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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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15604—2008《粉尘防爆术语》,与GB/T15604—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粉尘”“粉尘云”“粉尘爆炸”“粉尘爆燃”“粉尘爆轰”“二次爆炸”“粉尘着火”“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可燃性杂混物”“点燃源”10个术语的定义(见3.1、3.3、3.6、3.7、3.8、3.9、3.10、3.18、

3.26、3.31,2008年版的2.1、2.4、2.11、2.12、2.13、2.25、2.14、3.13、2.6、2.16);

b) 增加了“可燃性粉尘”“导电性粉尘”“粉尘云着火”“粉尘层着火”“爆炸性粉尘环境”“粉尘爆炸

危险区域”“非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场所”“区”“20区”“21区”“22区”“粉尘释放源”“连续级释

放”“连续形成粉尘云”“清理”“粉尘涉爆企业”“涉粉岗位”“涉粉作业人数”“粉尘爆炸产物”“异
物”“机械火花”22个术语和定义(见3.2、3.5、3.11、3.12、3.14、3.15、3.16、3.17、3.19、3.20、3.21、

3.22、3.23、3.24、3.25、3.27、3.28、3.29、3.30、3.32、3.33、3.34);

c) 删除了“可燃粉尘”“可爆粉尘”“粉尘比电阻”“导电粉尘”“非导电粉尘”“爆炸产物”“火焰阵面”
“冲击波”“爆风”“粉尘最小击穿场强度”“粉尘层的临界比电阻”11个术语和定义(见2008年

版的2.2、2.3、2.7、2.8、2.9、2.17、2.18、2.21、2.22、2.26、2.27);

d) 更改了“粉尘爆炸特性参数”“粉尘爆炸指数”“粉尘云爆炸极限浓度”“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
“火焰传播速度”5个术语的定义(见4.1、4.4、4.14、4.16、4.20,2008年版的3.1、3.11、3.3、3.6、

2.19);

e) 增加了“最低爆炸浓度”“爆炸下限浓度”“爆炸压力上升速率”“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粉尘云

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最小着火能量”“着火延迟时间”“着火时间”“电阻率”“粉尘爆炸温

度”10个术语和定义(见4.2、4.3、4.7、4.8、4.9、4.11、4.12、4.18、4.19、4.22);

f) 删除了 “着火感应期”“粉尘最小点火能量”“粉尘最大爆炸压力”“粉尘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

率”4个术语和定义(见2008年版的3.7、3.8、3.9、3.10);

g) 删除了“粉尘爆炸预防”“粉尘爆炸控制”相关术语和定义(见2008年版的第4章、第5章);

h) 增加了“除尘类术语”“防爆控爆类术语”“信息化类术语”相关术语和定义(见第5章、第6章、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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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大学、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长沙矿山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启兵、吴晓煜、钟圣俊、陈晨、任常兴、高伟、时训先、赵家权、王继业、曹凤金。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GB/T15604—1995,200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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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尘 防 爆 术 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粉尘防爆的专业术语。
本文件适用于粉尘防爆标准的制定、技术文件的编制、专业手册及教材书刊的编写和翻译。
本文件不适用于煤矿井下、烟花爆竹、火炸药和强氧化剂的粉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基本术语

3.1
粉尘 dust
在大气环境下,依其自身重量可沉降下来,也可持续悬浮在空气中一段时间的细微的固体颗粒。

3.2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dust
在大气条件下,能与气态氧化剂,发生剧烈氧化反应的粉尘(3.1)、纤维或者飞絮。
注1:气态氧化剂主要为空气。
注2:可燃性粉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粉尘爆炸。

3.3
粉尘云 dustcloud
在大气环境下,悬浮在气态氧化剂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性粉尘(3.2)与气态氧化剂的混合物。

3.4
粉尘层 dustlayer
沉(堆)积在地面或物体表面上的可燃性粉尘(3.2)群。

3.5
导电性粉尘 conductivedust
金属粉尘或电阻率小于或等于103Ω·m的粉尘(3.1)。

3.6
粉尘爆炸 dustexplosion
在大气环境下,粉尘(3.1)与气态氧化剂发生剧烈氧化反应,引起压力、温度明显跃升的现象。

3.7
粉尘爆燃 dustdeflagration
火焰传播速度低于原始粉尘云中音速的粉尘爆炸(3.6)。

3.8
粉尘爆轰 dustdetonation
火焰与冲击波传播速度超过原始粉尘云中音速的粉尘爆炸(3.6)。

3.9
二次爆炸 subsequentexplosion
发生粉尘爆炸(3.6)时,初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未发生爆炸的沉积粉尘再次扬起,形成新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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