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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5749《机械安全 空气传播的有害物质排放的评估》由以下9部分组成:
———第1部分:试验方法的选择

———第2部分:测量给定污染物排放率的示踪气体法

———第3部分:测量给定污染物排放率的试验台法

———第4部分:测量排气系统捕获效率的示踪法

———第5部分:测量不带导管出口的空气净化系统质量分离效率的试验台法

———第6部分:测量带导管出口的空气净化系统质量分离效率的试验台法

———第7部分:测量污染物浓度的试验台法

———第8部分:测量污染物浓度的室内法

———第9部分:净化指数

本部分是GB/T25749的第1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29042-1:2008《机械安全 空气传播的有害物质排放的评估 第1部分:试验

方法的选择》(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SO29042-1:2008。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ISO前言,重新编写了前言;
———删除了引言中关于ISO/TC199工作范围以及关于ISO29042-1与 EN1903-1的关系的

内容;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导语按GB/T1.1—2009进行了修改,并将ISO29042-1:2008引用的国

际标准改为对应的国家标准;
———3.3的注1中的“捕获效率的百分比”改为“捕获效率”,并在等式(1)中的“100”后面增加“%”,

其他类似情况做相同处理;
———ISO29042-1:2008的5.2a)中的“mk”有误,修改为“̇mk”。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林业大学光机电仪工程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付大为、李勤、宁燕、林建荣、居荣华、朱平、富锐、张晓飞、郭勇、汪希伟、宋小宁、

黄中良、刘治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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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领域的安全标准结构如下:
———A类标准(基础安全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征。
———B类标准(通用安全标准),涉及机械的一种安全特征或使用范围较宽的一类安全防护装置:

● B1类,特定的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噪声)标准;
● B2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防护装置)标准。

———C类标准(机器安全标准),对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规定出详细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根据GB/T15706.1,本部分属于B类标准。
本部分的条款可以由C类标准进行补充或修改。
对于按照C类标准设计和构造的机器,如果C类标准中的条款与A类或B类标准不一致时,优先

采用C类标准。
由机器排放并经空气传播的有害物质,其浓度水平由以下因素确定:
———受检机器排放经空气传播的有害物质(“污染物”)的排放率(取决于加工类型和机器的生产率);
———与机器相连的污染物控制系统的性能及空气再循环情况下分离系统的性能;
———可减小污染(有效的全面通风)或增加污染(扰动气流、交叉气流)的环境条件,特别是气流

模式;
———工人相对于机器及其污染物控制系统的位置,并考虑工人的动作;
———维护水平(低水平的维护通常对污染物控制和分离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本标准涉及上面所列出的前两点,并且只是全面风险评价的一部分。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作场所的

风险评价。对本标准定义的参数进行评估就是对机器及其相关污染物控制系统的性能进行评估。
本标准可作为GB/T18569.2中规定的验证程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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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
空气传播的有害物质排放的评估

第1部分:试验方法的选择

1 范围

GB/T25749的本部分规定了用于评价机器污染物排放或机器污染物控制系统性能的参数。本部

分给出了根据不同应用领域和机器类型选择适当试验方法的指南,包含减少暴露于污染物中的措施的

效果。试验方法在GB/T25749的其他部分给出(见表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706.1—2007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原则 第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ISO12100-1:

2003,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15706.1—2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给定污染物的非受控排放率 uncontrolledemissionrateofagivenpollutant
  ̇mu

单位时间内机器排放到周围空间的污染物的质量。

  注:不宜采取任何减少机器周围空气污染的措施(例如:捕获装置、密封设备、加湿处理)。

3.2
  给定污染物的受控排放率 controlledemissionrateofagivenpollutant
  ̇mk

采取减少空气污染措施的情况下,单位时间内机器排放到周围空间的污染物的质量。

  注:宜采取减少机器周围空气污染的措施(例如:捕获装置、密封设备、加湿处理)。

3.3
  捕获效率 captureefficiency
  ηC

污染物控制系统直接收集的给定污染物的质量流量与机器排放的该污染物非受控质量流量的

比值。

  注1:捕获效率可由下式计算得出:

ηC =ṁu-ṁk

ṁu
×100% …………………………(1)

仅当 ṁu-̇mk 代表直接捕获的污染物质量流量时,该式才适用。当排放量受控制系统影响时,该参数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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