和空调装置t以满足上述要求。

注2：增压舱室的设计需要考虑：

——为保证必要的空气更新而在舱室内的预期人数；

——安装在舱室内的设备类型及其即便是设备需要的冷却气体。

8．5增压失效

8．5．1为了监测合格的增压功能，应使用压力监测装置或气流监测装置，或使用两者。

注1：风扇电机的电机连锁不适用于指示增压失效。在发生如风扇传送带松弛、风扇轴松动或风扇反转的情况下

不给出指示。

注2：对可能用于运行中的聚合气体，需要认证压力监测装置。

8．5．2随着增压减少应起动可视听的报警，应在可立即令责任人采取必要的措施地方安装报警装置，

见表5。

表5在增压失效时采取保护措施的汇总表

安装的电器
舱室内部的分级5

适用于1区的电器 适用于2区的电器 对任何危险区域无保护电器

合适的报警(视、听或两者) 合适的报警(视，听或两者)

立即执行，恢复增压 立即执行，恢复增压

l区 不必采取措施 如果不能在延续的时间
在给定的已经考虑了程

内恢复增压，或如果可燃气
序控制关机需要的延迟时

体浓度迭弼了危险等级，由
间内，迅速自动断开电源

程序控制断开电源

合适的报警(视、听或两者)

立即行动恢复增压

2区 不必采取措施 不必采取措施 如果不能在延续的时间

内恢复增压，或如果可燃气

体浓度达到了危险等级，由

程序控制断开电源

8如果增压发生缺少时的分级。



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8．6蓄电池舱的通风8．6．1固定的蓄电池透气型和阀控型8．6．1．1给蓄电池部位或外壳通风的目的是维持氢气浓度低于4％VoL的氢爆炸下限极限，以及限制氧气量在正常水平。当采用自然通风或强制(人工)通风使氢气浓度保持在限值以下时，认为蓄电池部位和外壳是安全防爆的。注：对于在蓄电弛部位／蓄电池舱内增加的氧气量控有试验要求和结果．如果增加O：量有任何风险，通风不足时要停止充电。应特别注意气体散发后比空气轻，并且会积聚在处所顶部的任何槽内。当电池排列成两列或多列时，所有架子的前后空间不应少于50mm，以便于空气流通。8．6．1．2如果管道可以从蓄电池舱或储存柜的顶部直接通到上面的露天处，而且管道垂直倾斜部分不超过45。，则可以采用自然通风。该管道不应包括那些阻碍空气或混合气体自由流通的器具(例如用于隔火的器具)。如果蓄电池具有储存柜，管道的端头至蓄电池外壳顶部上方的距离不应小于o．9m。如果自然遥风不可行或不充分，则应在蓄电池舱顶部采取人工抽气方式进行排气。无论是否连接到管道，空气人口应在蓄电池舱地面的附近，或在蓄电池储存柜和蓄电池箱的底部。如果采用自然通风，蓄电池舱或外壳需要空气的入口和出口有开放的最小自由区，按公式(1)计算：A一28×Q⋯⋯⋯⋯⋯⋯⋯⋯⋯⋯⋯⋯(1)式中：Q——新鲜空气通风流动速率，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见8．6．1．3；A——空气和出口的开放的自由区，单位为平方厘米(cm2)。注：公式计算时设空气速度为o．1m／s。空气的人口和出口应设在最有可能产生最好通风条件的位置，例如：——对面墙壁的开口；——当在同一面墙上开口时，最小间隔2m的距离。8．6．1．3在每一种情况下，按公式(2)计算排气量至少应等于：Q—o．05×HxJ。。×c。×10q[m3／h]⋯⋯⋯⋯⋯⋯⋯⋯⋯⋯(2)式中：n——电池的数量；L。——产生气体的电流，mA／Ah；按表6要求，浮充电流J一，升压充电电流I。。。；c。——铅酸蓄电池(Ah)容量G。，Uf一1．8v／电池20℃时，或镍铅蓄电池(Ah)容量c5，Uf一1．00V／电池20℃时。浮充和升压充电电流值随温度上升而增加。任何温度上升到最大40℃的结果按表6给出的值。在使用复合通气孔塞的情况下(催化剂)，产生气体的电流I。，能够下降到透气型蓄电池值的50％。8．6．1．4从最大可获得的充电电流和蓄电池标称电压计算蓄电池的输出功率，与充电装置连接的蓄电池舱、储存柜和箱应按下列要求通风：——功率在2kw以上的，应按照上述8．6．1．2和8．6．1_3进行强制通风，其他的处所用独立的通风系统；——功率在o．2kw～2kw的，按照上述8．6．1．2和8．6．1．3，除了开放的布置在轮机舱或类似的通风良好隔间的蓄电池；——功率小于o．2kw的，要求在蓄电池箱的顶部附近有用于气体溢出的开口；——甲板箱可以自然通风。自然通风采用有足够尺寸的管道，端头为最少1．25m以上的鹅颈、蘑菇形头或相当的方式是有效的。应在箱子的相对的两侧开口用于空气人口。保护等级见IEc61892—1第4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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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当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充电时的电流J的值

透气型铅酸蓄电池

sb<3％‘
阀控型铅酸蓄电池 镍铅蓄电池‘

典型的浮充电流k
l l 1

mA／Ah

电流(浮充)J。。
5 1 5

mA／Ah

典型的升压充电电流k。
4 8 lO

mA／Ah

电流(升压充电)j。
20 8 50

mA／Ah

8对于更高的锑含量(sb)可与制造商联系获得适用的值。

b复合型NiCd蓄电池的值与制造商商议。

8．6．2密封铅酸蓄电池

有密封铅酸蓄电池的隔问应通风，防止积聚易燃易爆气体。

注l：如果没有密封铅酸蓄电池通风的国际规则，可按照国家标准或其他标准。

注2：如果没有国家级别的密封铅酸蓄电池通风标准的规定，可参照制造商的要求通风。经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批

准，仅安装了密封铅酸蓄电池的蓄电池舱可考虑为非危险处所。建议在蓄电池舱内安装氢气探测器。

8．6．3风扇和管道

8．6．3．1 蓄电池隔问风扇的结构及所采用的材料不应使扇叶接触到电扇外壳时产生火花。不应使用

钢和铝的扇叶。

8．6．3．2管道应由防腐材料制成，或应在内壁涂覆防腐涂料。

8．6．3．3所有与用于从蓄电池处所抽取气体的管道有关的风扇电机应放在管道的外部。应用适当的

方法防止空气进入电机。管道的布置应向露天处所排放气体。

8．7其他危险处所通风

涂料间、焊接用气体储存间等舱室应通风，防止积聚易燃易爆气体。

9检查与维护

9．1通则

危险区域电气装置的特殊设计使其具有适应在该环境下工作的特征。在这类电气装置的全生命周

期中，考虑区域内的安全保存其特有特征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

注1：更多的信息见GB 3836．16。

注2：所有类型电气系统的检查和雏护的一般要求见GB／T z5444．6；本章是危险区域内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的

附加要求。

9．2检查

9．2．1在电站或电器投人使用之前，应进行初步的检查，然后进行阶段性复查，以确保所维护的装置在

危险区域内以令人满意的状态连续使用。

9．2．2如果在检查时拆除设备或电器，在重装时应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没有破坏保护类型的完整性。

注：在危险区域内使用电器时将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很大的反作用。需要考虑检查一些关键因素：腐蚀程度、周围环

境温度、紫外线照射、进水、灰尘和沙尘积聚、机械作用和化学侵蚀。

9．2．3应定期检测增压设备的报警和互锁装置，以确保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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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44．7—2010／mC61892-7：20079．2．4应定期检测气体探测器，以校正运行和标度。9．2．5应提交检测结果的书面报告。注：其中，报告包括如何完成工作的描述、检测结果及进行检查的描述，以及对结果的评估。9．3电器绝缘9．3．1包括电器的中性导线在内的所有引入或引出(如果有必要)连接线没有绝缘时，在危险区域内不应打开非本质安全的有带电部件的电器。本部分中绝缘指的是拆卸熔断器和连接线，或打开绝缘体或开关。打开外壳之前应等待足够的时间，以使表面温度或存储的电能降到不足以引起点火的水平。9．3．2为了达到电气测试的目的，在重装电器之前恢复供电是很重要的，该项工作应在验证程序之后进行。9．4关于使用点火源的预防在通过控制可能增加危险的易燃性物质，达到满意的条件以前，不应试图在危险区域内进行使用点火源的操作，如焊接、无保护电器的铜焊等。这些操作仅应按照发布的(主管机关制定的)气体合格证书进行，并确认已经采取了适用的控制措施和进行了检测，并将在足够频繁的间隔内检测，以保证安全条件得到恢复。9．5维护9．5．1应该进行必要的维护，以确保电气装置在任何时候均正常运行。注：有关文件要求见10．6。9．5．2维护时如果有必要取出使用中的电器等，暴露的导线应终接在合适的外壳上。作为替代方法，可用导线端头绝缘和与所有电源电缆绝缘的方法适当地保护电缆。如果将使用中的电器取出，应远离相关的配线，或作为替代方法，可采用其他正确的适用于认证外壳的终接方法。9．5．3应特别小心确保在危险区域内的接地和等电位跨接措施保持在良好的状态。9．5．4在修理、调整或调节后，应检查有关的项目，以确认符合本部分规定的要求。9．6人员资格应仅由有经验的人员进行设备的检查和维护，该类人员培训应包括各保护类型和安装实际的指导、相关的规则和规章，以及区域分级基本原理。对该类人员应进行适当的正规进修培训。10文件10．1区域分级近海设施的区域分级应制成区域分级图纸和附于发布计划的原始资料。注1：图纸包括处理设备的设计图、剖面图、释放源、区的类型和范围。另外，需要指明过压／欠压舱室、通风口，空气闸、墙，屏障等。也需要指明其他可能影响区的范围的情况。注2：因为区域分级的过程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设施的技术描述包括环境数据、设备特征、潜在危险物质的相关数据(如化学／物理特性)等，均需要明确做出评估，如果有必要，包括在文件或图纸基线文件中。应列出有关用于电站所有过程原材料区域分级的特征清单，并包括分子重量、闪点、沸点、点火温度、蒸气压力、蒸气密度、爆炸限值、聚集的气体和温度等级(见IEC60079—2)。建议的材料列表形式见表C．1。区域分级研究的结果和以后的替换应给予记录。建议的形式见表c．2。10．2图纸、数据图表区域分级文件应包括设计图和正面图，适用时，应给出区的类型和范围、点火温度、及其温度等级和聚集的气体。若区域地形学影响了区的范围，应制定文件。文件还应包括其他有关信息如下：a)释放源的放置与识别。对于大型或复杂的设备或加工处理区域，详细说明项目或释放源编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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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在区域分级数据表与图纸之间进行前后参照。

b)建筑物开口的位置(如门、窗，以及通风用的空气进出日处)。

区域分级的符号最好按附录c给出的图示。在每一张图纸上均应有符号标注。若在同一类型的

区内要求多组仪器和／或温度等级，有必要用不同的符号(例如2区ⅡCTl和2区ⅡAT3)。

10．3通风

开放区域、遮蔽区域和围蔽区域的不同通风类型和级别均应有文件证明，用以说明通风条件及以此

为依据的区域分级，在正常工作的条件下避免任何释放出的气体或蒸气形成爆炸环境。

注：危险区域的通风要求见第8章。

10．4电器

10．4．1用于0区或1区的电器

用于。区或1区的电器应有国家级试验机构的试验证书。试验和标志均应符合IEC标准。

注：如果与IEc标准的规定设有冲突，也可以使用其他试验标准。

10．4．2用于2区的电器

用于2区的电器通常应符合10．4．1的要求。试验证书或第三方的认证应作为文件的一部分。

10．5安装一般要求

应以安装承包人声明的方式制定文件，即所有的电器、电缆等安装已符合电器、电缆等的制造商发

布的安装程序以及指南，并且装置的运行符合第7章规定的要求。

10．5．1增压保护的舱室或建筑物的安装

在增压舱室投入使用之前，应检查技术文件，如果有必要，应进行试验以确保：

——舱室或建筑的结构和保护措施均完好，可有效地吹扫；

——最小过压(见8．4)能够在增压系统正常工作条件下，以增压系统所有开口封闭时的最小流动

速度维持。

10．5．2“i，，型保护的电器和电气系统的安装

应制定文件证明电器和相关的配线已按照制造商的系统文件正确地安装。

所有本质安全的回路应按规定的要求单独计算且制定文件。

10．6维护

应制定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的维护程序和记录文件，并且按照已制定的程序执行。该程序应保证

设备在维护之后能继续运行，且没有破坏保护完整性的概念。

危险区域的所有的设备及系统与其他检测数据、任何的必要的维护过程和数据一起，在完成维护后

应有记录。

注1：有关检测与维护的指南见IEc 60079—14，

注2：有关修理与检修的指南见IEc 60079一19。

10．7文件的管理

文件应保持更新、可用和使用时通知操作人员。

注1：在近海设施平台上用于电气系统操作、故障处理和维护的文件均为可用的。

注2：需要建立处理和更新文件的制度。



GB／T25444．7—2010／IEc61892—7：2007附录A(资料性附录)释放源示例——加工处理设备下面的示例不作为严格的应用，并可按需求改变，以适用于特殊的处理设备和情况。A．1连续释放等级释放源a)在装有易燃液体的顶部固定的液货舱表面有一个永久的空气通风口；b)在易燃液体的表面向大气开敞的一个连续或长期的通风口(如油／水分离器)；c)向大气频繁或长期释放易燃气体或蒸气的自由通风口和其他开口。A．2直接释放等级释放源a)如果期望在正常操作时释放易燃性物质的密封泵、压缩机和阀；b)装有易燃性液体的船舶的排水口，在正常工作期间，当逐渐排完水时可能向大气释放易燃性物质；c)在正常工作期间，期望向大气释放易燃性物质的取样口；d)在正常工作期间，期望向大气释放易燃性物质的安全阀、通风口和其他开口。A．3间接释放等级释放源a)不期望电器在正常操作时释放易燃性物质处的密封泵、压缩机、阀；b)不期望在正常操作时释放易燃性物质处的法兰盘、连接器和管道配件c)不期望在正常操作时释放易燃性物质的取样口；d)不期望在正常操作时释放易燃性物质的安全阀、通风口和其他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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