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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爆炸性环境》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油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正压房间或建筑物的结构和使用;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19部分: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FISCO);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
本部分为《爆炸性环境》的第2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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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TC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煤矿防爆安全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煤炭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刚、侯彦东、任红军、刘姮云、哈讯、仲丽云、邸志强、李凤林、信长瑜、赵德山、

陈应林、马培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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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

Ⅰ类EPLMa级设备

1 范围

1.1 《爆炸性环境》的本部分规定了用于煤矿井下,以及用于煤矿地面存在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

EPLMa级设备的设计、结构、试验和标志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的环境条件为:大气压力80kPa~110kPa、环境温度-20℃~+60℃,空气中标准氧

含量(体积比):21%。

1.2 本部分适用于煤矿井下,以及煤矿地面存在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的所有电

气和非电气设备的设计、结构、试验和标志。

1.3 如果输电电缆、管道和光纤构成用于瓦斯和/或煤尘危险环境设备的一部分,则本部分也适用于这

些电缆、管道和光纤。

1.4 本部分不适用于矿用帽灯(GB7957另有规定)。
注1:由于点燃煤粉与空气形成的粉尘云需要的能量是点燃瓦斯/空气混合物需要的能量的600倍,本部分假设,如

果本质安全“ia”电路的结构在瓦斯/空气爆炸性环境中是安全的,那么这种电路在煤粉/空气爆炸性环境中同

样安全。
注2:设计上述1.1规定条件之外的其他爆炸性环境条件下使用的设备时,也可把本部分作为指南。对于这种情

况,建议进行附加试验,使制造商能够说明设备适用于这些例外的使用条件。
注3:当爆炸性瓦斯环境在煤矿井下或地面出现时,需将点燃危险限制在最低水平。在瓦斯和/或煤尘危险环境中,

除了为了保护工作者必须连续运行的Ⅰ类 Ma级设备之外,管理部门可能会要求禁止使用某些 Ma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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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836.1—2010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IEC60079-0:2007,MOD)

GB3836.2—2010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IEC60079-1:2007,
MOD)

GB3836.4—2010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IEC60079-11:2006,

MOD)

GB3836.7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7部分:充砂型“q”(GB3836.7—2004,IEC60079-5:

1997,IDT)

GB3836.9—2014 爆炸性环境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IEC60079-18:2009,MOD)

GB7957 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GB7957—2003,IEC62013-1:1999,NEQ)
GB25286.1—2010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1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GB25286.5—2010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5部分:结构安全型“c”

3 术语和定义

GB3836.1—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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