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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5285《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的第1部分。GB/T25285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2部分:矿山爆炸预防和防护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文件代替GB25285.1—2010《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与

GB25285.1—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风险评定(见第4章,2010年版的第4章、第5章);
———增加了雷电防护措施的要求(见6.4.8);
———修改了超声波设备的要求(见6.4.12,2010年版的6.4.12);
———增加了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降低爆炸效应可采取的措施(见6.5);
———删除了耐爆炸设计、泄爆、抑爆、防止爆炸传播措施的具体内容(见2010年版的6.5.2~6.5.5);
———增加了液体中超声波阈限值的验证程序(见附录D)。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佳木斯

防爆电机研究所有限公司、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刚、田中山、徐建平、王军、郎需庆、王维越、王巧立、廖远桓、张立新、喻宗富、

杨文宇、王成硕。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2528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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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5285《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目的是为爆炸的预防和防护确立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由于矿井与工厂爆炸性环境条件的差异,对爆炸预防和防护的措施和方法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

GB/T25285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确立了除采矿工业外其他工业的爆炸预防和防护的一般原则和

方法。
———第2部分:矿山爆炸预防和防护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确立了采矿工业的爆炸预防和防护的原

则和方法。

GB25285发布实施已十余年,这期间爆炸风险识别与评定、爆炸预防和防护技术/设备/系统有了

一定的发展,因此需要对本文件的技术内容进行修订以适应上述发展。本次修订也对文件结构进行了

一些调整完善。
使用本文件宜了解下述情况。
爆炸可能源自:
———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加工或应用的物质或材料;
———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释放的物质;
———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相邻的物质;
———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的制造材料。
由于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的安全不仅取决于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本身,也取决于处理的物质或

材料及其用途,本文件涉及规定用途和可预见的误用有关的内容,即制造商在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的

设计和制造期间,宜考虑它们的用途及如何使用。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能降低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

的固有危险。

  注: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的使用者,评定工作场所的爆炸风险及选择适当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时,本文件也能

作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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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可能导致爆炸的危险情况识别和评定的方法,以及与安全要求相适应的设计和结

构措施,通过以下方面实现:
———风险评定;
———风险降低。
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的安全,可通过消除危险和/或限定风险来实现,即采取下列方式:

a) 适当的设计(无安全防护装置);

b) 安全防护装置;

c) 使用信息;

d) 任何其他预防措施。
与a)(预防)相应的防爆措施和与b)(防护)相应的防爆措施在第6章中涉及。与c)相应的防爆措

施在第7章中涉及。与d)相应的防爆措施在本文件中未涉及。它们在GB/T15706(在GB/T15706—

2012中为第6章)中涉及。
只有当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在其预期使用的范围内运行,并且按照相应的操作规程或要求进行安

装和维护时,本文件规定的预防和防护措施才能提供所要求的保护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通用设计和制造方法,帮助设计人员和制造厂设计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时实现防爆

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在大气条件下,任何拟用于爆炸性环境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这些环境可能由设

备、防护系统和元件处理、使用或释放的可燃性物质造成,或由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周围的可燃性物质

和/或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的构成材料造成。
本文件适用于各个使用阶段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
本文件适用于除煤矿用设备外的其他场所使用的Ⅱ类和Ⅲ类设备;对于煤矿井下区域用设备以及

由瓦斯和/或可燃性煤粉引起危险的煤矿地面设施用设备要求,见GB/T25285.2。
本文件不适用于:
———医学环境的医用设备;
———完全是由爆炸物质或不稳定化学物质存在引起的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
———由物质与除大气中的氧气外的其他氧化剂反应产生的爆炸,或者由其他危险反应或非大气条

件产生爆炸的场所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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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00.35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GB/T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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