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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设置或尽可能少设置电气设备，以减少因电气设备或

电气线路发生故障而成为引爆源引起的爆炸事故。必须设置

电气设备时，应选用适用于该危险区中的防爆电气设备。本

章主要介绍电气设备的防爆原理和电气设备上采取的防护措

施。 电气设备的防爆原理 一． 用外壳限制爆炸和隔离引燃源

1． 用外壳限制爆炸 用外壳限制爆炸是传统的防爆方法。它

是把设备的导电部分放在外壳内，外部可燃性气体通过外壳

上各个部件的配合面间隙进入壳内，一旦被内部电气装置上

的导电部分发生的故障电火花点燃，这些配合面将使由外壳

内向外排出的火焰和爆炸生成物冷却到安全温度，而不能点

燃外壳外部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亦即外壳阻止了爆炸向外

传播的可能性。一般称间隙隔爆，这种防爆型式国外一般称

为隔爆外壳，我国称为隔爆型电气设备。 2．用外壳隔离引

燃源 2．1采用熔化、挤压或胶粘的方法将外壳密封起来，阻

止外部可燃性气体进入壳内，而与引燃源隔离，达到防爆的

目的。这种防爆型式的设备称为气密型电气设备。 2．2当电

气设备只用于爆炸性混合物在某个时候出现的场所，则可利

用设备内部出现爆炸性混合物所需的时间，作为保护因素。

为此，采用密封性能良好的外壳来限制可燃性气体或蒸气进

入，即相当于限制设备“呼吸”，使外壳内部聚积的可燃性

气体或蒸气浓度达到下限值的时间比外部环境中可燃性气体

或蒸气可能存在的时间要长。这样实际上就使进入壳内的气



体和蒸气浓度达不到爆炸下限值，因而不会被点燃，达到防

爆的目的。这种防爆型式称为限制呼吸外壳。 2．3采用密封

性能达到规定要求的外壳使可燃性粉尘不能或难于进入外壳

内，而与引燃源隔离，达到防爆的目的。这种防爆型式设备

称为粉尘防爆型电气设备。 二．用介质隔离引燃源 其原理是

把电气设备的导电部件放置在安全介质内，使引燃源与外面

的爆炸性混合物隔离来达到防爆的目的。 1． 用气体介质隔

离引燃源 2． 当采用的介质是气体（一般是新鲜空气或惰性

气体）时，应使设备内部的气体相对于外面大气有一定的正

压，从而阻止外部大气进入，这种防爆型式的设备称为正压

型电气设备（以前称为通风充气型电气设备）。 3．用液体

介质隔离引燃源 当采用的介质是液体（一般是变压器油）作

为隔离介质时，这种防爆型式的设备称为充油型电气设备。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4．用固体介质隔离引燃源 4

．1当采用的介质是颗粒状的固体（一般是石英砂）作为隔离

介质时，这种防爆型式的设备称为充砂型电气设备。 4．2当

采用的介质是固化物填料（一般是环氧树脂），把引燃源浇

封在填料里面，而与外面爆炸性混合物隔离时，这种防爆型

式的设备称为浇封型电气设备。 三．控制引燃源 这种控制方

法适用于两种类型的电气设备：正常运行时不产生火花、（

考－试大）电弧的电气设备和弱电设备。 1． 减少火花、电

弧和高温 2． 对于正常运行时不产生火花电弧和危险高温的

电气设备，可以采取一些附加措施来提高设备的安全可靠性

，如采用高质量绝缘材料、降低温升、增大电气间隙、爬电

距离、提高导线连接质量等等，从而大大减少火花、电弧和

危险高温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使之可以用于危险场所。这种



防爆型式的设备称为增安型电气设备（以前称为安全型电气

设备）。 （百考试题） 还有一种与增安型防爆措施类似的防

爆型式，按其定义，它是一种正常运行时不产生火花和危险

高温，也不能产生引爆故障的电气设备。与增安型相比，只

是没有规定再增加一些附加措施来提高设备的安全可靠性。

所以它的安全性比增安型要低，只能用于2区危险场所。这种

防爆型的设备称为无火花型电气设备。 3．限制火花能量 对

于弱电设备，如仪器仪表、通讯、报警装置等这类设备，把

它们处于爆炸危险场所中的那部分电路所释放的能量限制到

一定的数值内，当电路发生故障，如断路、短路时产生的火

花不能引燃爆炸性混合物，从而达到防爆目的。这种电路和

设备称为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备（以前称为安全火花型

电路和电气设备）。（考试．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