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01.040.29
CCSK0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2900.35—2023/IEC60050-426:2020

代替GB/T2900.35—2008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

Electrotechnicalterminology—Explosiveatmospheres

(IEC60050-426:2020,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
Part426:Explosiveatmospheres,IDT)

2023-05-23发布 2023-12-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Ⅰ…………………………………………………………………………………………………………

引言 Ⅲ…………………………………………………………………………………………………………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26-01 一般术语 1…………………………………………………………………………………………

 426-02 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 3……………………………………………………………………………

 426-03 场所和区域 7………………………………………………………………………………………

 426-04 电气设备(通用) 8…………………………………………………………………………………

 426-06 隔爆外壳“d” 15……………………………………………………………………………………

 426-07 充砂型“q” 16………………………………………………………………………………………

 426-08 增安型“e” 17………………………………………………………………………………………

 426-09 正压型“p” 19………………………………………………………………………………………

 426-10 油浸型“o” 21………………………………………………………………………………………

 426-11 本质安全和关联的本质安全电气设备“i” 22……………………………………………………

 426-12 浇封型“m” 26……………………………………………………………………………………

 426-13 防爆型式“n” 27……………………………………………………………………………………

 426-14 检查与维护 28……………………………………………………………………………………

 426-15 修理和大修 29……………………………………………………………………………………

 426-16 (粉尘)外壳保护型“t” 31…………………………………………………………………………

 426-20 伴热 31……………………………………………………………………………………………

 426-21 爆炸性环境中的装置 35…………………………………………………………………………

 426-22 矿灯 36……………………………………………………………………………………………

 426-23 爆炸性环境中的光辐射 36………………………………………………………………………

 426-24 可燃气体探测 38…………………………………………………………………………………

 426-25 静电 44……………………………………………………………………………………………

 426-26 特殊型“s” 46………………………………………………………………………………………

 426-27 爆炸性环境-质量体系的应用 46…………………………………………………………………

 426-28 非电气设备(通用) 47……………………………………………………………………………

 426-29 非电气设备-采矿 50………………………………………………………………………………

参考文献 51……………………………………………………………………………………………………

索引 52…………………………………………………………………………………………………………

GB/T2900.35—2023/IEC60050-4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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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00《电工术语》的第35部分。GB/T2900已经发布了100多个部分。

本文件代替GB/T2900.35—2008《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与GB/T2900.35—2008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本文件第三章中各小节名称与IEC60050-426:2020《国际电工词汇 第426部分:爆炸

性环境》章节名保持一致;
———更改了术语条目:426-01-01、426-01-03、426-02-01、426-02-09、426-02-10、426-02-22、426-02-
25、426-03-01、426-03-02、426-03-13、426-03-16、426-04-19、426-04-20、426-04-29、426-04-30、

426-04-33、426-06-01、426-06-02、426-06-08、426-07-02、426-07-03、426-08-11、426-08-14、426-
09-12、426-09-20、426-09-21、426-09-22、426-10-02、426-11-02、426-11-03、426-11-28、426-11-
35、426-12-10、426-13-01、426-20-13、426-20-19、426-20-34、426-20-35、246-20-38;

———增加了术语条目:426-01-09至426-01-24,426-02-26至426-02-39,426-03-28至426-03-30,

426-04-38至426-04-76,426-08-15至426-08-22,426-09-23,426-11-43至426-11-53,426-12-
11,426-13-15,426-13-16,426-15-13至426-15-18,426-16-02,426-20-42至426-20-58;

———增加了“426-21爆炸性环境中的装置”“426-22矿灯”“426-23爆炸性环境中的光辐射”“426-24
可燃气体探测”“426-25静电”“426-26特殊型‘s’”“426-27爆炸性环境-质量体系的应用”“426-
28非电气设备(通用)”“426-29非电气设备-采矿”9个小节;

———删除了术语条目:426-02-06、426-02-07、426-02-08、426-02-13、426-02-16、426-03-07、426-03-
08、426-03-09、426-03-15、426-03-17、426-03-18、426-03-19、426-03-20、426-04-07、426-04-08、

426-04-27、426-04-36、426-04-37、426-06-04、426-06-06、426-06-14、426-06-15、426-08-02、426-
11-08、426-11-13、426-11-14、426-11-29、426-11-30、426-11-31、426-12-02、426-12-04、426-12-
05、426-12-07、426-12-08、426-13-12、426-13-13、426-13-14、426-15-03、426-20-18、426-20-25、

426-20-32;
———删除了“3.5电气设备的试验”“3.17正压型(粉尘)‘pD’”“3.18浇封型(粉尘)‘mD’”“3.19本

质安全型(粉尘)‘iD’”4个小节。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0050-426:2020《国际电工词汇 第426部分:爆炸性环境》。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标准协调,本文件名称改为《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

本文件由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江苏锐盾警用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博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广州普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秦山电缆有限公司、江
苏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深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中机研标准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国机集团科学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南通金茂防爆电气有限公司、河南乐山电缆有限公司、河南省保时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河南中科起重电气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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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刚、王巧立、李婧、李桂芳、陈棋、柯星昌、陆学贵、王勤伟、刘利利、王兰兰、

殷超、白俊伟、张芬、黄威波、石保敬、李磊、吕中平、王彬彬、王椿丰、夏榕健、张文华、于淼、常颜芹。

本文件于1983年首次发布为GB/T2900.35—1983,1998年第一次修订,2008年第二次修订,本次

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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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委会的标准分为9类:(1)基本概念,(2)电工材料,(3)仪器仪表,(4)电工设备,(5)电子设

备,(6)发电、输电和配电,(7)电信技术,(8)特殊应用,(9)标准化。
本文件归于第四部分电工设备,为爆炸性环境用设备方面通用、基础术语,可为本领域技术标准制

修订、技术交流提供帮助。

GB/T2900电工术语系列国家标准第四部分“电工设备”已发布标准17项,如下所示。
———GB/T2900.27—2008 电工术语 小功率电动机。目的在于支撑小功率电动机领域的技术

标准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64—2013 电工术语 时间继电器。目的在于支撑时间继电器领域的技术标准

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40-1985 电工名词术语 电线电缆专用设备。目的在于支撑电线电缆专用设备

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18—2008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目的在于支撑低压电器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

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41—2008 电工术语 原电池和蓄电池。目的在于支撑原电池和蓄电池领域的

技术标准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63—2003 电工术语 基础继电器。目的在于支撑基础继电器领域的技术标准

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25—2008 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目的在于支撑旋转电机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

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51—1998 电工术语 架空线路。目的在于支撑架空线路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

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35—2008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目的在于支撑爆炸性环境领域的技

术标准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16—1996 电工术语 电力电容器。目的在于支撑电力电容器领域的技术标准

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49—2004 电工术语 电力系统保护。目的在于支撑电力系统保护领域的技术

标准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70—2008 电工术语 电器附件。目的在于支撑电器附件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

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7—1996 电工术语 电炭。目的在于支撑电炭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档的编制、

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8—2009 电工术语 绝缘子。目的在于支撑绝缘子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档的编

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17—2009 电工术语 量度继电器。目的在于支撑量度继电器领域的技术标准

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GB/T2900.20—2016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目的在于支撑高压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领域的技术标准等文档的编制、教学以及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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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专用于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领域内以及与其相关领域间的交流,也适用于相关标准化文件及其他出版物的

编制。
作为基础文件,本文件界定的术语与其他专业领域电工术语一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包含的术语和定义摘自IEC电子百科(www.Electropedia.org)。

426-01 一般术语

426-01-01
设备(爆炸性环境) equipment(explosiveatmospheres)
用作装置部件或与其有关的仪器、附件、组件等。

  注:包含防爆型式的设备可能是“Ex设备”或“Ex元件”。

426-01-02
防爆型式(爆炸性环境) typeofprotection(explosiveatmospheres)
为防止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而对设备采取的各种专门措施。

426-01-03
设备类别 equipmentgrouping
与设备拟用于的爆炸性环境有关的分类方法。

  注:IEC60079-0将设备划分为三类:
———Ⅰ类:煤矿瓦斯气体环境用设备;
———Ⅱ类:除煤矿瓦斯气体环境之外的所有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这类设备又划分为几个类别;
———Ⅲ类:除煤矿之外的所有其他爆炸性粉尘环境用设备,这类设备又划分为几个类别。

426-01-04
最高表面温度 maximumsurfacetemperature
在最不利运行条件下(但在规定的容差范围内)工作时,Ex设备的任何部件或任何表面所能达到的

最高温度。

  注1:对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用Ex设备,该温度出现在内部元件上或外壳外表面上,视防爆型式而定。

  注2:对于爆炸性粉尘环境用Ex设备,该温度出现在外壳的外表面上,并包含规定的粉尘层条件。

426-01-05
温度组别 temperatureclass
基于Ex设备最高表面温度的分类方法,与Ex设备拟用于的具体爆炸性气体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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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1-06
爆炸性环境 explosive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蒸气或粉尘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

烧自行传播的环境。

426-01-07
爆炸性气体环境 explosivegas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气体或蒸气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烧自

行传播的环境。

426-01-08
爆炸性粉尘环境 explosivedust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粉尘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烧自行传播

的环境。

426-01-09
固定设备(爆炸性环境) fixedequipment(explosiveatmospheres)
通电时,固定在支架上或其他固定在特定位置的设备。

426-01-10
个体设备 personalequipment
运行时由人体穿戴或与人体接触的设备。

426-01-11
便携式设备 portableequipment
运行时由人员携带的设备。

  注:运行时由人员携带的便携式设备有时被称为手持设备。

426-01-12
移动式设备 transportableequipment
运行时不是由人携带,也不是用于固定安装的设备。

426-01-13
Ex元件 Excomponent
不能单独使用并标志有符号“U”,当合并入Ex设备时需要附加考虑的Ex设备部件。

426-01-14
Ex设备 Exequipment
防爆设备。

  注:此类设备通常包含Ex元件,但Ex元件并入设备时通常需要附加评定。

426-01-15
设备保护级别 equipmentprotectionlevel;EPL
根据设备成为点燃源的可能性和爆炸性气体环境、爆炸性粉尘环境及煤矿瓦斯爆炸性环境所具有

的不同特征而对设备规定的保护等级。

426-01-16
Ma级 EPLMa
安装在煤矿瓦斯爆炸性环境中的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等级,该级别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使设备

在正常运行、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甚至在气体突然出现设备仍带电的条件下均不可能成为点燃源。

426-01-17
Mb级 EPLMb
安装在煤矿瓦斯爆炸性环境中的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等级,该级别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使设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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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中或在气体突然出现和设备断电之间的时间内出现的预期故障条件下不可能成为点燃源。

426-01-18
Ga级 EPLGa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等级,在正常运行、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条件下不是点

燃源。

426-01-19
Gb级 EPLGb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等级,在正常运行或预期故障条件下不是点燃源。

426-01-20
Gc级 EPLGc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具有“一般”的保护等级,在正常运行中不是点燃源,采取一些附加保护措

施,保证在常规预期条件下(例如光源失效)不会形成有效点燃。

426-01-21
Da级 EPLDa
爆炸性粉尘环境用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等级,在正常运行、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条件下不是点

燃源。

426-01-22
Db级 EPLDb
爆炸性粉尘环境用设备,具有“高”的保护等级,在正常运行或预期故障条件下不是点燃源。

426-01-23
Dc级 EPLDc
爆炸性粉尘环境用设备,具有“一般”的保护等级,在正常运行中不是点燃源,采取一些附加保护措

施,保证在常规预期条件下(例如光源失效)不会形成有效点燃源。

426-01-24
保护等级 levelofprotection
与设备保护级别相关联的防爆型式的再分,用于区别设备成为点燃源的可能性。

  注:例如,本质安全型i质再分为保护等级“ia”“ib”“ic”,与EPLGa、EPLGb、EPLGc(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相
关联。

426-02 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

426-02-01
自燃温度 auto-ignitiontemperature;AIT
在规定的条件下,使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或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惰性气体混合物点燃

的(表面)最低温度。

  注:ISO/IEC80079-20-1给出了规定的条件。

426-02-05
试验用爆炸性混合物 explosivetestmixture
规定的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用设备试验的爆炸性混合物。

426-02-09
燃烧下限 lowerflammablelimit;LFL
空气中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浓度,低于该浓度就不能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注1:出于Ex设备的目的,以前被称为爆炸下限(LEL)。

  注2:浓度用体积分数或每单位体积的质量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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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2-10
燃烧上限 upperflammablelimit;UFL
空气中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浓度,高于该浓度就不能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注1:出于Ex设备的目的,以前被称为爆炸上限(UEL)。

  注2:浓度用体积分数或每单位体积的质量来表示。

426-02-11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maximumexperimentalsafegap;MESG
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能够阻止爆炸通过25mm长接合面传播的最大间隙。

  注:ISO/IEC80079-20-1给出了规定的条件。

426-02-12
最小点燃电流 minimumignitingcurrent;MIC
引起火花试验装置中爆炸性试验混合物点燃的最小电流。

  注1:ISO/IEC80079-20-1规定了电路。

  注2:IEC60079-11规定了标准火花试验装置。

426-02-14
闪点(爆炸性环境) flashpoint;FP(explosiveatmospheres)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使液体释放出大量的蒸气,而形成能被点燃的蒸气与空气混合物的最低液体

温度。

426-02-15
压力重叠 pressurepiling
外壳内一空腔或间隔内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被点燃后,引起与之相通的其他空腔或间隔内的爆炸

性气体混合物被预压后而被点燃时所呈现的状态。

426-02-17
粉尘(爆炸性环境) dust(explosiveatmospheres)
可燃性粉尘或可燃性飞絮。

  注:当可燃粉尘或可燃飞絮以危险数量存在时,可能产生爆炸性粉尘环境。

426-02-18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dust
标称尺寸500μm及以下,在标准大气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可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微小固

体颗粒。

  注1:包括ISO4225中定义的粉尘和尘粒。

  注2:固体颗粒是指固态颗粒,而不是指气态或液态颗粒,但不排除空心颗粒。

426-02-19
导电性粉尘 conductivedust
电阻率等于或小于103Ω·m的可燃性粉尘。

  注1:ISO/IEC80079-20-2中包含有测定粉尘电阻率的试验方法。

  注2:金属粉尘按导电性粉尘处理,因为不能一直依靠表面氧化保证电阻率大于1×103Ω·m。

426-02-20
粉尘层的最低点燃温度 minimumignitiontemperatureofadustlayer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粉尘层在热表面上发生点燃时,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注:粉尘层的点燃温度能通过ISO/IEC80079-20-2给出的试验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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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2-21
粉尘云的最低点燃温度 minimumignitiontemperatureofadustcloud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最易点燃的粉尘空气混合物在热表面上被点燃时,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注:粉尘云的点燃温度能通过ISO/IEC80079-20-2给出的试验方法测定。

426-02-22
杂混物 hybridmixture
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可燃性粉尘形成的混合物。

  注:按照ISO/IEC80079-20-2,术语“粉尘”的定义包括可燃性粉尘和可燃性飞絮。

426-02-23
自燃物质 pyrophoricsubstance
暴露于空气(例如磷)或水(例如钾或者钠)中自然着火的物质。

  注:自燃物质不在IEC60079(所有部分)范围内。

426-02-24
瓦斯 firedamp
煤矿中自然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混合物。

  注:瓦斯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但通常还包含一些少量的其他气体,如氮气、二氧化碳和氢气,有时还有乙烷和一氧化

碳。在煤矿中,术语“瓦斯”和“甲烷”常作为同义词使用。

426-02-25
可燃性飞絮 combustibleflyings
标称尺寸大于500μm,在标准大气压力和温度下可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固体颗粒,包括

纤维。

  注1:长宽比大于或等于3。

  注2:飞絮示例包括碳纤维、人造纤维、棉花(包括棉绒纤维和棉纱头)、剑麻、黄麻、大麻、可可纤维、麻絮和废打包

木丝绵。

426-02-26
气体 gas
在相关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不能与液态或固态达到平衡的气态的物质。

  注:这是对科学定义的简化,只要求物质在环境温度和压力下在其沸点或升华点之上。

426-02-27
自燃 auto-ignition
在规定的条件下,在烧瓶中发生的有清晰可见的火焰和/或爆炸迹象的反应,且点燃延迟时间不超

过5min。

  注:条件在ISO/IEC80079-20-1中规定。

426-02-28
点燃延迟时间(可燃性物质) ignitiondelaytime(flammablematerial)
可燃性物质完全注入和点燃之间的时间。

426-02-29
薄雾(可燃性物质) mist(flammablematerial)
在低于闪点的温度下由小开口释放的液体,产生极小的液滴形成云。

426-02-30
非导电性粉尘 non-conductivedust
电阻率大于103Ω·m的可燃性粉尘。

  注:ISO/IEC80079-20-2中包含有测定粉尘电阻率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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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2-31
蒸气 vapour
在相关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能与液态或固态达到平衡的气态的物质。

  注:是对科学定义的简化,只要求物质在环境温度和压力下在其沸点或升华点之下。

426-02-32
相对密度(气体或蒸气的) relativedensity(ofagasoravapour)

在同样压力和温度下气体或蒸气的密度相对于空气的密度的比。

  注:空气的相对密度等于1。

426-02-33
可燃性液体 flammableliquid
在任何可预见的运行条件下,能够产生可燃性蒸气的液体。

426-02-34
可燃性气体 flammablegas
以一定比例与空气混合后,将会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的气体。

  注:爆炸性环境根据可燃性气体和可燃性蒸气的存在分类,通常是二者的混合物,称为“可燃性气体和蒸气”。

426-02-35
可燃性蒸气 flammablevapour
以一定比例与空气混合后,将会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的蒸气。

  注:爆炸性环境根据可燃性气体和可燃性蒸气的存在分类,通常是二者的混合物,称为“可燃性气体和蒸气”。

426-02-36
沸点 boilingpoint
在环境压力为101.3kPa时液体沸腾的温度。

  注:液体混合物初始沸点是指,根据标准实验室蒸馏方法而不发生分馏情况下测定的所存各类液体沸点的最低值。

426-02-37
蒸气压 vapourpressure
当固体或液体与其自身蒸气处于平衡状态时所施加的压力。

  注:该物理量为该物质和该物质温度的函数。

426-02-38
最小点燃能量 minimumignitionenergy;MIE
通过标准程序测量的能点燃规定可燃性材料与空气混合物的最小能量。

  注:见ASTME582、ISO/IEC80079-20-2、ASTME2019和EN13821。

426-02-39
燃烧极限 flammablelimits
燃烧下限(LFL)和燃烧上限(UFL),以气体-空气混合物中气体体积分数或每单位体积的质量

(g/m3)表示,在两者之间形成可燃性混合物。

  注:过去,“可燃性”和“爆炸性”在许多文本中交替使用,但趋势是避免由此引起的混淆。术语“可燃性”涉及材料的

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材料在任何方向(向上、侧向或向下)产生自持火焰传播的能力。术语“爆炸性”涉及伴

随着压力和温度升高以及噪声(通常是更高速度的传播)的火焰传播,并受到(非材料相关的)试验箱条件(几

何形状、限制程度……)的显著影响。对于相同的材料,LFL浓度通常低于LEL浓度;对于相同的材料,UFL

浓度通常高于UEL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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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3 场所和区域

426-03-01
危险场所 hazardousarea
爆炸性环境大量出现或预期可能大量出现,以致要求对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施

的场所。

  注1:IEC60079-10-1给出了含有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危险场所的分类。(见426-03-03,426-03-04和426-03-05)。

  注2:IEC60079-10-2给出了含有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危险场所的分类。(见426-03-23,426-03-24和426-03-25)。

426-03-02
非危险场所 non-hazardousarea
爆炸性环境预期不会大量出现,以致不要求对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施的场所。

426-03-03
0区 zone0
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存在或长时间存在或频繁出现的场所。

426-03-04
1区 zone1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气体环境可能偶尔出现的场所。

426-03-05
2区 zone2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气体环境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也仅是短时间存在的场所。

  注:出现的频次和持续时间的指标从特定工业或应用的有关规范中得到。

426-03-06
释放源 sourceofrelease
可能向大气释放可燃性气体、蒸气、薄雾或液体而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地点或部位。

  注:IEC60079-10-1规定了释放源的分类。

426-03-10
连续级释放 continuousgradeofrelease
连续的或预计频繁出现的或长时间的释放。

426-03-11
1级释放 primarygradeofrelease
在正常运行时,预计可能周期性或偶尔出现的释放。

426-03-12
2级释放 secondarygradeofrelease
在正常运行时,预计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也仅是偶尔和短时间的释放。

426-03-13
释放速率 releaserate
单位时间内从释放源中散发出可燃性气体、蒸气或薄雾的量。

426-03-14
通风 ventilation
由于风力、温度梯度或人工方式(如风机或排气扇)作用造成的空气流动及其与新鲜空气的置换。

  注:IEC60079-10-1给出了通风的类型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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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3-16
可燃性材料 flammablematerial
可燃性物质 flammablesubstance
可燃性气体、蒸气或薄雾。

426-03-21
区域范围 extentofzone
从释放源到气体/空气混合物被空气稀释至低于爆炸下限的点的任何方向上的距离。

426-03-22
液化可燃性气体 liquefiedflammablegas
作为液体储存或处理、在环境温度和大气压下是可燃性气体的可燃性物质。

426-03-23
20区 Zone20
爆炸性环境以空气中可燃性粉尘云的形式连续存在或长时间存在或频繁出现的场所。

426-03-24
21区 Zone21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环境以空气中可燃性粉尘云的形式可能偶尔出现的场所。

426-03-25
22区 Zone22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环境以空气中可燃性粉尘云的形式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也仅是短时间存

在的场所。

426-03-26
粉尘集尘装置 dustcontainment
用于处理、加工、输送或储存物料,同时将粉尘释放到周围环境的风除降至最低的工艺设备。

426-03-27
粉尘释放源 sourceofdustrelease
可能向大气中释放可燃性粉尘的地点或部位。

  注:粉尘释放源可能来自粉尘集尘装置或粉尘层。

426-03-28
场所(爆炸性环境分类) area(classificationofexplosiveatmospheres)
三维区域或空间。

  注:IEV102-04-33给出了数学领域中“面积”的定义。

426-03-29
异常运行 abnormaloperation
很少发生的工艺关联故障。

426-03-30
区域(爆炸性环境分类) zone(classificationofexplosiveatmospheres)
基于爆炸性环境出现的频次和持续时间的危险场所分类。

426-04 电气设备(通用)

426-04-01
外壳(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enclosure(equipmentforexplosiveatmospheres)

IP
构成设备防爆型式或IP等级的壳壁、门、盖、电缆引入装置、操纵杆、芯轴和转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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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02
外壳防护等级 degreeofprotectionofenclosure
规定的数字分类前加符号IP,用于设备外壳以提供:
———对人体触及或接近外壳内部的带电部件和活动部件(光滑的转轴和类似部件除外)的防护;
———对固体异物进入设备内部的防护;和
———对水进入设备内部引起有害影响的防护。

  注1:除旋转电机外的条件在IEC60529中规定。

  注2:对旋转电机的详细试验要求见IEC60034-5。

  注3:提供IP防护等级的外壳不必是提供第1章所列防爆型式的设备外壳。

  注4:提供第1章所列防爆型式要求的IP防护等级的外壳,将在防护试验前先经受其他试验。

426-04-03
呼吸装置 breathingdevice;breather
允许外壳内部的气体与外壳周围大气之间进行交换,并能保持防爆型式完整性的装置。

426-04-04
排液装置 drain;drainingdevice
允许液体从外壳内排出并能保持防爆型式完整性的装置。

426-04-05
特殊紧固件(爆炸性环境) specialfastener(explosiveatmospheres)
设备紧固装置的特定型式。

  注:详细规定见IEC60079-0。

426-04-09
环境温度(爆炸性环境) ambienttemperature(explosiveatmospheres)
设备或元件周围的空气或其他介质的温度。

  注1:不是指工艺介质的温度,除非设备或元件完全浸入该工艺介质中。

  注2:如果Ex设备或Ex元件置于另一设备内部或靠近另一设备,“环境温度”为Ex设备或Ex元件周围空气或其

他介质的温度,且由于整个设备内的附加热耗散,“环境温度”可能高于整个设备周围的空气温度。

  注3:提及的环境温度在IEC60079(所有部分)中仅与Ex设备或Ex元件防爆安全有关。

426-04-10
正常运行(爆炸性环境) normaloperation(explosiveatmospheres)
设备在电气上和机械上符合设计规范,并在制造商规定的限制范围内使用的运行状况。

  注1: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可能包括持续运行条件,例如,在工作周期内运行。

  注2:电源电压的变化在规定范围内和任何其他运行容差都属正常运行。

  注3:对电机,正常运行的规定是基于工作制(按IEC60034-1,S1,…,S10)

426-04-11
工作周期(负载的) dutycycle(ofload)
在一定时间内的负载重复变化过程,每个周期的时间较短,不足以使电机达到热稳定状态。
[来源:GB/T2900.25—2008,411-51-07]

426-04-12
电气间隙 clearance
两导电部件之间在空气中的最短距离。

426-04-13
通过浇封复合物的距离 distancethroughcastingcompound
两导电部件之间通过浇封复合物的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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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14
通过固体绝缘的距离 distancethroughsolidinsulation
两导电部件之间通过固体绝缘的最短距离。

426-04-15
爬电距离(爆炸性环境) creepagedistance(explosiveatmospheres)
两导电部件之间沿固体绝缘材料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的最短距离。

426-04-16
涂层下距离 distanceundercoating
导电部件之间沿覆盖有绝缘涂层的绝缘介质表面的最短距离。

426-04-17
绝缘套管(爆炸性环境) bushing(explosiveatmospheres)
用于将一根或多根绝缘导体或裸导体穿过外壳壁的装置。

426-04-18
电缆引入装置 cablegland
允许将一根或多根电缆或光缆引入Ex电气设备外壳内部以保持相应防爆型式并提供一定程度应

力释放的装置。

426-04-19
夹紧组件(电缆引入装置) clampingdevice(cablegland)
电缆引入装置中用于防止对电缆的拉拽或扭转传递到连接件的部件。

426-04-20
压紧元件(电缆引入装置) compressionelement(cablegland)

电缆引入装置中压紧密封圈的部件。

426-04-21
密封圈(电缆引入装置) sealingring(cablegland)

电缆引入装置中保证引入装置与电缆之间的密封所使用的环状物。

426-04-22

Ex设备电缆引入装置 Exequipmentcablegland
与设备外壳分开试验,但作为Ex设备单独取证,并能安装于设备外壳上的电缆引入装置。

426-04-23
证书 certificate
用于证明产品、程序、体系、人员或组织符合规定要求的文件。

  注:按照ISO/IEC17000的规定,证书是供方的符合性声明或买方符合性认可或认证(作为第三方行为的结果)。

426-04-24
导管引入 conduitentry
将导管导入Ex设备内以保持相应防爆型式的方式。

426-04-25
连接件 connectionfacilities
用于与导体进行电气连接的端子、螺钉或其他部件。

426-04-26
连续运行温度 continuousoperatingtemperature;COT
在预定的使用条件下,确保在设备或部件预期使用寿命内材料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的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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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28
额定值(爆炸性环境) ratedvalue(explosiveatmospheres)

通常由制造商给定的用以规定设备、装置或元件工作条件的一组数值。

426-04-29 
额定数据 rating
额定值与运行条件的组合。

426-04-30
工作温度 servicetemperature
设备在包括环境温度和其他任何外部热源或冷源的额定条件下运行时,设备上特定的点所达到的

最高或最低温度。

  注:设备不同部件内可能达到不同的工作温度。

426-04-31
符号“U”(爆炸性环境) symbol“U”(explosiveatmospheres)

用于表示Ex元件的证书编号后缀。

  注:符号“U”后缀用于表明设备是不完整的,不经进一步评定不适合安装使用。

426-04-32
符号“X”(爆炸性环境) symbol“X”(explosiveatmospheres)

用于表示特殊使用条件的证书编号后缀。

  注:符号“X”后缀用于表明证书包含Ex设备安装、使用和维护的一些基本信息。

426-04-33
接线腔 terminalcompartment
包含连接件的腔。

426-04-34
尘密外壳 dust-tightenclosure
能够阻止所有可见粉尘颗粒进入的外壳。

426-04-35
防尘外壳 dust-protectedenclosure
不能完全阻止粉尘进入,但进入量不会妨碍设备安全运行,且不会在外壳内容易引起点燃危险部位

积聚的外壳。

426-04-38
计数故障 countablefault
符合所考虑的防爆型式标准结构要求的电气设备的部件上出现的故障。

426-04-39
非计数故障 non-countablefault
不符合所考虑的防爆型式标准结构要求的电气设备的部件上出现的故障。

426-04-40
可靠隔离 infallibleseparation
可靠绝缘 infallibleinsulation
当符合所考虑的防爆型式标准的“可靠”结构要求时,导电部件之间的被认为不会发生短路的隔离

或绝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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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41
复合物(用于浇封) compound(forencapsulation)

固化后的热固性物质、热塑性物质、环氧树脂或弹性物质,有或无填充剂和/或添加剂。

426-04-42
安全装置 safetydevice
用于爆炸性环境内部或外部,为防爆设备和防护系统与爆炸风险有关的安全运行所需或有助于其

安全运行的装置。

426-04-43
工程图 scheduledrawing
证书或试验报告中所列的图纸或文件。

426-04-44
相关图纸 relateddrawing
证书中没有列出,但与工程图关联,用于例如零部件详细制造的图纸或文件。

426-04-45
隔离部件 separationelement
设备内部用于隔离设备不同EPL部分的机械部件。

  注:隔离部件包含一个机械隔板,隔板可能与隔爆接合面或自然通风结合。

426-04-46
保护装置 protectivedevice
用于在参数超过预定值的情况下断开电路的装置。

  注:参数通常包括电流、温度、流体压力等。

426-04-47
浇铸(非金属复合物的) casting(ofanon-metalliccompound)
在正常环境压力下将液体复合物倒入铸件中的过程。

426-04-48
过电压类别 overvoltagecategory
用数字表示的瞬时过电压条件。

  注:使用过电压类别Ⅰ、Ⅱ、Ⅲ和Ⅳ,见IEC60664-1。

426-04-49
污染等级 pollutiondegree
用数字表征的微观环境受预期污染程度。

  注:使用污染等级1、2、3和4,见IEC60664-1。

426-04-50
额定绝缘电压 ratedinsulationvoltage
制造商对设备或其部件规定的耐受电压有效值,以表征其绝缘规定的(长期)耐受能力。

  注:额定绝缘电压不一定等于设备的额定电压,而额定电压主要与设备的功能性能有关。

426-04-51
再现峰值电压 recurringpeakvoltage
由于交流电压畸变或由于叠加在直流电压上的交流分量使电压波形发生周期性偏移的最大峰值

电压。

  注:随机的过电压(例如,由于偶尔操作产生的过电压)不认为是再现峰值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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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52
电气隔离 galvanicisolation
设备中允许在没有直接电气连接的两个电路间传输信号和能量的布置。

  注:电气隔离经常使用磁耦合(变压器或继电器)或光耦合元件。

426-04-53
电缆贯通装置(电缆引入装置) cabletransitdevice(cablegland)

具有由在装置按预定组装和安装时挤压在一起的一个或多个独立的弹性体模块或模块部件(模块

内部密封)组成的密封,用于一根或多根电缆或光缆的一种引入装置。

  注:当配置的弹性组件允许时,电缆贯通装置作为Ex设备封堵件。

426-04-54
Ex设备封堵件 Exequipmentblankingelement
与设备外壳分开进行试验,但具有Ex设备证书,预期安装到Ex设备外壳上而无需进一步考虑的

封堵元件。

  注:不排除封堵件取得Ex元件证书。

426-04-55
Ex设备螺纹式管接头 Exequipmentthreadadapter
与设备外壳分开进行试验,但具有Ex设备证书,预期安装到Ex设备外壳上而无需进一步考虑的

螺纹式管接头。

  注:不排除螺纹式管接头取得Ex元件证书。

426-04-56
故障(爆炸性环境) malfunction(explosiveatmospheres)

设备或元件不执行其预定防爆功能的情况。

  注:故障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包括:

———设备的一个(或多个)零部件或元件的失效;

———外部干扰(例如冲击、振动、电磁场);

———设计错误或有缺陷(例如软件出错);

———电源或其他工作干扰;

———操作人员对设备失去控制(尤其是便携式设备)。

426-04-57
预期故障 expectedmalfunction
在实际运行中正常出现的干扰或设备故障。

426-04-58
罕见故障 raremalfunction
可能出现,但仅在罕见情况下才会出现的故障类型。

  注:两个独立的可预见故障,单独出现时不产生点燃危险,但共同出现时产生点燃危险,它们被视为一个罕见故障。

426-04-59
射频(爆炸性环境) radiofrequencies(explosiveatmospheres)

频率为9kHz~60GHz的电磁波。

426-04-60
连续发射(爆炸性环境) continuoustransmission(explosiveatmospheres)

脉冲持续时间大于热起燃时间的一半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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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61
脉冲发射 pulsedtransmission
脉冲持续时间小于热起燃时间的一半,但两个连续脉冲的间隔时间又长于三倍热起燃时间的发射。

426-04-62
热起燃时间 thermalinitiationtime
火花释放出的能量积聚在其周围小范围的气体中没有明显热损耗的时间(平均阈值功率的时间)。

  注:在小于热起燃时间内,起燃与否取决于火花沉积的总能量。热起燃时间过长时,能量沉积的功率或速率成为起

燃与否的决定因素。

426-04-63
阈能量 thresholdenergy
Zth

脉冲式射频发射中,能从接收体获取的单个脉冲的最大能量。
426-04-64

阈功率 thresholdpower
Pth

发射器的有效输出功率与天线增益的乘积。
  注1:增益是天线在特定方向上集中辐射产生的,并且总是与规定的基准天线有关。

  注2:按照ITU-RBS.561-2,阈功率被认为等于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426-04-65
天线增益 antennagain
天线在特定方向上集中辐射产生的增益。

  注:天线的增益常常小于单位增益。

426-04-66
固体绝缘(爆炸性环境) solidinsulation(explosiveatmospheres)
模压、模铸,但不是浇铸的电气绝缘材料。

  注:由2层或多层电气绝缘材料制成的绝缘体,它们可靠地连接到一起,可视为实体。术语固体绝缘描述了最终的

形式,而不一定是最初应用的形式。对于电机绕组,使用清漆作为加固和绝缘绕组的方法的过程,不管如何施

加清漆,被认为会形成固体绝缘。

426-04-67
工作电压 workingvoltage
当设备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在任一特定绝缘的两端所产生的最高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电压。

  注1:忽略瞬态效应。

  注2:考虑开路状态和正常工作状态。

426-04-68
Ex元件证书 Excomponentcertificate
为Ex元件准备的证书。

426-04-69
Ex设备证书 Exequipmentcertificate
为Ex设备准备的证书。

426-04-70
涂层 coating
组件表面的绝缘材料,如清漆或干膜。

  注:印制板的涂层和基材构成一个绝缘系统,其性能可能与固体绝缘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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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71
敷形涂层 conformalcoating
电气绝缘材料,涂敷在印制电路板表面形成一层薄涂层,为防止环境条件中有害影响提供保护。

426-04-72
工厂连接件 factoryconnections
在生产过程控制条件下连接用的接线装置。

426-04-73
现场布线连接件 field-wiringconnections
安装人员在现场连接用的接线装置。

426-04-74
弹性体 elastomer
微小应力就能产生显著变形,解除应力以后能迅速地大致恢复到原先尺寸和形状的高分子材料。

  注:该定义适用于室温试验条件。

426-04-75
极限温度 limitingtemperature
设备或设备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等于按下列条件确定的两个温度中的较低温度:

a) 最高表面温度;

b) 所用材料的热稳定性。

426-04-76
浇封 encapsulation
采用适合的方法将电气装置用复合物封闭起来的工艺过程。

426-06 隔爆外壳“d”

426-06-01
隔爆外壳“d” flameproofenclosure“d”
内装可能点燃爆炸性气体环境的部件,能承受内部爆炸性混合物爆炸产生的压力,并阻止爆炸传播

到外壳周围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外壳。

426-06-02
隔爆接合面 flameproofjoint
阻止内部爆炸传播到外壳周围爆炸性气体环境的接合面。

426-06-03
间隙(隔爆接合面的) gap(ofaflameproofjoint)
电气设备外壳组装完成后,隔爆接合面相对应表面之间的距离。

  注:对于圆筒形的表面,形成圆筒形接合面,间隙是孔的直径和圆筒形部件的直径差。

426-06-05
隔爆接合面宽度 widthofflameproofjoint
L
从隔爆外壳内部通过接合面到隔爆外壳外部的最短通路。

  注:该定义不适用于螺纹接合面。

426-06-07
距离(隔爆接合面) distance(flameproofjoint)

l
当隔爆接合面宽度L 被用于组装隔爆外壳部件的紧固螺钉孔分隔时,隔爆接合面的最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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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6-08
外壳容积(隔爆外壳“d”) enclosurevolume(flameproofenclosure“d”)

隔爆型设备外壳内部的总体积。

  注1:如果外壳内容物在使用中必不可少,其容积是指净容积。

  注2:对于灯具,不带光源测定容积。

426-06-09
转轴 shaft
用于传递旋转运动的圆形截面部件。

426-06-10
操纵杆 operatingrod
用于传递旋转、直线或二者合成运动的部件。

426-06-11
快开式门 quick-actingdoor
快开式盖 quick-actingcover
带有允许通过简单操作(例如手柄的运动或轮子的转动)打开或关合的装置的门或盖。

  注:装置的设置使操作分两个步骤:

———锁住或解锁;

———打开或关合。

426-06-12
用螺纹紧固件固定的门 doorfixedbythreadedfasteners
用螺纹紧固件固定的盖 coverfixedbythreadedfasteners
打开或关合需要操作一个或多个螺纹紧固件(螺钉、双头螺栓、螺栓或螺母)的门或盖。

426-06-13
螺纹式门 threadeddoor
螺纹式盖 threadedcover
利用螺纹隔爆接合面装配到隔爆外壳上的门或盖。

426-07 充砂型“q”

426-07-01
充砂型“q” powderfilling“q”

一种防爆型式,将可能点燃爆炸性气体环境的部件固定在适当位置上,并且完全埋入填充材料

中,以防止点燃外部爆炸性气体环境。

  注:该防爆型式不能阻止爆炸性气体进入设备和元件而被电路点燃。但是,由于填充材料中空隙小,且火焰通过填

充材料中的通路时被熄灭,从而防止外部爆炸。

426-07-02
填充材料(充砂) fillingmaterial(powderfilling)

由固体石英或玻璃颗粒组成的材料。

426-07-03
通过填充材料的距离(充砂) distancethroughfillingmaterial(powderfilling)

两导电部件之间通过填充材料的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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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8 增安型“e”

426-08-01
增安型“e” increasedsafety“e”

电气设备或Ex元件的一种防爆型式,采取附加措施以提高其安全性,防止温度过高及产生电弧和

火花的可能性。

426-08-03

tE 时间 timetE

tE
交流转子或定子绕组在最高环境温度下达到额定运行温度后,从开始通过启动电流IA 时起直至

温度上升到极限温度所需的时间(单位为秒)。

426-08-04
初始启动电流 initialstartingcurrent
IA

交流电动机在静止状态或交流电磁铁衔铁处于最大空气间隙位置状态,从供电线路输入额定电压

和额定频率时输入的最大电流有效值。

  注:瞬态现象忽略不计。

426-08-05
正常运行(电动机) normalservice(machines)

在铭牌额定值(或一组额定值)下,通常包括启动条件的连续运行。

  注:S1或S2工作制的“ec”保护等级电动机正常运行不包括启动条件。

426-08-06
额定动态电流 rateddynamiccurrent
Idyn

电气设备所能承受其电动力效应而不损坏的电流峰值。

426-08-07
额定短时发热电流 ratedshort-timethermalcurrent
Ith
在最高环境温度下,在1s内使导体从额定运行时的稳定温度上升至极限温度的电流有效值。

426-08-08
电阻加热元件 resistance-heatingdevice
电阻式加热器的一部分,包括一个或多个加热电阻,通常由适当绝缘和保护的金属导线或导电材料

制成。

426-08-09
电阻加热器 resistance-heatingunit
由一个或多个电阻加热元件及任何必要的保证不超过极限温度的安全装置构成的设备。

  注:如果保证不超过极限温度的必要安全装置安装在爆炸危险场所之外,则它不必制成“e”型或其他防爆型式。

426-08-10
工件(电阻加热) workpiece(resistance-heating)

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作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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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8-11
自限温特性 self-limitingproperty
电阻加热器的一种特性,即在额定电压下,电阻加热元件的热输出功率随周围温度的升高而下

降,直到加热元件达到其热输出功率下降至温度不再上升的一个温度值。

  注:此时,元件表面温度实际上是周围的环境温度。

426-08-12
稳态设计 stabilizeddesign
通过设计和使用,使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的温度在最不利条件下稳定在极限温度以下,而不需要

安全装置来限制温度的概念。

426-08-13
启动电流比 startingcurrentratio
IA/IN

初始启动电流IA 与额定电流IN 之比。

426-08-14
伴热器 traceheater
以电阻发热为原理产生热量,通常由适当绝缘和保护的一根和/或多根金属导线或其他导电材料制

成的装置。

426-08-15
金属包头 ferrule
压接在绞线上的金属管,用于将绞线固定在端子内,通常带有电气绝缘以保护那些没有完全在端子

柱内的导线暴露部分。

426-08-16
发光二极管 lightemittingdiode;LED
被电流激发时能发出非相干光辐射(IEV845-21-002)的p-n结固态器件。

  注1:该定义独立于外壳和接线端子存在。

  注2:LED的输出功能取决于其物理结构、LED的构成材料和激励电流。光发射包括在紫外、可见或红外波段。

  注3:“LED”表示LED芯片或LED封装。它也被用作复合词的一部分,例如“LED技术”“LED电视”。

  注4:“LED”不是用作产品性能的形容词,例如“LED光通量”“LED显色性”或“LED寿命”。而是使用例如“LED
封装的光通量”“LED模块的显色性”或“LED灯的寿命”。

426-08-17
LED模块 LEDmodule
未安装灯头的光源,包含一个或多个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LED封装,并可能包括以下的一个或多

个组件:电子、光学、机械和热的元件,接口和控制装置等。

426-08-18
LED封装 LEDpackage
封装有一个或多个LED芯片的单电子元件,该元件可能包含光学元素,以及热、机械和电气的接

口等。

  注1:该元件不包括控制装置的控制单元,不包括灯头,并且不是直接和电源电压连接。

  注2:LED封装件是一个分立元件,是LED模块或者LED灯的一部分。

426-08-19
电阻加热 resistance-heating
利用电阻加热元件、电阻加热器和任何相关的控制装置(电伴热系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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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8-20
短路电流(爆炸性环境) short-circuitcurrent(explosiveatmospheres)

Isc
电气设备在工作中可能承受的最大短路电流有效值。

426-08-21
定子绕组 statorwinding
电机中用于旋转运动或直线运动的固定绕组。

426-08-22
端子 terminal
器件、电路或电网络的导电部分,用以使该器件、电路或电网络与一个或多个外部导体连接。

  注:在电路理论中,“端子”一词也用于连接点。

426-09 正压型“p”

426-09-01
正压型“p” pressurization“p”
一种防爆型式,通过保持外壳内部或房间内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外部大气压力,以阻止外部大气

进入。

426-09-02
正压外壳 pressurizedenclosure
保持内部保护气体的压力高于外部大气压力的外壳。

426-09-03
换气 purging
在正压外壳内,大量的保护气体通过外壳和管道,使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浓度降低到安全水平的工

作过程。

426-09-04
保护气体 protectivegas
用于保持过压以及稀释和换气(如有要求)的空气或惰性气体。

  注:本文件中惰性气体指氮气、二氧化碳、氩气或其他气体,当它们与氧气按4∶1的比例在空气中形成混合物

时,不会对点燃和可燃性(如燃烧极限)产生负面影响。

426-09-05
报警器(正压外壳“p”) alarm(pressurizedenclosure“p”)
产生视觉或声音信号以引起注意的设备器件。

426-09-06
内置系统 containmentsystem
设备含有可燃性物质并可能形成内释放源的部分。

426-09-07
稀释 dilution
正压外壳换气之后,连续以规定速率供给保护气体,使其中的可燃性物质的浓度在任何潜在点燃源

附近保持在爆炸极限之外(也就是说,在稀释区域之外)。

  注:用惰性气体稀释氧气可能造成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浓度高于燃烧上限(UFL)。

426-09-08
稀释区域 dilutionarea
在内释放源附近,可燃性物质浓度未被稀释到安全浓度范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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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9-09
外壳容积(正压外壳“p”) enclosurevolume(pressurizedenclosure“p”)
没有内装设备的空外壳的容积。

  注:对于旋转电机,外壳容积等于净容积加上转子占用的容积。

426-09-10
可燃性物质 flammablesubstance
能够被点燃的气体、蒸气、液体或其混合物。

426-09-11
气密装置 hermeticallysealeddevice
结构上使外部大气不能进入内部,并且所有密封均为熔接的装置。

  注:熔接的示例包括铜焊、钎焊或玻璃对金属的熔融。

426-09-12
有点燃能力的设备 ignition-capableequipment;ICE
在正常运行件下对特定爆炸性环境构成点燃源的设备。

426-09-13
指示器(正压型“p”) indicator(pressurization“p”)
显示流量或压力是否适当,并且定期监测以满足使用要求的设备器件。

426-09-14
内释放源 internalsourceofrelease
外壳内的某点或部位,从这些地方可燃性物质可能以可燃性气体或蒸气或液体的形式释放到正压

外壳内,并可能与周围的空气形成爆炸性气体环境。

426-09-15
泄漏补偿 leakagecompensation
供给的保护气体流量足以补偿正压外壳及其管道中的任何泄漏。

426-09-16
过压 overpressure
正压外壳内高于环境压力的压力。

426-09-17
正压保护系统 pressurizationsystem
用于增压和监测或控制正压外壳的安全装置和其他元件的组合。

426-09-18
保护气体供给装置 protectivegassupply
供给正压保护气体的压缩机、鼓风机或压缩气体容器。

  注1:包括进气(抽气)管或管道,压力调节器,排气管、管道和供气阀。

  注2:不包括除压力调节器外的正压系统元件。

426-09-19
静态正压保护 staticpressurization
不添加保护气体而保持危险场所中正压外壳内过压值的保护方法。

426-09-20
“pxb”保护等级 levelofprotection“pxb”
提供设备保护级别 Mb、Gb或Db的正压外壳。

  注:这允许除安全装置外的未受保护设备安装在正压外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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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9-21
“pyb”保护等级 levelofprotection“pyb”

提供设备保护级别Gb或Db,内部为Gc或Dc的正压外壳。

  注:这允许除安全装置外的设备保护级别为Gc或Dc的设备安装在正压外壳内。

426-09-22
“pzc”保护等级 levelofprotection“pzc”

提供设备保护级别Gc或Dc的正压外壳。

  注:这允许除安全装置外的未受保护设备安装在正压外壳内。

426-09-23
防爆型式“pD” typeofprotection“pD”

一种防爆型式,向外壳内施加保护气体,保持外壳内部压力高于周围的大气压力,以避免在外壳内

部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

  注1:防爆型式“pD”已被IEC60079-2防爆型式“p”代替。

  注2:在GB/T2900.35—2008中为426-17-01。

426-10 油浸型“o”

426-10-01
油浸型“o” oilimmersion“o”

一种防爆型式,将电气设备或电气设备部件浸在保护液体中,使设备不能点燃液面上或外壳外部的

爆炸性气体环境。

426-10-02
保护液体 protectiveliquid
防止爆炸性气体与潜在点燃源直接接触的液体。

426-10-03
密封设备 sealedequipment
设计和制造成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防止外部大气在内部液体膨胀和收缩时进入的设备。

  注:例如采用膨胀容器。

426-10-04
非密封设备 non-sealedequipment
设计和制造成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允许外部大气在内部液体膨胀和收缩时进入和排出的设备。

426-10-05
最高允许保护液位 maximumpermissibleprotectiveliquidlevel
正常运行条件下,考虑到制造商规定的最不利充液条件以及设备设计规定的最高环境温度下满负

载条件造成的膨胀效应,保护液体可能达到的最高液位。

426-10-06
最低允许保护液位 minimumpermissibleprotectiveliquidlevel
正常运行条件下,考虑到最不利充液条件以及设备设计规定的最低环境温度下断电条件造成的收

缩效应,保护液体可能达到的最低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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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1 本质安全和关联的本质安全电气设备“i”

426-11-01
本质安全电路 intrinsicallysafecircuit
在规定的条件下,包括正常工作和规定的故障条件,产生的任何电火花或任何热效应均不能点燃规

定的爆炸性环境的电路。

  注:条件在IEC60079-11中规定。

426-11-02
本质安全设备 intrinsicallysafeapparatus
本质安全装置

所有电路均为本质安全电路的电气设备。

426-11-03
关联设备 associatedapparatus
关联装置

包含本质安全电路和非本质安全电路,且在结构上使非本质安全电路不能对本质安全电路产生不

利影响的电气设备。

  注:关联设备包括:

a) 具有适用于相应爆炸性环境的防爆型式的附加保护;

b) 没有适用于相应爆炸性环境的防爆型式的保护,因此不用于爆炸性环境内。

426-11-09
简单设备 simpleapparatus
简单装置

电气参数严格定义且符合使用电路本质安全性能的、结构简单的电气元件或元件组合。

426-11-10
二极管安全栅 diodesafetybarrier
由熔断器、电阻或其组合保护的分流二极管或二极管电路(包括齐纳二极管)构成的组件,作为独立

装置,而不是作为较大设备的部件。

426-11-11
火花试验装置(本质安全电路的) sparktestapparatus(intrinsicallysafecircuits)
用来试验验证电路产生的电火花不能点燃规定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的装置。

426-11-12
故障(本质安全型“i”) fault(intrinsicsafety“i”)
在特定的条件下未定义为可靠,但影响电路本质安全性能的任何元件、元件之间的间距、绝缘或连

接的任何失效。

  注:条件在IEC60079-11中规定。

426-11-15
最大外部电容 maximumexternalcapacitance
Co

能连接到设备的本质安全连接件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大电容。

426-11-16
最大外部电感 maximumexternalinductance
Lo

能连接到设备的本质安全连接件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大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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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1-17
最大输入电流 maximuminputcurrent
Ii
能从连接到设备连接件的外部电路上获取,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设备本质安全连接件的

最大电流(交流峰值或直流)。

426-11-18
最大输入功率 maximuminputpower
Pi

能施加到设备连接件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大功率。

426-11-19
Ui

最高输入电压 maximuminputvoltage
能施加到设备连接件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高电压(交流峰值或直流)。

426-11-20
最大内部电容 maximuminternalcapacitance
Ci

本质安全连接件上出现的设备的最大等效内部电容。

426-11-21
最大内部电感 maximuminternalinductance
Li

本质安全连接件上出现的设备的最大等效内部电感。

426-11-22
最大输出电流 maximumoutputcurrent
Io

能从设备本质安全连接件上获得的设备中的最大电流(交流峰值或直流)。

426-11-23
最大输出功率 maximumoutputpower
Po

能从设备本质安全连接件上获得的最大功率。

426-11-24
最高输出电压 maximumoutputvoltage
Uo

施加电压达到最高电压及以下的任意值时,设备本质安全连接件上可能出现的最高电压(交流峰值

或直流)。

426-11-25
最高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直流电压 maximumRMSACorDCvoltage
Um

能施加到关联设备的连接件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最高电压。

  注1:这也适用于位于非危险场所时,可能施加到本质安全设备连接件上的最高电压(例如,仅在非危险场所充电

的电池供电设备的充电连接件)。

  注2:在不同的连接件上,Um 值可能不同,且对于交流和直流电压,Um 值也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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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1-26
外部电感与电阻的最大比值 maximumexternalinductancetoresistanceratio
Lo/Ro

能连接到设备本质安全连接件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电感与电阻之比的最大值。

426-11-27
内部电感与电阻的最大比值 maximuminternalinductancetoresistanceratio
Li/Ri

电气设备外部连接件上出现的内部电感与电阻之比的最大值。

426-11-28
可靠元件 infalliblecomponent
可靠组件 infallibleassemblyofcomponent
被认为不会出现某些特定故障方式的元件或元件的组合。

  注:条件在IEC60079-11中规定。

426-11-32
内部布线 internalwiring
在设备内部由其制造商完成的布线和电气连接。

426-11-33
获证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intrinsicallysafeelectricalsystemwithcertificate
已取得证书的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注:本质安全电气系统的要求在IEC60079-25中规定。

426-11-34
未获证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intrinsicallysafeelectricalsystemwithoutcertificate
根据系统中本质安全电气设备、关联设备、简单设备的电气参数以及互连导线电气参数和物理参

数,可以明确推断出具有本质安全性能的电气系统。

426-11-35
系统描述文件 descriptivesystemdocument
规定构成系统的电气设备和其电气参数,以及互连导线和其电气参数的文件。

426-11-36
系统设计员 systemdesigner
具备完成系统设计任务所必需的能力,且经授权代表其雇主承担责任,负责制定系统描述文件的

人员。

426-11-37
最大电缆电容 maximumcablecapacitance
Cc

能连接到本质安全电路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互连电缆的最大电容。

426-11-38
最大电缆电感 maximumcableinductance
Lc

能连接到本质安全电路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互连电缆的最大电感。

426-11-39
电缆电感与电阻的最大比值 maximumcableinductancetoresistanceratio
Lc/Rc

能连接到本质安全电路上,而不会使本质安全性能失效的互连电缆的电感与电阻之比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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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1-40
线性电源 linearpowersupply
由电阻器确定有效输出电流的电源,其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上升而线性下降。

426-11-41
非线性电源 non-linearpowersupply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具有非线性关系的电源。

  注:例如,由半导体控制,具有恒压输出,能达到恒定电流极限的电源。

426-11-42
本质安全型“i” intrinsicsafety“i”
一种防爆型式,将设备内和暴露于爆炸性环境的互连导线内的电气能量限制到低于可能由火花或

热效应引起点燃的水平。

426-11-43
本质安全型“iD” intrinsicsafety“iD”
一种防爆型式,将设备内和暴露于爆炸性环境的互连导线内的电气能量限制到低于可能由火花或

热效应引起点燃的水平。

  注1:防爆型式“iD”已被IEC60079-11防爆型式“i”代替。

  注2:在GB/T2900.35—2008中为426-19-01。

426-11-44
保护特低电压系统 protectiveextra-lowvoltagesystem
PELV系统

电压不能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系统:
———在正常条件下;和
———在单一故障条件下,不包括其他电气回路的接地故障。
[来源:GB/T2900.71—2008,826-12-32,有修改,删除注]

426-11-45
安全特低电压系统 safetyextra-lowvoltagesystem
SELV系统

电压不能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系统:
———在正常条件下;和
———在单一故障条件下,包括其他电气回路的接地故障。
[来源:GB/T2900.71—2008,826-12-31,有修改,删除注]

426-11-46
控制图 controldrawing
制造商提供的本质安全设备或关联设备的图纸或其他文件,详细说明电气参数以允许其互联到其

他电路或设备。

426-11-47
整体概念 entityconcept
利用连接件的本质安全参数确定本质安全设备和关联设备的可接受组合的方法。

426-11-48
熔断器额定值 fuserating
In

熔断器标准或制造商规范中规定的熔断器额定电流。

  注:适用的熔断器标准通常是IEC60127(所有部分)或ANSI/UL248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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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1-49
模铸(爆炸性环境) moulding(explosiveatmospheres)
将物体放置在具有成形腔的模具中并且在其周围浇入塑料材料,施加压力使其部分地或完全地封

装的过程。
  注:该过程也称为注塑、包覆成型或嵌件成型。

426-11-50
分流安全组件 shuntsafetyassembly
通过使用分流元件确保电路本质安全性能的组件。

  注:分流元件可能是一个电阻或半导体,在本质安全电路中安全地分流电流或限制本质安全电路或储能元件上的

电压。

426-11-51
带电维护 livemaintenance
在关联设备、本质安全设备和电路通电状态下进行的维护活动。

426-11-52
可靠连接 infallibleconnections
在使用和贮存中认为不会形成开路的连接,包括接头、连接线和印制电路板上的印制线。

  注:要考虑的具体条件在IEC60079-11中规定。

426-11-53
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 fieldbusintrinsicallysafeconcept
FISCO
总线供电并按照特定要求设计的本质安全系统架构。

  注:要求在IEC61158-2中规定。

426-12 浇封型“m”

426-12-01
浇封型“m” encapsulation“m”
一种防爆型式,将可能产生点燃爆炸性环境的火花或发热部件封入复合物或其他有粘结的非金属

外壳中,使其在运行或安装条件下避免点燃粉尘层或爆炸性环境。
426-12-03

复合物的温度范围 temperaturerangeofthecompound
无论是运行或储存,复合物的性能均能符合特定要求的温度范围。

  注:特定条件在IEC60079-18中规定。

426-12-06
自由表面 freesurface
暴露于爆炸性环境和/或粉尘层的复合物表面。

426-12-09
开关触头 switchingcontact
用来接通和断开电路的机械触头。

426-12-10
粘结 adhesion
具有防潮、气密和尘密作用的复合物与壁表面之间的永久粘合。

426-12-11
浇封型“mD” encapsulation“mD”
一种防爆型式,将可能产生点燃爆炸性环境的火花或发热部件封入复合物中,使其在运行或安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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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避免点燃粉尘层或爆炸性环境。

  注1:防爆型式“iD”已被IEC60079-18防爆型式“m”代替。

  注2:在GB/T2900.35—2008中为426-18-01。

426-13 防爆型式“n”

426-13-01
防爆型式“n” typeofprotection“n”
电气设备的一种防爆型式,在正常运行和规定的一些常规预期条件下,不能点燃周围爆炸性气体

环境。

  注:另外,IEC60079-15的要求是用于保证不可能发生能引起点燃的故障。

426-13-02
无火花装置“nA” non-sparkingdevice“nA”
结构上使正常运行条件下产生能引起点燃的电弧、火花的风险减少至最小的装置。

  注1:正常运行被认为不包括带电电路中元件的拔出或插入。

  注2:“nA”已被IEC60079-7中“ec”代替。

426-13-03
浇封装置“nC” encapsulateddevice“nC”
可能含有孔隙或不含有孔隙,结构上全部被埋入浇封复合物中,使其密封起来阻止外部大气进入的

装置。

  注:浇封装置“nC”已被IEC60079-18中“mc”代替。

426-13-04
封闭式断路装置“nC” enclosed-breakdevice“nC”
装有通、断电触头,在进入其内部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爆炸时不会损坏,并且也不会将内部爆炸传

播到外部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装置。

  注:封闭式断路装置“nC”已被IEC60079-1中“dc”代替。

426-13-05
气密装置“nC” hermetically-sealeddevice“nC”
结构上使其不能打开,并且通过熔接有效地密封阻止外部大气进入的装置。

426-13-06
非点燃元件“nC” non-incendivecomponent“nC”
接通或断开具有规定的点燃能力的电路的触头,但是接触机构的设计和结构使其不能够点燃规定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元件。

  注:非点燃元件的外壳不用于阻止爆炸性气体环境或承受爆炸。通常适用于特殊结构的开关触点,这些开关触点

的机械设计能够熄灭电弧或火花,使他们不会成为点燃源。

426-13-07
密封装置“nC” sealeddevice“nC”
结构上使其在正常运行期间不能打开,并且有效地密封阻止外部大气进入的装置。

426-13-08
限能设备“nL” energy-limitedapparatus“nL”
电路和元件构造成符合能量限制原理的电气设备。

  注:限能设备“nL”已被IEC60079-11中“ic”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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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3-09
关联限能设备“[nL]”或“[ExnL]” associatedenergy-limitedapparatus“[nL]”or“[ExnL]”
包含有限能和非限能电路,并且在结构上使非限能电路不能对限能电路产生不利影响的电气设备。

  注1:关联限能设备可以是:

a) 具有IEC60079-15中包含的适用于相应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其他保护措施的附加保护[nC或nR];

b) 具有IEC60079-0中列出的适用于相应爆炸性环境的防爆型式的附加保护;

c) 没有适用于相应爆炸性环境的防爆型式的保护,因此不用于爆炸性环境内,例如记录仪,本身不位于爆

炸性气体环境中,但它与位于爆炸性气体环境中的热电偶连接,此时只有记录仪的输入电路是限能的

[ExnL]。

  注2:关联限能设备“[nL]”已被IEC60079-11中“[ic]”代替。

426-13-10
自保护限能设备“nAnL” selfprotectedenergy-limitedapparatus“nAnL”
包含有限能的火花触点、向这些触点提供限能电源的电路(包括限能元件和限能装置)以及向该电

路供电的非限能电源的设备。

  注1:无火花装置“nA”已被IEC60079-7中“ec”代替。

  注2:限能设备“nL”已被IEC60079-11中“ic”代替。

426-13-11
限制呼吸外壳“nR” restricted-breathingenclosure“nR”
设计成能限制气体、蒸气和薄雾进入的外壳。

426-13-15
测试接口 testport
安装后,在初始检查和维护期间,在现场测试限制呼吸设备完整性的装置。

426-13-16
普通火花装置 normallysparkingdevice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产生电弧和火花的装置。

  注:普通火花装置包括未采用防爆保护的开关、继电器和接触器。

426-14 检查与维护

426-14-01
维护(爆炸性环境) maintenance(forexplosiveatmospheres)
维持安装的设备处于完全可使用状态的常规活动组合。

426-14-02
检查(爆炸性环境) inspection(forexplosiveatmospheres)
为了获取设备运行安全可靠的结论而采取的不拆卸或根据需要局部拆卸设备,并辅以一些测量等

措施而进行的仔细查验活动。

426-14-03
目视检查 visualinspection
用肉眼而不使用接近设备或工具来识别明显缺损(如螺栓丢失)的检查。

426-14-04
一般检查 closeinspection
包括目视检查以及使用接近设备(如活梯)和工具才能识别明显缺损(如螺栓松动)的检查。

  注:一般检查通常不要求打开外壳或设备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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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4-05
详细检查 detailedinspection
包括一般检查以及只有打开外壳和/或(必要时)使用工具和检测设备才能识别明显缺损(如接线端

子松动)的检查。

426-14-06
初始检查 initialinspection
对所有设备、系统和装置在投入运行前进行的检查。

426-14-07
定期检查 periodicinspection
对所有设备、系统和装置进行的例行检查。

426-14-08
抽样检查 sampleinspection
对代表性部分的设备、系统和装置进行的检查。

426-14-09
连续监督 continuoussupervision
由在具体装置及其环境方面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对装置经常的进行保养、检查、检修、监控和维护,以

便保持装置的防爆性能处于良好状态。

426-14-10
专业人员 skilledpersonnel
符合特定人员资格要求的人。

  注:安装和维护人员资格的具体要求在IEC60079-17中规定。

426-14-11
具有行政职能的技术人员 technicalpersonwithexecutivefunction
执行专业人员技术管理,有足够防爆领域方面知识、熟悉本地条件、熟悉安装,并且对危险场所用电

气设备检查体系负有全部责任和管理职能的技术人员。

426-15 修理和大修

426-15-01
可使用状态 serviceablecondition
考虑工程图,允许更换或修复所用零件而不会损害使用这类零件的设备的性能和防爆方面的一种

状态。

426-15-02
修理(爆炸性环境) repair(explosiveatmospheres)
使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恢复到完全可使用状态并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活动。

  注:“有关标准”意思是设备最初设计时所依据的标准。

426-15-04
零件 componentpart
不可分的元件。

  注:这样的元件装配起来能构成设备。

426-15-05
修复 reclamation
修理的一种方法,例如对已经损坏的待修零部件去除或增加材料,按照有关标准使零部件恢复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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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使用状态。

  注:“有关标准”意思是单个部件最初制造时所依据的标准。

426-15-06
改造(爆炸性环境) modification(explosiveatmospheres)
影响设备材料、安装、结构或功能的设备设计的改变。

  注:由于证书描述了设备的具体结构,设备的改造将不再符合工程图中描述的结构。

426-15-07
制造商(爆炸性环境-修理和检修) manufacturer(explosiveatmospheres-repairandoverhaul)
设备的制造者(也可以是供货商、进口商或代理商),通常在设备的证书中(适当的位置)登记有它的

名称。

426-15-08
用户(爆炸性环境) user(explosiveatmospheres)
作为设备所有者且对修理设备主要负责的组织或个人,不是设备制造商或维修厂。

426-15-09
修理单位 repairfacility
提供防爆设备修理、检修或改造服务的单位,可能是制造商、用户或第三方(修理代理商)。

426-15-10
认证 certification
与产品、流程、系统或人员相关的第三方认证。

  注1:管理体系认证有时也称为注册。

  注2:认证适用于除进行认证的合格评定机构之外的所有合格评定对象。

426-15-12
复制绕组 copywinding
用一个特性和性能至少相当于原有绕组的绕组,全部地或局部地替换另一个绕组的工艺。

426-15-13
改动 alteration
对证书中规定的有替代结构的产品的改变。

426-15-14
能力 competence
运用知识和技能实现预期结果的本领。
[来源:GB/T27024—2014,3.6]

426-15-15
有能力的防爆人员 Excompetentperson
能证明知识和技能的结合以有效、高效和安全地在危险场所开展活动的人员。

  注:能力由活动(如场所分类、设计、设备选择、安装、维护、测试、检查、维修)规定,受防爆型式、产品类型、类别等的

限制。

426-15-16
考核(人员的) examination(ofaperson)
作为评价(评审)的一部分,采用诸如笔试、口试、实践和观察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对候选人的能力进

行评测的机制。
[来源:GB/T27024—2014,3.9,有修改,定义中“评审”替换为“评价(评审)”且删除“按照认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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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426-15-17
检修 overhaul
将已使用或贮存一段时间但没有故障的设备恢复到完全可使用状态的活动。

426-15-18
资格(人员的) qualification(ofaperson)
个人属性、教育、培训和/或工作经验的证明。
[来源:GB/T27024—2014,3.7,有修改]

426-16 (粉尘)外壳保护型“t”

426-16-01
防粉尘点燃型“tD” dustignitionprotectiontype“tD”
一种防爆型式,所有的电气设备由外壳保护以避免点燃粉尘层或粉尘云。

  注:防爆型式“tD”已被IEC60079-31中防爆型式“t”代替。

426-16-02
防粉尘点燃外壳“t” dustignitionprotectionbyenclosure“t”
用于爆炸性粉尘环境的一种防爆型式,电气设备配有防止粉尘进入的外壳和限制表面温度的措施。

426-20 伴热

426-20-01
环境温度(伴热) ambient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包括伴热器和可能施加的任何保温层或气候防护层的工件周围的温度。

426-20-02
分支回路(伴热) branchcircuit(traceheating)
安装在电路过电流保护装置与伴热器之间的线路部分。

426-20-03
冷端引线(伴热) coldlead(traceheating)
用于将伴热器连接到分支回路,且在设计上不产生明显热量的单根或多根绝缘导线。

426-20-04
终端(伴热) endtermination(traceheating)
位于伴热器供电端的相对端,可能产生热量的连接件。

426-20-05
电源端(伴热) powertermination(traceheating)
位于伴热器供电端的连接件。

426-20-06
三通(伴热) tee(traceheating)
串联或并联伴热器电气连接件,以容纳分支或分支回路。

426-20-07
盲管(伴热) deadleg(traceheating)
为了提供热损失参考而从正常流动的管线隔开的工艺管段。

426-20-08
设计负载(伴热) designloading(traceheating)
在最不利条件下,考虑了电压和电阻的偏差和适当的安全系数之后,符合设计要求的最小功率。

13

GB/T2900.35—2023/IEC60050-426:2020



426-20-09
工厂装配伴热器 factory-fabricatedtraceheater
在工厂将伴热器,包括必需的接头和连接件,装配成单元或整套的装置。

426-20-10
现场组装伴热器 field-assembledtraceheater
在工作现场将散装形式提供的伴热器与连接元件装配成单元。

426-20-11
热损失(伴热) heatloss(traceheating)
从管道、容器或设备散逸到周围环境中的热量。

426-20-12
散热件(伴热) heatsink(traceheating)
从工件上传导并耗散热量的部件。

  注:典型的散热件为管托、管线支架和如阀门执行机构或泵体等大件物体。

426-20-13
辅助传热材料(伴热) heat-transferaids(traceheating)
如金属箔带或导热胶泥等用于提高从伴热源向工件的传热效率的导热材料。

426-20-14
伴热垫(伴热) heatingpad(traceheating)
由并联或串联元件组成,具有足够的柔性以适应被伴热表面形状的伴热器。

426-20-15
伴热板(伴热) heatingpanel(traceheating)
由并联或串联元件组成,被制成适合被伴热表面一般形状的非柔性伴热器。

426-20-16
上限温度(伴热) high-limit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包括管道、流体和伴热系统在内的整个系统的最高容许温度。

426-20-17
最高环境温度(伴热) maximumambienttemperature(traceheating)
最高规定环境温度。

426-20-19
金属防护层(伴热) metalliccovering(traceheating)
用来向伴热器和/或电气接地电路提供物理保护的金属护套或金属编织层。

426-20-20
最低环境温度(伴热) minimumambienttemperature(traceheating)
规定的环境温度最低值,在此温度下伴热器能操作且按规定的要求运行,且热损失的计算也以此温

度为基础。

426-20-21
工作电压(伴热) operatingvoltage(traceheating)
工作状态下施加到伴热器的实际电压。

426-20-22
外护套(伴热) overjacket(traceheating)
施加在金属护套、防护层或铠装层外部以防止腐蚀的连续绝缘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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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0-23
功率密度(伴热) powerdensity(traceheating)
功率输出密度,对于伴热电缆单位为瓦特每米(W/m),对于伴热垫或板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W/m2)。

426-20-24
额定输出功率(伴热) ratedoutput(traceheating)
在额定电压、温度和长度或面积下,伴热器每单位长度或单位面积上的功率。

426-20-26
串联伴热器(伴热) seriestraceheater(traceheating)
在电气上串联连接,具有单一电流通路,且在给定温度下对给定长度具有特定电阻值的热元件。

426-20-27
护套(伴热) sheath(traceheating)
包裹在伴热器外面,用于保护其避免受周围环境影响(腐蚀、潮湿等)的均匀且连续金属或非金属防

护层。

426-20-28
护套温度(伴热) sheath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可能暴露在周围环境中的最外层连续防护层的温度。

426-20-29
稳态设计(伴热) stabilizeddesign(traceheating)
通过设计和使用,使伴热器的温度在最不利条件下稳定在极限温度以下,而不需要安全装置来限制

温度的概念。

426-20-30
启动电流(伴热) start-upcurrent(traceheating)
伴热器通电后的电流。

426-20-31
系统文件(伴热) systemdocumentation(traceheating)
制造商准备的、能满足对伴热系统的理解、安装和安全使用的信息。

426-20-33
温度控制装置(伴热) temperaturecontroldevice(traceheating)
使温度维持在规定范围内的装置。

426-20-34
温度控制器(伴热) temperaturecontroller(traceheating)
包含某种方式的温度传感和伴热器电源控制的装置或装置组合。

426-20-35
温度限制装置(伴热) temperaturelimitingdevice(traceheating)
用于在超过最高表面温度之前切断伴热器电源的安全装置。

426-20-36
保温层(伴热) thermalinsulation(traceheating)
具有空气泡或气泡、空隙或热反射表面,适当使用时能减缓传热的材料。

426-20-37
伴热器 traceheater
以电阻发热为原理产生热量,通常由适当绝缘和保护的一根和/或多根金属导线或其他导电材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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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装置。

426-20-38
伴热器单元 traceheaterunit
伴热器元件 traceheaterset
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适当连接的串联型、并联型伴热电缆、伴热垫或伴热板。

426-20-39
伴热 traceheating
在外部使用伴热电缆、伴热垫、伴热板和相关元件,以提高或保持管道、罐及相关设备内介质温度的

方法。

426-20-40
气候防护层(伴热) weatherbarrier(traceheating)
加装在保温层外表面,用来保护保温层不受水或其他液体浸入,冰雪、风或机械误伤造成物理损

害,以及太阳辐射或环境污染造成的劣化的材料。

426-20-41
工件(伴热) workpiece(traceheating)
伴热器作用的对象。

  注:这些对象的实例包括工艺设备,如管道、容器、罐、阀门、仪表和类似设备。

426-20-42
受控设计 controlleddesign
使用适用的温度控制器或高限装置的设定点确定最高护套温度的设计。

426-20-43
导电防护层 electricallyconductivecovering
用来向伴热器和/或电气接地电路提供物理保护的金属防护层或其他导电材料。

426-20-44
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sensor
温度传感元件 temperaturesensingelement
设计用于响应温度,提供电信号或机械操作的装置。

426-20-45
整体元件 integralcomponents
如热收缩接头、冷端引线连接件、模铸终端密封或接头等部件,能符合伴热器的一般形状,并暴露在

与伴热器相同的环境中(如在保温层下),在修理或改造时预期不打算重复使用,能在工厂装配或现场

组装。

426-20-46
最高连续暴露温度(伴热) maximumcontinuousexposure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制造商声明的在伴热器断电的情况下伴热系统能暴露的最高允许连续温度。

426-20-47
最高维持温度(伴热) maximummaintaintemperature(traceheating)
最高连续运行温度(伴热) maximumcontinuousoperating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制造商声明的在伴热器通电的情况下伴热器连续工作规定的最高工件温度。

426-20-48
最高间歇暴露温度(伴热) maximumintermittentexposure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制造商声明的在伴热器通电或断电的情况下伴热器能暴露的最高允许间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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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0-49
维持温度(伴热) maintaintemperature(traceheating)
伴热器能维持的工件或工艺的规定温度。

426-20-50
最高护套温度(伴热) maximumsheathtemperature(traceheating)
伴热器最外层防护层的最高温度。

426-20-51
最高耐受温度(伴热) maximumwithstandtemperature(traceheating)
对伴热器及其元器件的热稳定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的最高运行温度或暴露温度。

426-20-52
最低安装温度(伴热) minimuminstallationtemperature(traceheating)
能处理和安装伴热系统的最低温度。

426-20-53
MI伴热器(伴热) MItraceheater(traceheating)
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加热导体的矿物绝缘金属护套伴热器。

426-20-54
室外暴露(伴热) outdoorexposure(traceheating)
暴露在紫外线和潮湿的室外条件下。

426-20-55
并联伴热器(伴热) paralleltraceheater(traceheating)
在连续型或分节型伴热器内的热元件采用并联的电气连接,使单位长度的功率密度保持恒定,而无

需考虑连续型伴热器的长度或分节型伴热器的分节数量。

426-20-56
额定电压(伴热) ratedvoltage(traceheating)
由制造商指定的,伴热器运行和性能特性所依据的电压。

426-20-57
伴热系统(伴热) traceheatingsystem(traceheating)
包括所有必要的设计和安装文件的伴热的使用。

426-20-58
伴热比(伴热) traceratio(traceheating)
伴热器的长度与管线长度的比值。

426-21 爆炸性环境中的装置

426-21-01
射频识别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
使用电子标签存储数据的数据采集技术。

  注:标签,也称为“电子标签”“应答器”或“铭牌”,由连接到天线上的RFID芯片组成。以千赫、兆赫和吉赫的频率

传输,标签由电池或读卡器发出的射频波供电。

426-21-02
验证档案 verificationdossier
显示电气设备和装置符合性保证的成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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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1-03
有能力的机构 competentbody
能够证明具有对所涉及的安全方面进行评定所需要的相应技术知识和相关技能的个人或组织。

426-22 矿灯

426-22-01
矿灯 caplight
由灯头和可充电蓄电池组成的设备,灯头和可充电蓄电池组在用电缆连接在一起成为完整组件的

单独外壳内提供,或在具有配套的安全系索的单独单元内提供。
426-22-02

光源(矿灯) lightsource(caplight)
作为矿灯照明源的装置。

426-22-03
白炽灯(矿灯) filamentlamp(caplight)
通过加热细丝元件来发光的光源。

426-22-04
有效工作时间 usefulworkingperiod
制造商规定的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段,考虑到了主光源所消耗的电流以及该时间段内任何附件所

消耗的平均电流(如适合),在此时间段内,主光源可连续使用且符合所采用标准最小发光强度要求。

  注:矿灯的性能标准为IEC60079-35-2。

426-23 爆炸性环境中的光辐射

426-23-01
吸收(爆炸性环境) absorption(forexplosiveatmospheres)
在传播媒介中,电磁波的能量转化成其他形态的能量(例如:热能)。
[来源:GB/T14733.7—2008,702-02-12,有修改]

426-23-02
光束直径 beamdiameter
光束宽度 beamwidth
辐照度等于峰值辐照度的某一规定百分数值时,径向相反两点间的距离。

  注:通常用于截面为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光束。

426-23-03
光束强度 beamstrength
光束的功率、辐照度、能量或辐射曝光量。

426-23-04
纤芯(光纤的) core(ofanopticalfibre)
大部分光功率通过的光纤中心区。

426-23-05
包层 cladding
包在纤芯外面的介质材料。

426-23-06
光纤束 fibrebundle
束 bundle
一束无缓冲层的光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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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3-07
光纤终端装置 fibreopticterminaldevice
包括一个或多个光电器件,用来把电信号变换为光信号,和(或)把光信号变换为电信号,能链接到

至少一根光纤的一种组件。

  注:“光纤终端装置”常常都具有一个或多个集成光纤连接器或尾纤。

426-23-08
固有安全型光辐射 inherentlysafeopticalradiation“opis”
在正常或规定的故障条件下,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以点燃特定爆炸性环境的可见辐射或红外辐射。

  注:该定义与适用于电路的术语“本质安全”类似。

426-23-09
辐照度 irradiance
入射面上每单位面积的辐射功率。

426-23-10
光 light
可见辐射 visibleradiation
人的视觉可感受的光辐射。

  注1:名义上它覆盖380nm~800nm波长范围。

  注2:在激光和光通信领域中,习惯和实际上,这个词已扩大使用到更宽的电磁波范围,包括能用可见光的基本光

学技术来处理的电磁波范围。

426-23-11
光纤 opticalfibre
一种由电介质材料制成的细丝状光波导。

426-23-12
光缆 opticalcable
光纤电缆 opticalfibrecable
用单根光纤、多根光纤或光纤束制成的满足光学特性、机械特性和环境性能指标要求的缆结构。

  注:可能包含有金属导体。

426-23-13
辐射功率 radiantpower
光功率 opticalpower
光通量 opticalflux
辐射通量 radiantflux
单位时间的辐射能量流。

426-23-14
光辐射 opticalradiation
波长在X射线和无线电波之间,即波长约在1nm~1mm之间的电磁辐射。

426-23-15
保护型光纤电缆 protectedopticalfibrecable
通过附加铠装、导管、电缆桥架或电缆管道保护,在正常运行条件和可预见的故障条件下,不会把光

辐射释放到环境中的光纤电缆。

426-23-16
辐射曝光量 radiantexposure
入射到某一表面部分上的辐射能量与该部分的表面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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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3-17
保护型光辐射“oppr” protectedopticalradiation“oppr”
在假定辐射不会从限制范围内逸出的基础上,限定在正常结构或有附加保护结构的光纤或其他传

输介质内的可见辐射或红外辐射。

426-23-18
带联锁装置的光学系统“opsh” opticalsystemwithinterlock“opsh”
将可见辐射或红外辐射限制在光纤或其他传输介质内,且提供有联锁断开装置,以在限制失效且辐

射变得无限制时,在规定时间内可靠地将无限制光束强度降低到安全水平的系统。

426-24 可燃气体探测

426-24-01
报警设定值 alarmsetpoint
设备的设定值,在该设定值,测得的浓度将使探测器启动显示、报警或其他输出功能。

426-24-02
报警信号 alarmsignal
当探测到气体积分浓度超过预设值时,设备产生的声音、视觉、电子或其他信号。

426-24-03
报警式设备 alarm-onlyequipment
带有报警但没有测量值显示的设备。

426-24-04
反照率 albedo
某表面散射光与入射光的比率。

426-24-05
环境空气(气体探测) ambientair(gasdetection)
设备周围的正常大气。

426-24-06
吸气式设备 aspiratedequipment
通过将气体吸至传感器进行采样的设备。

  注:通常用手动操作或电子泵将气体吸至传感器。

426-24-07
光束阻塞信号 beamblockedsignal
声音、视觉或其他类型的输出信号,该信号直接或间接提供光路不清或探测信号太弱无法使设备正

常运行的警告或显示。

426-24-08
催化式传感器 catalyticsensor
依靠电加热催化元件氧化气体而运行的传感器。

426-24-09
洁净空气(气体探测) cleanair(gasdetection)
无传感器敏感或影响传感器性能的气体或蒸气的空气。

426-24-10
浓度(气体探测) concentration(gasdetection)
在规定数量的背景气体或空气中,相关气体或蒸气所占的数量。

  注:典型的单位包括体积比(V/V)、摩尔比、特定物质的燃烧下限百分比、体积分数1×10-6、体积分数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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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4-11
连续工作式设备(气体探测) continuousdutyequipment(gasdetection)
长期供电,但能连续或间歇传感的探测器。

426-24-12
连续传感(气体探测) continuoussensing(gasdetection)
准连续传感(气体探测) quasi-continuoussensing(gasdetection)
连续为传感元件供电、连续读取读数或定期频繁读取读数的运行模式。

426-24-13
扩散式设备 diffusionequipment
在不吸入气流的情况下将气体从大气中输送到传感器的设备。

426-24-14
剂量(气体探测) dose(gasdetection)
吸收或聚集的物质总量,与浓度和暴露时间成正比。

426-24-15
漂移(气体探测) drift(gasdetection)
在恒定的环境条件下,在任意确定的气体体积分数下(包括洁净空气),设备的显示值随时间而发生

的变化。

426-24-16
电化学传感器 electrochemicalsensor
依靠气体在电极表面的氧化还原反应引起电解液中电极电气参数变化而运行的传感器。

426-24-17
燃烧范围 flammablerange
爆炸范围 explosiverange(被取代)
气体或蒸气与空气混合物的浓度在燃烧(爆炸)上限和下限之间的范围。

426-24-18
故障信号 faultsignal
不同于报警信号,允许直接或间接警告或显示设备处于异常工作状态的声音、视觉或其他类型输出

信号。

426-24-19
最终示值(气体探测) finalindication(gasdetection)
设备稳定后的显示值。

426-24-20
火焰离子探测器 flameionizationdetector;FID
依靠被探测气体在氢火焰中电离而运行的探测器。

426-24-21
火焰温度分析仪 flametemperatureanalyzer;FTA
依靠被探测气体引起的火焰温度变化而运行的分析仪。

426-24-22
功能检查(气体探测) functionalcheck(gasdetection)
使用试验气体或其他方法从传感器获得响应以检查其功能。

  注1:也被称为“响应检查”。该检查通常不进行灵敏度调节。

  注2:可能包含产生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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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4-23
气体校准室(气体探测) gascalibrationcell(gasdetection)

能够充入试验气体的端部透明的密封外壳。

426-24-24
指示装置(气体探测) indicatingdevice(gasdetection)

以模拟或数字形式显示数值或者状态的方式。

426-24-25
红外吸收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infraredabsorptionsensor(gasdetection)

依靠被探测气体吸收红外辐射而运行的传感器。

426-24-26
抑制信号(气体探测) inhibitionsignal(gasdetection)

声音、视觉或其他类型的输出信号,该信号直接或间接提供已暂停正常运行警告或显示。

426-24-27
初始校准(气体探测) initialcalibration(gasdetection)

发货前或在现场启用前,由制造商对特定物质、测量范围和应用进行的第一次校准。

426-24-28
积分浓度(气体探测) integralconcentration(gasdetection)

沿光路的气体浓度数学积分值。

  注1:单位为浓度乘距离,例如LEL.m(对可燃气体)或10-6.m(对有毒气体)。

  注2:100%LEL×1m=1LEL.m;

10%LEL×10m=1LEL.m。

426-24-29
一体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integralsensor(gasdetection)

直接连接到气体探测控制单元或气体探测变送器或是其中一部分的传感器。

426-24-30
间歇传感(气体探测) intermittentsensing(gasdetection)

根据预定周期对传感器施加电源或气流并读取读数的运行模式。

426-24-31
报警锁定(气体探测) latchingalarm(gasdetection)

一旦发生需要特意的行为来解除的报警。

426-24-32
测量点(气体探测) measuringpoint(gasdetection);measurementpoint(gasdetection)

通过扩散或探头吸入的单个传感器的位置。

426-24-33
气象光学视程(气体探测) meteorologicalopticalrange(gasdetection)

MOR(gasdetection)

白炽灯发出色温为2700K的准直光束的光通量在大气中削弱至初始值的5%所通过的路径长度。

426-24-34
开放路径(气体探测) openpath(gasdetection)

穿越被检测大气区域、且气体在其中自由移动的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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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4-35
光轴(气体探测) opticalaxis(gasdetection)

光路的正中线。

426-24-36
光路(气体探测) opticalpath(gasdetection)

从光发射器到光接收器的光辐射所途经的路径。

  注:根据仪器的形式不同,光辐射可能穿越路径一次、两次或多次。

426-24-37
顺磁式氧探测器(气体探测) paramagneticoxygendetector(gasdetection)

依靠氧气的磁特性而运行的探测器。

426-24-38
外围设备(气体探测) peripheralequipment(gasdetection)

属于整个固定式气体探测系统的组成部分,但通常不是功能安全所必需的设备。

426-24-39
光离子探测器(气体探测) photoionisationdetector(gasdetection)

PID(gasdetection)

依靠紫外(UV)辐射电离气态化合物而运行的探测器。

426-24-40
点探测设备(气体探测) pointdetectionequipment(gasdetection)

位于测量点的探测设备。

  注:通常是指一个完整的单一位置传感器而不是采样点,并与开放路径设备形成对比。

426-24-41
中毒剂(气体探测) poisons(gasdetection)

导致传感元件性能暂时或永久改变,尤其是灵敏度丧失的物质。

426-24-42
便携式设备(气体探测) portableequipment(gasdetection)

运行时由人员携带的设备。

  注1:运行时由人员携带的便携式设备,有时被称为手持式设备。

  注2:手持式气体探测设备通常小于1kg,只需要单手操作。当用手、肩带或背带携带时,能够由用户操作的大型

设备可以配备或不配备手持探头。

426-24-43
个体设备(气体探测) personalequipment(gasdetection)

运行时由人体穿戴或与人体接触的设备。

  注:个体气体探测设备的尺寸和质量与手持设备相似,预期在用户携带时连续运行(但不一定是连续传感)。

426-24-44
再校准(气体探测) recalibration(gasdetection)

在不改变初始校准确定的参数、气体类型、测量范围、具体应用的情况下,利用已知的校准气体混合

物,进行周期校准以核查和调节传感器的零点及灵敏度。

426-24-45
接收器(气体探测) receiver(gasdetection)

封装光探测元件且可能包含相关光学元件和电子元件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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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4-46
恢复时间(气体探测) recoverytime(gasdetection)
传感器入口气体浓度瞬间下降至达到稳定显示之间的时间间隔。

426-24-47
释放速率 releaserate
单位时间内从释放源(本身可能是液体表面)散发出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量。

426-24-48
分体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remotesensor(gasdetection)
与探测器本体分离,并连接到气体探测控制单元或气体探测变送器的传感器。

426-24-49
逆反射器(气体探测) retroreflector(gasdetection)
立体光反射角的单个或多重排列,使光平行于入射路径反射回来。

426-24-50
采样系统(气体探测) samplesystem(gasdetection);samplingsystem(gasdetection)
通常抽取多个样品,必要时对样品进行处理,并将样品提供给吸气式设备中的传感器的设备。

  注:这通常是指固定式设备,其中来自不同探测点的多个样品依次提供给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426-24-51
采样管(气体探测) sampleline(gasdetection)
将采样气体输送到传感器的方式。

  注:采样管中经常包括如过滤器、气液分离器等附件。

426-24-52
采样点(气体探测) samplingpoint(gasdetection)
在吸气式探测器中获取样品的点。

  注1:“采样点”通常用于固定式吸气系统。

  注2:采样点处的设备通常包含一个过滤器,但也有其他样品处理设备。

426-24-53
采样探头(气体探测) samplingprobe(gasdetection)
可选择地连接到设备上的独立附属采样管。

  注:通常较短(例如,1m左右)且比较坚硬,但也能伸缩。在一些情况下,通过软管连接到设备上。

426-24-54
选择性(气体探测) selectivity(gasdetection)
设备对目标气体的响应与对其他气体的响应的比较。

  注:如果对目标气体的选择性高,则结果会清晰且与其他气体的交叉灵敏度会低。

426-24-55
半导体传感器(气体探测) semiconductorsensor(gasdetectors)
依靠被探测气体吸附在半导体表面引起的电导变化而运行的传感器。

426-24-56
传感元件(气体探测) sensingelement(gasdetectors)
对要测量的气体或蒸气敏感的传感器部件。

426-24-57
灵敏度(气体探测) sensitivity(gasdetectors)
已知浓度的气体或蒸气在设备中产生的变化比率。

  注1:可能指设备将探测到的气体或蒸气浓度的最小变化。

  注2:高灵敏度意味着可以测量较低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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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4-58
传感器(气体探测) sensor(gasdetectors)
内装传感元件,并且也可能包含相关电路元件的组件。

426-24-59
单一位置传感器(气体探测) single-pointsensor(gasdetection)
能够在单一位置探测气体的传感器。

426-24-60
现场校准工具 fieldcalibrationkit
向设备提供试验气体以校准、调节或验证设备运行的工具。

  注:如果试验气体的浓度高于警报设定值,则现场校准工具用于验证报警的运行。

426-24-61
特殊状态(气体探测) specialstate(gasdetection)
设备探测气体浓度或报警之外的其他状态。

  注:特殊状态包括预热、校准模式或故障条件。

426-24-62
点读式设备(气体探测) spot-readingequipment(gasdetection)
按需要用于短时、间歇或不规则时间段的设备(通常5min或更少)。

426-24-63
稳定(气体探测) stabilization(gasdetection)
在恒定的气体体积分数下,以2min或两倍于相应t(90)(以较小者为准)的时间间隔连续读取设备

的三个读数,显示变化不大于±1%测量范围所处的状态。

426-24-64
单机气体探测控制单元 separategasdetectioncontrolunit
在使用气体探测变送器时,用于提供显示、报警功能、输出触点或报警信号输出或任何组合的设备。

426-24-65
单机式气体探测设备 stand-alonegas-detectionequipment
提供经过调节的符合公认工业标准的电子信号或输出指示(如4mA~20mA),预期与单机气体探

测控制单元或信号处理数据采集、中央监控和类似系统(通常处理来自不同位置和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气体探测设备的信息)一起使用的固定式气体探测设备。

426-24-66
热导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thermalconductivitysensor(gasdetection)
依靠位于被探测气体内的电加热元件的热损失与位于基准气室内类似元件的热损失比较而运行的

传感器。

426-24-67
响应时间(气体探测) timeofresponse(gasdetection)

t(x)

探测器预热后,其进气口从洁净空气中瞬间变为标准试验气体(或相反),与响应达到标准试验气体

最终显示值百分比(x)的时间间隔。

426-24-68
有毒气体 toxicgas
因其物理或理化特性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和/或人体功能有害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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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4-69
收发器(气体探测) transceiver(gasdetection)
封装光探测元件和光发射元件并可能包含相关光学元件和电子元件的组件。

426-24-70
发射器(气体探测) transmitter(gasdetection)
封装光发射元件并可能包含相关光学元件和电子元件的组件。

426-24-71
体积分数 volumefraction
(V/V)
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气体混合物在混合之前,规定组分的体积与所有组分总体积之比。

  注:如果在相同状态下,混合前组分的总体积和混合物的体积相等,体积分数和体积浓度取同一个值。但是,由于

两种气体或多种气体在相同状态下通常伴有轻微收缩或不常见的轻微膨胀,通常不视为上述情况。

426-24-72
预热时间(气体探测) warm-uptime(gasdetection)
设备在规定的大气中时,从设备开启到显示达到并保持在规定公差范围内的时间间隔。

  注:不适用于点读式设备。

426-24-73
零气体(气体探测) zerogas(gasdetection)
制造商建议的不含可燃性气体、干扰物质和污染物质,用于校准/调整设备零点的气体。

426-24-74
自动吸气式设备(气体探测) automaticallyaspiratedequipment(gasdetection)
带有直接连接到设备上的一体泵或独立泵的吸气式设备。

426-24-75
校准和测试罩 maskforcalibrationandtest
能够连接到设备上以可复制方式向传感器提供试验气体的装置。

426-24-76
带一体式传感器的设备(气体探测) equipmentwithintegralsensor(s)(gasdetection)
使用安装在设备外壳内或直接安装在设备外壳上的传感器提供显示、报警功能、输出触点和/或报

警信号输出的设备。

426-25 静电

426-25-01
导电的(静电) conductive(electrostatically)
抗静电(静电) antistatic(electrostatically)(被取代)
形容具有电阻率或电阻值低于耗散范围,允许产生杂散电流弧和静电电击的特性。

  注1:导电材料或物体既不耗散也不绝缘。与地接触时,不能积聚显著的静电电荷。

  注2:固体材料、外壳、一些物体和散状物料的导电范围限值在IECTS60079-32-1中给出。

  注3:包含静电特性的产品标准或其他标准经常包含“导电”的特殊定义,这些定义仅适用于这些标准规定的产

品,与此处给出的定义可能不同。例如,ISO8031及ISO8330软管组件标准。

426-25-02
耗散的(静电) dissipative(electrostatically)
形容具有电阻率或电阻值介于导电与绝缘之间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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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耗散材料或物体既不导电也不绝缘,但是像导电物体一样,与地接触时,安全地限制接触起电和/或耗散其设

计应用的最大起电电流。

  注2:固体材料、外壳、一些物体和散状物料的耗散范围限值在IECTS60079-32-1中给出。

  注3:产品标准经常包含“耗散”的特殊定义,这些定义仅适用于这些标准规定的产品,与本文件的定义可能不同。

426-25-03
绝缘的 insulating
形容具有电阻率或电阻值高于耗散范围的特性。

  注1:绝缘材料或物体既不导电也不耗散。静电电荷能在上面积聚,即使与地接触时也不易耗散。

  注2:固体材料、外壳、一些物体和散状物料的导电范围限值在IECTS60079-32-1中给出。

  注3:包含静电特性的产品标准或其他标准中经常会包含“绝缘”的特殊定义,这些定义仅适用于这些标准规定的

产品,与本文件的定义可能不同。见ISO8031和ISO8330软管和软管组件标准。

  注4:形容词“非导电”常被用作“绝缘”的同义词。避免使用,因为“非导电”可以理解为“绝缘”或“绝缘或耗散”,可
能引起混淆。

426-25-04
孤立导体 isolatedconductor
由于高接地泄漏电阻而可能积聚电荷的导电物体。

  注:限值在IECTS60079-32-1中给出。

426-25-05
泄漏电阻 leakageresistance
接地电阻 resistancetoearth
用欧姆表示的接触测量表面的电极与地之间的电阻。

  注:泄漏电阻取决于材料的体积和/或表面电阻率,以及所选测量点与地之间的距离。

426-25-06
表面电阻(爆炸性环境) surfaceresistance(forexplosiveatmospheres)
用欧姆表示的接触测量表面的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

  注1:常见的配置(即IEC60079-0)使用平行电极,长度100mm,相距10mm。

  注2:表面电阻取决于电极配置,使用示例配置的电极测量的表面电阻比表面电阻率低10倍。

  注3:最好使用柔性导电橡胶带状电极,不用银色漆电极。

426-25-07
表面电阻率(爆炸性环境) surfaceresistivity(forexplosiveatmospheres)
通过表面相对两边单位长度和单位宽度的电阻。

  注:表面电阻率通常用欧姆(或欧姆每平方)表示。

426-25-08
体积电阻率(爆炸性环境) volumeresistivity(forexplosiveatmospheres)
物体单位长度和单位横截面的电阻。

  注:体积电阻率用欧姆米表示。

426-25-09
电导率(爆炸性环境) conductivity(forexplosiveatmospheres)
体积电阻率数的倒数。

  注:电导率通常用西门子每米表示。

426-25-10
释放时间 relaxationtime
固体表面或大容量液体或粉末中静电电荷以指数方式衰减到其初始值1/e(即约37%)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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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5-11
静电电击 electrostaticshock
静电放电产生的电流通过人或动物身体导致的病理学效应。

426-25-12
多相液体 multiphaseliquid
形成有明显界面边界的分离两相的两种不相溶液体混合物,以及固体悬浮在液体中。

  注:液体在气体中的悬浮物[即薄雾或喷雾]不视为多相液体。

426-25-13
被污染的液体(静电) contaminatedliquid(electrostatics)
含自由水分或其他不相溶液体体积超过0.5%,或悬浮固体超过10mg/L的液体。

426-25-14
导体(静电) conductor(electrostatics)
导电的物体。

  注:静电“导体”通常承载非常低的电流,不用于传递功率,但用于耗散积聚的电荷。

426-25-15
导电鞋 conductivefootwear
对地电阻低至不能防止站在导电地面上的人员受到危险电击的鞋。

  注:见IEC61340-4-3及IEC61340-4-5。

426-25-16
耗散鞋 dissipativefootwear
确保站在导电或耗散地面上的人员对地电阻足够低以确保静电电荷耗散,但足够高以降低危险电

击的风险。

  注1:见IEC61340-4-3及IEC61340-4-5。

  注2:ISO20345描述的防静电鞋能满足此功能。

426-25-17
耗散服 dissipativeclothing
材料及设计要求符合EN1149-5或IEC61340-4-9的服装。

426-26 特殊型“s”

426-26-01
特殊型“s” specialprotection“s”
由于功能或使用限制,设备不能全部按照现有的防爆型式或防爆型式组合进行评定时,允许通过采

用特殊的设计,经评定和试验,达到要求的设备保护级别(EPL)的防爆型式。

426-26-02
独立检验机构 independentverifier
具有应用防爆技术的能力,负责对设计计算、评定和试验进行验证,在管理、财务等资源方面独

立,有别于从事设备设计、制造或销售所有相关活动的个人或组织。

  注:可能是第二方或第三方评审员、测试实验室、认证机构等。

426-27 爆炸性环境-质量体系的应用

426-27-01
制造商(爆炸性环境) manufacturer(explosiveatmospheres)
在规定的一个或多个场所进行产品生产、评定、处置和存放,或者控制这些过程,能负责使产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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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要求,并承担所有相关责任的组织。

  注1:“制造商”和“组织”通常可以互换。

  注2:IEC60079-0要求的证书通常将以制造商的名义颁发。

426-27-02
合同 contract
在制造商和顾客之间达成协议并以任何适当的方式传递的要求。

426-27-03
顾客投诉 customercomplain
顾客报告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的、涉及证书规定的任何设备、防护系统或元件的标识、质量、耐久性、

安全性、可靠性、符合性或性能的陈述。

426-27-04
产品(Ex设备) product(Exequipment)

Ex元件、Ex设备、防护系统、安全装置和它们的组合,以及ISO9001中定义的软件和服务。

426-27-05
防护系统 protectivesystem
能够立即停止刚发生的爆炸和/或限制爆炸火焰和爆炸压力的有效范围的设计单元。

  注:防护系统可能作为设备的一部分,也可能作为独立系统单独投放市场。

426-27-06
技术文件 technicaldocumentation
能够评定产品与标准要求符合性的文件。

  注1:当涉及认证时,通常包括工程图纸。

  注2:涉及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运行,包括:

———总体描述;

———设计和加工图,元件、半成品组件、电路等的布局图;

———对理解产品的图纸、布局和运行必需的说明和解释;

———证书中列出的、全部或部分引用的标准清单,以及满足标准要求采用的方案说明;

———设计计算、进行的检验等的结果;

———试验报告。

426-27-07
制造商文件 manufacturer'sdocumentation
申请试验报告或证书时,检验机构不需要审查,但是制造商需要具备的文件。

  注:例如制造说明、相关图纸、数据表及销售资料。

426-27-08
负责验证的机构 bodyresponsibleforverification
适用时,进行文件评审和定期审核的机构。

  注:该机构可能是制造商(第一方)、购买方(第二方)、认证机构(第三方)或任何其他第三方。

426-28 非电气设备(通用)

426-28-01
有效点燃源 effectiveignitionsource
当出现时(即在正常运行、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条件下),能够点燃爆炸性环境的潜在点燃源。

  注1:有效点燃源对确定EPL是重要的。

  注2: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有效点燃源是能够点燃爆炸性环境的潜在点燃源。

74

GB/T2900.35—2023/IEC60050-426:2020



  注3:例如,轴承产生的摩擦热是可能点燃源。如果设备包含轴承,则它是设备相关点燃源。如果轴承摩擦产生的

能量能够点燃爆炸性混合物,则它是潜在点燃源。这种潜在点燃源是否是有效点燃源取决于它在特定情况

下发生的可能性。

426-28-02
设备相关点燃源 equipmentrelatedignitionsource
可能由考虑中的设备引起的点燃源,无论其点燃能力如何。

  注1:有时也被称为相关点燃源。但是,这可能导致对点燃源存在、点燃能力或是否存在于设备中几方面是否相关

的误解。

  注2:在点燃危险评定中考虑所有与设备相关的点燃源,以确定它们是否是潜在点燃源。

426-28-03
故障(非电气设备) malfunction(non-electricalequipment)
设备或元件不执行其预定防爆功能的情况。

  注1:见ISO12100。

  注2:故障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包括:

———加工材料、工件的性能或尺寸的改变;

———设备的一个(或多个)零部件、防护系统和元件的失效;

———外部干扰(例如冲击、振动、电磁场);

———设计错误或有缺陷(例如软件出错);

———电源或其他工作干扰;

———操作人员对设备失去控制(尤其是手持式机器)。

426-28-04
最大可能势能 maximumpossiblepotentialenergy
能储存在设备或设备部件中并在释放过程中消散成动能的最大能量。

426-28-05
最高表面温度(非电气设备) maximumsurfacetemperature(non-electricalequipment)
在最不利运行条件下(但在认可的容差范围内)工作时,设备、保护系统或元件的任何部分或任何表

面所能达到的能够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的最高温度。

  注1:设备上标志的最高表面温度包括基于设备EPL的安全裕量。

  注2:相应的表面温度可能是内表面温度或外表面温度,视防爆型式而定。

  注3:对于爆炸性粉尘环境用Ex设备,该温度出现在外壳的外表面上,并可能包含规定的粉尘层条件。

[来源:IEC60079-0:2017,3.57,修改]

426-28-06
非电气设备 non-electricalequipment
能机械地实现其预定功能的设备。

  注:该设备的原动机可能被任何类型的能量驱动,包括电能。

426-28-07
正常运行(非电气设备) normaloperation(non-electricalequipment)
设备符合设计规范并在制造商规定的限制范围内使用的运行状况。

  注1:需要维修或停机的故障(例如:泵密封件、法兰密封垫的损坏或因事故造成物质泄漏),不视为正常运行的一

部分。

  注2:可燃性物质的少量释放可能是正常运行的一部分。例如:从依靠泵送流体湿润的密封件释放的物质被视为

少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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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8-08
可能点燃源 possibleignitionsource
为识别点燃危险而考虑的点燃源类型。

  注:可能点燃源包括:

———热表面;

———火焰和热气(包括热颗粒);

———机械产生的火花;

———电源;

———杂散电流、阴极防腐措施;

———静电;

———雷电;

———104Hz~3×1011Hz射频(RF)电磁波;

———3×1011Hz~3×1015Hz电磁波(包括光辐射);

———电离辐射;

———超声波;

———绝热压缩和冲击波;

———放热反应,包括粉尘自燃。

426-28-09
潜在点燃源 potentialignitionsource
具有点燃爆炸性环境能力(即成为有效点燃源)的设备相关点燃源。

  注:成为有效点燃源的可能性决定着EPL(它们可能出现在正常运行、预期故障、罕见故障条件下)。

426-28-10
自动控制措施 automaticcontrolmeasure
无需手动干预,采取的降低潜在点燃源转变为有效点燃源的可能性的行动。

426-28-11
控制点燃源型“b” protectionbycontrolofignitionsource“b”
一种防点燃保护型式,机械或电气装置与非电气设备上一起使用,以手动或自动降低潜在点燃源转

变为有效点燃源的可能性。

  注:例如,可能是指示缺油的液位传感器、指示轴承发热的温度传感器或指示超速的速度传感器。

426-28-12
结构安全型“c” constructionalsafety“c”
一种防点燃保护型式,采用结构性措施以防止活动部件造成的热表面、火花和绝热压缩引起点燃的

可能性。

426-28-13
液浸型“k” liquidimmersion“k”
一种防点燃保护型式,使潜在点燃源变成无效或与爆炸性环境隔离。通过使潜在点燃源完全浸没

在保护液体中,或者部分浸没并用保护液体将点燃源的活动表面连续覆盖,使可能在液体上方或设备外

壳外部的爆炸性环境不能被点燃。

426-28-14
带密封外壳的设备(非电气设备) equipmentwithasealedenclosure(non-electricalequipment)
在工作过程中内部保护液体膨胀和收缩时,能限制外部大气进入的全封闭设备。

  注:这种设备包括任何相关的管道系统且经常含有过压释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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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8-15
带排气口外壳的设备(非电气设备) equipmentwithaventedenclosure(non-electricalequipment)
正常运行过程中内部保护液体膨胀或收缩时,允许外部大气通过呼吸装置或收缩孔进入或排出的

封闭设备。

  注:这种设备包括任何相关的管道系统。

426-28-16
防止点燃装置 ignitionpreventiondevices
防止点燃系统 ignitionpreventionsystems
将一个或多个传感器发出的信号转变为动作或指示,以降低潜在点燃源转变为有效点燃源的可能

性的安排。

426-28-17
手动控制措施 manualcontrolmeasure
收到预警、指示或警报后,人工采取的降低潜在点燃源转变为有效点燃源的可能性的行动。

426-28-18
开口设备 openequipment
自身或其元件浸没在对外部大气敞开的保护液体中的设备。

  注:例如顶部敞开的有浸没活动元件的容器。这种设备包括任何相关的管道系统。

426-29 非电气设备-采矿

426-29-01
瓦斯爆炸的预防和防护 protectionagainstfiredampexplosions
矿山地下部分以及受瓦斯和/或可燃性粉尘影响的矿山地面部分的爆炸预防和防护。

426-29-02
机械装置 machinery
用于特定用途、由零件或元件连接组成的装备,在驱动系统作用下至少有一个部分运动。

  注:术语“机械装置”也包括为达到共同目的、要作为整体运行而安装和控制的机器组合。

426-29-03
液压液 hydraulicfluids
除水外用于液压传动和监控的液体及其浓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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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A

安全特低电压系统 426-11-45……………………

安全装置 426-04-42………………………………

B

白炽灯(矿灯) 426-22-03…………………………

半导体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55……………
伴热 426-20-39……………………………………
伴热板(伴热) 426-20-15…………………………
伴热比(伴热) 426-20-58…………………………
伴热垫(伴热) 426-20-14…………………………
伴热器 426-20-37…………………………………
伴热器 426-08-14…………………………………
伴热器单元 426-20-38……………………………
伴热器元件 426-20-38……………………………
伴热系统(伴热) 426-20-57………………………
包层 426-23-05……………………………………
薄雾(可燃性物质) 426-02-29……………………
保护等级 426-01-24………………………………
保护气体 426-09-04………………………………
保护气体供给装置 426-09-18……………………
保护特低电压系统 426-11-44……………………
保护型光辐射 426-23-17…………………………
保护型光纤电缆 426-23-15………………………
保护液体 426-10-02………………………………
保护装置 426-04-46………………………………
保温层(伴热) 426-20-36…………………………
报警器(正压外壳“p”) 426-09-05………………
报警设定值 426-24-01……………………………
报警式设备 426-24-03……………………………
报警锁定(气体探测) 426-24-31…………………
报警信号 426-24-02………………………………
爆炸范围(被取代) 426-24-17……………………
爆炸性粉尘环境 426-01-08………………………
爆炸性环境 426-01-06……………………………

爆炸性气体环境 426-01-07………………………
被污染的液体(静电) 426-25-13…………………
本质安全电路 426-11-01…………………………
本质安全设备 426-11-02…………………………
本质安全装置 426-11-02…………………………
本质安全型“i” 426-11-42…………………………
本质安全型“iD” 426-11-43………………………
便携式设备 426-01-11……………………………
便携式设备(气体探测) 426-24-42………………
表面电阻(爆炸性环境) 426-25-06………………
表面电阻率(爆炸性环境) 426-25-07……………
并联伴热器(伴热) 426-20-55……………………

C

采样点(气体探测) 426-24-52……………………

采样管(气体探测) 426-24-51……………………
采样探头(气体探测) 426-24-53…………………
采样系统(气体探测) 426-24-50…………………
操纵杆 426-06-10…………………………………
测量点(气体探测) 426-24-32……………………
测试接口 426-13-15………………………………
产品(Ex设备) 426-27-04………………………
场所(爆炸性环境分类) 426-03-28………………
尘密外壳 426-04-34………………………………
充砂型“q” 426-07-01……………………………
抽样检查 426-14-08………………………………
初始检查 426-14-06………………………………
初始启动电流 426-08-04…………………………
初始校准(气体探测) 426-24-27…………………
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58……………………
传感元件(气体探测) 426-24-56…………………
串联伴热器(伴热) 426-20-26……………………
催化式传感器 426-24-08…………………………

D

带电维护 426-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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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联锁装置的光学系统“opsh” 426-23-18………
带密封外壳的设备(非电气设备) 426-28-14……

带排气口外壳的设备(非电气设备)

426-28-15

……………
……………………………………

带一体式传感器的设备(气体探测)

426-24-76

……………
……………………………………

单机气体探测控制单元 426-24-64………………
单机式气体设备 426-24-65………………………
单一位置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59…………
导电的(静电) 426-25-01…………………………
导电防护层 426-20-43……………………………
导电鞋 426-25-15…………………………………
导电性粉尘 426-02-19……………………………
导管引入 426-04-24………………………………
导体(静电) 426-25-14……………………………
点读式探测器(气体探测) 426-24-62……………
点燃延迟时间(可燃性物质) 426-02-28…………
点探测设备(气体探测) 426-24-40………………
电导率(爆炸性环境) 426-25-09…………………
电化学传感器 426-24-16…………………………
电缆电感与电阻的最大比值 426-11-39…………
电缆贯通装置(电缆引入装置) 426-04-53………
电缆引入装置 426-04-18…………………………
电气隔离 426-04-52………………………………
电气间隙 426-04-12………………………………
电源端(伴热) 426-20-05…………………………
电阻加热 426-08-19………………………………
电阻加热器 426-08-09……………………………
电阻加热元件 426-08-08…………………………
定期检查 426-14-07………………………………
定子绕组 426-08-21………………………………
独立检验机构 426-26-02…………………………
端子 426-08-22……………………………………
短路电流(爆炸性环境) 426-08-20………………
多相液体 426-25-12………………………………

E

额定电压(伴热) 426-20-56………………………

额定动态电流 426-08-06…………………………
额定短时发热电流 426-08-07……………………
额定绝缘电压 426-04-50…………………………

额定输出功率(伴热) 426-20-24…………………
额定数据 426-04-29………………………………
额定值(爆炸性环境) 426-04-28…………………
二极管安全栅 426-11-10…………………………

F

发光二极管 426-08-16……………………………

发射器(气体探测) 426-24-70……………………
反照率 426-24-04…………………………………
防爆型式(爆炸性环境) 426-01-02………………
防爆型式“n” 426-13-01…………………………
防爆型式“pD” 426-09-23…………………………
防尘外壳 426-04-35………………………………
防粉尘点燃外壳“t” 426-16-02……………………
防粉尘点燃型 “tD” 426-16-01…………………
抗静电(静电)(被取代) 426-25-01………………
防护系统 426-27-05………………………………
防止点燃系统 426-28-16…………………………
防止点燃装置 426-28-16…………………………
非导电性粉尘 426-02-30…………………………
非点燃元件“nC” 426-13-06………………………
非电气设备 426-28-06……………………………
非计数故障 426-04-39……………………………
非密封设备 426-10-04……………………………
非危险场所 426-03-02……………………………
非线性电源 426-11-41……………………………
沸点 426-02-36……………………………………
分流安全组件 426-11-50…………………………
分体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48……………
分支回路(伴热) 426-20-02………………………
粉尘(爆炸性环境) 426-02-17……………………
粉尘层的最低点燃温度 426-02-20………………
粉尘集尘装置 426-03-26…………………………
粉尘释放源 426-03-27……………………………
粉尘云的最低点燃温度 426-02-21………………
封闭式断路装置“nC” 426-13-04…………………
敷形涂层 426-04-71………………………………
符号“U”(爆炸性环境) 426-04-31………………
符号“X”(爆炸性环境) 426-04-32………………
辐射功率 426-23-13………………………………
辐射曝光量 426-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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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通量 426-23-13………………………………
辐照度 426-23-09…………………………………
辅助传热材料(伴热) 426-20-13…………………
负责验证的机构 426-27-08………………………
复合物(用于浇封) 426-04-41……………………
复合物的温度范围 426-12-03……………………
复制绕组 426-15-12………………………………

G

改动 426-15-13……………………………………

改造(爆炸性环境) 426-15-06……………………
隔爆接合面 426-06-02……………………………
隔爆接合面宽度 426-06-05………………………
隔爆外壳“d” 426-06-01…………………………
隔离部件 426-04-45………………………………
个体设备 426-01-10………………………………
个体设备(气体探测) 426-24-43…………………
工厂连接件 426-04-72……………………………
工厂装配伴热器 426-20-09………………………
工程图 426-04-43…………………………………
工件(伴热) 426-20-41……………………………
工件(电阻加热) 426-08-10………………………
工作电压 426-04-67………………………………
工作电压(伴热) 426-20-21………………………
工作温度 426-04-30………………………………
工作周期(负载的) 426-04-11……………………
功率密度(伴热) 426-20-23………………………
功能检查(气体探测) 426-24-22…………………
孤立导体 426-25-04………………………………
固定设备(爆炸性环境) 426-01-09………………
固体绝缘(爆炸性环境) 426-04-66………………
固有安全型光辐射 426-23-08……………………
故障(爆炸性环境) 426-04-56……………………
故障(本质安全型“i”) 426-11-12…………………
故障(非电气设备) 426-28-03……………………
故障信号 426-24-18………………………………
顾客投诉 426-27-03………………………………
关联设备 426-11-03………………………………
关联装置 426-11-03………………………………

关联限能设备 “[nL]”或 “[ExnL]”

426-13-09

……………
……………………………………

光 426-23-10………………………………………
光辐射 426-23-14…………………………………
光功率 426-23-13…………………………………
光缆 426-23-12……………………………………
光离子探测器(气体探测) 426-24-39……………
光路(气体探测) 426-24-36………………………
光束宽度 426-23-02………………………………
光束强度 426-23-03………………………………
光束直径 426-23-02………………………………
光束阻塞信号 426-24-07…………………………
光通量 426-23-13…………………………………
光纤 426-23-11……………………………………
光纤电缆 426-23-12………………………………
光纤束 426-23-06…………………………………
光纤终端装置 426-23-07…………………………
光源(矿灯) 426-22-02……………………………
光轴(气体探测) 426-24-35………………………
过电压类别 426-04-48……………………………
过压 426-09-16……………………………………

H

罕见故障 426-04-58………………………………
耗散的(静电) 426-25-02…………………………
耗散服 426-25-17…………………………………
耗散鞋 426-25-16…………………………………
合同 426-27-02……………………………………
红外吸收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25………
呼吸装置 426-04-03………………………………
护套(伴热) 426-20-27……………………………
护套温度(伴热) 426-20-28………………………
环境空气(气体探测) 426-24-05…………………
环境温度(爆炸性环境) 426-04-09………………
环境温度(伴热) 426-20-01………………………
换气 426-09-03……………………………………
恢复时间(气体探测) 426-24-46…………………
火花试验装置(本质安全电路的) 426-11-11……
火焰离子探测器 426-24-20………………………
火焰温度分析仪 426-24-21………………………
获证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426-11-33………………

J

机械装置 426-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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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浓度(气体探测) 426-24-28…………………
极限温度 426-04-75………………………………
计数故障 426-04-38………………………………
技术文件 426-27-06………………………………
剂量(气体探测) 426-24-14………………………
夹紧组件(电缆引入装置) 426-04-19……………
间隙(隔爆接合面的) 426-06-03…………………
间歇传感(气体探测) 426-24-30…………………
检查(爆炸性环境) 426-14-02……………………
检修 426-15-17……………………………………
简单设备 426-11-09………………………………
简单装置 426-11-09………………………………
浇封 426-04-76……………………………………
浇封型“m” 426-12-01……………………………
浇封型“mD” 426-12-11…………………………
浇封装置“nC” 426-13-03…………………………
浇铸(非金属复合物的) 426-04-47………………
接地电阻 426-25-05………………………………
接收器(气体探测) 426-24-45……………………
接线腔 426-04-33…………………………………
洁净空气(气体探测) 426-24-09…………………
结构安全型“c” 426-28-12………………………
金属包头 426-08-15………………………………
金属防护层(伴热) 426-20-19……………………
静电电击 426-25-11………………………………
静态正压保护 426-09-19…………………………
具有行政职能的技术人员 426-14-11……………
距离(隔爆接合面) 426-06-07……………………
绝缘的 426-25-03…………………………………
绝缘套管(爆炸性环境) 426-04-17………………

K

开放路径(气体探测) 426-24-34…………………

开关触头 426-12-09………………………………
开口设备 426-28-18………………………………
考核(人员的) 426-15-16…………………………
可见辐射 426-23-10………………………………
可靠隔离 426-04-40………………………………
可靠绝缘 426-04-40………………………………
可靠连接 426-11-52………………………………
可靠元件 426-11-28………………………………

可靠组件 426-11-28………………………………
可能点燃源 426-28-08……………………………
可燃性材料 426-03-16……………………………
可燃性飞絮 426-02-25……………………………
可燃性粉尘 426-02-18……………………………
可燃性气体 426-02-34……………………………
可燃性物质 426-09-10……………………………
可燃性物质 426-03-16……………………………
可燃性液体 426-02-33……………………………
可燃性蒸气 426-02-35……………………………
可使用状态 426-15-01……………………………
控制点燃源型“b” 426-28-11……………………
控制图 426-11-46…………………………………
快开式盖 426-06-11………………………………
快开式门 426-06-11………………………………
矿灯 426-22-01……………………………………
扩散式设备 426-24-13……………………………

L

冷端引线(伴热) 426-20-03………………………

连接件 426-04-25…………………………………
连续传感(气体探测) 426-24-12…………………
连续发射(爆炸性环境) 426-04-60………………
连续工作式设备(气体探测) 426-24-11…………
连续级释放 426-03-10……………………………
连续监督 426-14-09………………………………
连续运行温度 426-04-26…………………………
灵敏度(气体探测) 426-24-57……………………
零件 426-15-04……………………………………
零气体(气体探测) 426-24-73……………………
螺纹式盖 426-06-13………………………………
螺纹式门 426-06-13………………………………

M

脉冲发射 426-04-61………………………………

盲管(伴热) 426-20-07……………………………
密封圈(电缆引入装置) 426-04-21………………
密封设备 426-10-03………………………………
密封装置“nC” 426-13-07…………………………
模铸 (爆炸性环境) 426-11-49……………………
目视检查 426-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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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内部布线 426-11-32………………………………
内部电感与电阻的最大比值 426-11-27…………
内释放源 426-09-14………………………………
内置系统 426-09-06………………………………
能力 426-15-14……………………………………
逆反射器(气体探测) 426-24-49…………………
浓度(气体探测) 426-24-10………………………

P

爬电距离(爆炸性环境) 426-04-15………………
排液装置 426-04-04………………………………
漂移(气体探测) 426-24-15………………………
普通火花装置 426-13-16…………………………

Q

启动电流(伴热) 426-20-30………………………
启动电流比 426-08-13……………………………
气候防护层(伴热) 426-20-40……………………
气密装置 426-09-11………………………………
气密装置“nC” 426-13-05…………………………
气体 426-02-26……………………………………
气体校准室(气体探测) 426-24-23………………
气象光学视程(气体探测) 426-24-33……………
潜在点燃源 426-28-09……………………………
区域(爆炸性环境分类) 426-03-30………………
区域范围 426-03-21………………………………

R

燃烧范围 426-24-17………………………………
燃烧极限 426-02-39………………………………
燃烧上限 426-02-10………………………………
燃烧下限 426-02-09………………………………
热导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66……………
热起燃时间 426-04-62……………………………
热损失(伴热) 426-20-11…………………………
认证 426-15-10……………………………………
熔断器额定值 426-11-48…………………………

S

三通件(伴热) 426-20-06…………………………

散热件(伴热) 426-20-12…………………………
闪点(爆炸性环境) 426-02-14……………………
上限温度(伴热) 426-20-16………………………
设备(爆炸性环境) 426-01-01……………………
设备保护级别 426-01-15…………………………
设备类别 426-01-03………………………………
设备相关点燃源 426-28-02………………………
设计负载(伴热) 426-20-08………………………
射频(爆炸性环境) 426-04-59……………………
射频识别 426-21-01………………………………
试验用爆炸性混合物 426-02-05…………………
室外暴露(伴热) 426-20-54………………………
释放时间 426-25-10………………………………
释放速率 426-03-13………………………………
释放速率 426-24-47………………………………
释放源 426-03-06…………………………………
收发器(气体探测) 426-24-69……………………
手动控制措施 426-28-17…………………………
受控设计 426-20-42………………………………
束 426-23-06………………………………………
顺磁式氧探测器(气体探测) 426-24-37…………

T

弹性体 426-04-74…………………………………

特殊紧固件(爆炸性环境) 426-04-05……………
特殊型“s” 426-26-01……………………………
特殊状态(气体探测) 426-24-61…………………
体积电阻率(爆炸性环境) 426-25-08……………
体积分数 426-24-71………………………………
天线增益 426-04-65………………………………
填充材料(充砂) 426-07-02………………………
通风 426-03-14……………………………………
通过固体绝缘的距离 426-04-14…………………
通过浇封复合物的距离 426-04-13………………
通过填充材料的距离(充砂) 426-07-03…………
涂层 426-04-70……………………………………
涂层下距离 426-04-16……………………………

W

瓦斯 426-02-24……………………………………

瓦斯爆炸的预防和防护 426-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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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感与电阻的最大比值 426-11-26…………
外护套(伴热) 426-20-22…………………………
外壳(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426-04-01……………
外壳防护等级 426-04-02…………………………
外壳容积(隔爆外壳“d”) 426-06-08……………
外壳容积(正压外壳“p”) 426-09-09……………
外围设备(气体探测) 426-24-38…………………
危险场所 426-03-01………………………………
维持温度(伴热) 426-20-49………………………
维护(爆炸性环境) 426-14-01……………………
未获证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426-11-34……………
温度传感器 426-20-44……………………………
温度传感元件 426-20-44…………………………
温度控制器(伴热) 426-20-34……………………
温度控制装置(伴热) 426-20-33…………………
温度限制装置(伴热) 426-20-35…………………
温度组别 426-01-05………………………………
稳定(气体探测) 426-24-63………………………
稳态设计 426-08-12………………………………
稳态设计(伴热) 426-20-29………………………
污染等级 426-04-49………………………………
无火花装置 “nA” 426-13-02……………………

X

吸气式设备 426-24-06……………………………

吸收(爆炸性环境) 426-23-01……………………
稀释 426-09-07……………………………………
稀释区域 426-09-08………………………………
系统描述文件 426-11-35…………………………
系统设计员 426-11-36……………………………
系统文件(伴热) 426-20-31………………………
纤芯(光纤的) 426-23-04…………………………
现场布线连接件 426-04-73………………………
现场校准工具 426-24-60…………………………
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 426-11-53………………
现场组装伴热器 426-20-10………………………
限能设备 “nL” 426-13-08………………………
限制呼吸外壳 “nR” 426-13-11…………………
线性电源 426-11-40………………………………
相对密度(气体或蒸气的) 426-02-32……………
相关图纸 426-04-44………………………………

详细检查 426-14-05………………………………
响应时间(气体探测) 426-24-67…………………
校准和测试罩 426-24-75…………………………
泄漏补偿 426-09-15………………………………
泄漏电阻 426-25-05………………………………
修复 426-15-05……………………………………
修理(爆炸性环境) 426-15-02……………………
修理单位 426-15-09………………………………
选择性(气体探测) 426-24-54……………………

Y

压紧元件(电缆引入装置) 426-04-20……………

压力重叠 426-02-15………………………………
验证档案 426-21-02………………………………
液化可燃性气体 426-03-22………………………
液浸型“k” 426-28-13……………………………
液压液 426-29-03…………………………………
一般检查 426-14-04………………………………
一体式传感器(气体探测) 426-24-29……………
移动式设备 426-01-12……………………………
异常运行 426-03-29………………………………
抑制信号(气体探测) 426-24-26…………………
用户(爆炸性环境) 426-15-08……………………
用螺纹紧固件固定的盖 426-06-12………………
用螺纹紧固件固定的门 426-06-12………………
油浸型“o” 426-10-01……………………………
有点燃能力的设备 426-09-12……………………
有毒气体 426-24-68………………………………
有能力的防爆人员 426-15-15……………………
有能力的机构 426-21-03…………………………
有效点燃源 426-28-01……………………………
有效工作时间 426-22-04…………………………
预期故障 426-04-57………………………………
预热时间(气体探测) 426-24-72…………………
阈功率 426-04-64…………………………………
阈能量 426-04-63…………………………………

Z

杂混物 426-02-22…………………………………

再现峰值电压 426-04-51…………………………
再校准(气体探测) 426-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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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安型 “e” 426-08-01……………………………
粘结 426-12-10……………………………………
蒸气 426-02-31……………………………………
蒸气压 426-02-37…………………………………
整体概念 426-11-47………………………………
整体元件 426-20-45………………………………
正常运行(爆炸性环境) 426-04-10………………
正常运行(电动机) 426-08-05……………………
正常运行(非电气设备) 426-28-07………………
正压保护系统 426-09-17…………………………
正压外壳 426-09-02………………………………
正压型“p” 426-09-01……………………………
证书 426-04-23……………………………………
指示器(正压型“p”) 426-09-13…………………
指示装置(气体探测) 426-24-24…………………
制造商(爆炸性环境) 426-27-01…………………
制造商(爆炸性环境-修理和检修) 426-15-07……
制造商文件 426-27-07……………………………
中毒剂(气体探测) 426-24-41……………………
终端(伴热) 426-20-04……………………………
专业人员 426-14-10………………………………
转轴 426-06-09……………………………………
准连续传感(气体探测) 426-24-12………………
资格(人员的) 426-15-18…………………………
自保护限能设备 “nAnL” 426-13-10……………
自动控制措施 426-28-10…………………………
自动吸气式设备(气体探测) 426-24-74…………
自燃 426-02-27……………………………………
自燃温度 426-02-01………………………………
自燃物质 426-02-23………………………………
自限温特性 426-08-11……………………………
自由表面 426-12-06………………………………
最大电缆电感 426-11-38…………………………
最大电缆电容 426-11-37…………………………
最大可能势能 426-28-04…………………………
最大内部电感 426-11-21…………………………
最大内部电容 426-11-20…………………………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426-02-11……………………
最大输出电流 426-11-22…………………………
最大输出功率 426-11-23…………………………
最大输入电流 426-11-17…………………………

最大输入功率 426-11-18…………………………
最大外部电感 426-11-16…………………………
最大外部电容 426-11-15…………………………
最低安装温度(伴热) 426-20-52…………………
最低环境温度(伴热) 426-20-20…………………
最低允许保护液位 426-10-06……………………
最高表面温度 426-01-04…………………………
最高表面温度(非电气设备) 426-28-05…………
最高护套温度(伴热) 426-20-50…………………
最高环境温度(伴热) 426-20-17…………………
最高间歇暴露温度(伴热) 426-20-48……………
最高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直流电压 426-11-25……
最高连续暴露温度(伴热) 426-20-46……………
最高连续运行温度(伴热) 426-20-47……………
最高耐受温度(伴热) 426-20-51…………………
最高输出电压 426-11-24…………………………
最高输入电压 426-11-19…………………………
最高维持温度(伴热) 426-20-47…………………
最高允许保护液位 426-10-05……………………
最小点燃电流 426-02-12…………………………
最小点燃能量 426-02-38…………………………
最终示值(气体探测) 426-24-19…………………

AIT 426-02-01……………………………………

COT 426-04-26……………………………………

Da级 426-01-21…………………………………

Db级 426-01-22…………………………………

Dc级 426-01-23…………………………………

EPL 426-01-15……………………………………

Ex设备 426-01-14………………………………

Ex设备电缆引入装置 426-04-22………………

Ex设备封堵件 426-04-54………………………

Ex设备螺纹式管接头 426-04-55………………

Ex设备证书 426-04-69…………………………

Ex元件 426-01-13………………………………

Ex元件证书 426-04-68…………………………

FID 426-24-20……………………………………

FISCO 426-11-53…………………………………

FP 426-02-14……………………………………

FTA 426-24-21……………………………………

Ga级 42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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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级 426-01-19…………………………………

Gc级 426-01-20…………………………………

IP 426-04-02………………………………………

LED 426-08-16……………………………………

LED封装 426-08-18………………………………

LED模块 426-08-17………………………………

LFL 426-02-09……………………………………

Ma级 426-01-16…………………………………

Mb级 426-01-17…………………………………

MESG 426-02-11…………………………………

MIC 426-02-12……………………………………

MIE 426-02-38……………………………………

MI伴热器(伴热) 426-20-53……………………

PELV(系统) 426-11-44…………………………

SELV(系统) 426-11-45…………………………

tE 时间 426-08-03…………………………………

UFL 426-02-10……………………………………
“pxb”保护等级 426-09-20………………………
“pyb”保护等级 426-09-21………………………
“pzc”保护等级 426-09-22………………………

0区 426-03-03……………………………………

1级释放 426-03-11………………………………

1区 426-03-04……………………………………

20区 426-03-23……………………………………

21区 426-03-24……………………………………

22区 426-03-25……………………………………

2级释放 426-03-12………………………………

2区 426-03-05……………………………………

英文对应词索引

A

abnormaloperation 426-03-29………………………………………………………………………………

absorption(forexplosiveatmospheres) 426-23-01…………………………………………………………

adhesion 426-12-10……………………………………………………………………………………………

AIT 426-02-01…………………………………………………………………………………………………

alarmsetpoint 426-24-01……………………………………………………………………………………

alarmsignal 426-24-02………………………………………………………………………………………

alarm(pressurizedenclosure“p“) 426-09-05………………………………………………………………

alarm-onlyequipment 426-24-03……………………………………………………………………………

albedo 426-24-04………………………………………………………………………………………………

alteration 426-15-13……………………………………………………………………………………………

ambientair(gasdetection) 426-24-05………………………………………………………………………

ambienttemperature(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4-09……………………………………………………

ambienttemperature(traceheating) 426-20-01………………………………………………………………

antennagain(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4-65……………………………………………………………

antistatic(electrostatically) 426-25-01………………………………………………………………………

area(classificationof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3-28…………………………………………………

aspiratedequipment 426-24-06………………………………………………………………………………

associatedapparatus 426-11-03………………………………………………………………………………

associatedenergy-limitedapparatus“[nL]”or“[ExnL]“ 426-13-09……………………………………

auto-ignition 42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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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ignitiontemperature 426-02-01…………………………………………………………………………

automaticcontrolmeasure 426-28-10…………………………………………………………………………

automaticallyaspiratedequipment(gasdetection) 426-24-74………………………………………………

B

beamblockedsignal 426-24-07………………………………………………………………………………

beamdiameter 426-23-02……………………………………………………………………………………

beamstrength 426-23-03………………………………………………………………………………………

beamwidth 426-23-02…………………………………………………………………………………………

bodyresponsibleforverification 426-27-08…………………………………………………………………

boilingpoint 426-02-36………………………………………………………………………………………

branchcircuit(traceheating) 426-20-02……………………………………………………………………

breather 426-04-03……………………………………………………………………………………………

breathingdevice 426-04-03……………………………………………………………………………………

bundle 426-23-06………………………………………………………………………………………………

bushing(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4-17…………………………………………………………………

C

cablegland 426-04-18…………………………………………………………………………………………

cabletransitdevice(cablegland) 426-04-53…………………………………………………………………

caplight 426-22-01……………………………………………………………………………………………

casting(ofanon-metalliccompound) 426-04-47……………………………………………………………

catalyticsensor 426-24-08……………………………………………………………………………………

certificate 426-04-23…………………………………………………………………………………………

certification 426-15-10…………………………………………………………………………………………

cladding 426-23-05……………………………………………………………………………………………

clampingdevice(cablegland) 426-04-19……………………………………………………………………

cleanair(gasdetection) 426-24-09……………………………………………………………………………

clearance 426-04-12……………………………………………………………………………………………

closeinspection 426-14-04……………………………………………………………………………………

coating 426-04-70………………………………………………………………………………………………

coldlead(traceheating) 426-20-03……………………………………………………………………………

combustibledust 426-02-18……………………………………………………………………………………

combustibleflyings 426-02-25…………………………………………………………………………………

competence 426-15-14…………………………………………………………………………………………

competentbody 426-21-03……………………………………………………………………………………

componentpart 426-15-04……………………………………………………………………………………

compound(forencapsulation) 426-04-41……………………………………………………………………

compressionelement(cablegland) 426-04-20…………………………………………………………………

concentration(gasdetection) 426-24-10………………………………………………………………………

conductivedust 426-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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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ivefootware 426-25-15………………………………………………………………………………

conductive(electrostatically) 426-25-01………………………………………………………………………

conductivity(forexplosiveatmospheres) 426-25-09…………………………………………………………

conductor(electrostatics) 426-25-14…………………………………………………………………………

conduitentry 426-04-24………………………………………………………………………………………

conformalcoating 426-04-71…………………………………………………………………………………

connectionfacilities 426-04-25………………………………………………………………………………

constructionalsafety“c” 426-28-12……………………………………………………………………………

containmentsystem 426-09-06………………………………………………………………………………

contaminatedliquid(electrostatics) 426-25-13………………………………………………………………

continuousdutyequipment(gasdetection) 426-24-11………………………………………………………

continuousgradeofrelease 426-03-10………………………………………………………………………

continuousoperatingtemperature 426-04-26…………………………………………………………………

continuoussensing(gasdetection) 426-24-12…………………………………………………………………

continuoussupervision 426-14-09……………………………………………………………………………

continuoustransmission(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4-60………………………………………………

contract 426-27-02……………………………………………………………………………………………

controldrawing 426-11-46……………………………………………………………………………………

controlleddesign 426-20-42……………………………………………………………………………………

copywinding 426-15-12………………………………………………………………………………………

core(ofanopticalfibre) 426-23-04…………………………………………………………………………

COT 426-04-26…………………………………………………………………………………………………

countablefault 426-04-38……………………………………………………………………………………

coverfixedbythreadedfasteners 426-06-12…………………………………………………………………

creepagedistance(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4-15………………………………………………………

customercomplaint 426-27-03………………………………………………………………………………

D

deadleg(traceheating) 426-20-07……………………………………………………………………………

degreeofprotectionofenclosure 426-04-02…………………………………………………………………

descriptivesystemdocument 426-11-35………………………………………………………………………

designloading(traceheating) 426-20-08……………………………………………………………………

detailedinspection 426-14-05…………………………………………………………………………………

diffusionequipment 426-24-13………………………………………………………………………………

dilution 426-09-07……………………………………………………………………………………………

dilutionarea 426-09-08………………………………………………………………………………………

diodesafetybarrier 426-11-10………………………………………………………………………………

dissipativeclothing 426-25-17…………………………………………………………………………………

dissipativefootware 426-25-16………………………………………………………………………………

dissipative(electrostatically) 426-25-02………………………………………………………………………

distancethroughcastingcompound 42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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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throughfillingmaterial(powderfilling) 426-07-03………………………………………………

distancethroughsolidinsulation 426-04-14…………………………………………………………………

distanceundercoating 426-04-16……………………………………………………………………………

distance(flameproofjoint) 426-06-07…………………………………………………………………………

doorfixedbythreadedfasteners 426-06-12…………………………………………………………………

dose(gasdetection) 426-24-14………………………………………………………………………………

drain 426-04-04………………………………………………………………………………………………

drainingdevice 426-04-04……………………………………………………………………………………

drift(gasdetection) 426-24-15………………………………………………………………………………

dustcontainment 426-03-26…………………………………………………………………………………

dustignitionprotection“tD” 426-16-01………………………………………………………………………

dustignitionprotectionbyenclosure“t” 426-16-02…………………………………………………………

dust(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2-17……………………………………………………………………

dust-protectedenclosure 426-04-35……………………………………………………………………………

dust-tightenclosure 426-04-34………………………………………………………………………………

dutycycle(ofload) 426-04-11…………………………………………………………………………………

E

effectiveignitionsource 426-28-01……………………………………………………………………………

elastomer 426-04-74……………………………………………………………………………………………

electricallyconductivecovering 426-20-43……………………………………………………………………

electrochemicalsensor 426-24-16……………………………………………………………………………

electrostaticshock 426-25-11…………………………………………………………………………………

encapsulateddevice“nC” 426-13-03…………………………………………………………………………

encapsulation“m” 426-12-01…………………………………………………………………………………

encapsulation“mD” 426-12-11………………………………………………………………………………

encapsulation 426-04-76………………………………………………………………………………………

enclosed-breakdevice“nC” 426-13-04………………………………………………………………………

enclosurevolume(flameproofenclosure“d”) 426-06-08……………………………………………………

enclosurevolume(pressurizedenclosure“p”) 426-09-09……………………………………………………

enclosure(equipmentfor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4-01………………………………………………

endtermination(traceheating) 426-20-04……………………………………………………………………

energy-limitedapparatus“nL” 426-13-08……………………………………………………………………

entityconcept 426-11-47………………………………………………………………………………………

EPL 426-01-15…………………………………………………………………………………………………

EPLDa 426-01-21……………………………………………………………………………………………

EPLDb 426-01-22……………………………………………………………………………………………

EPLDc 426-01-23……………………………………………………………………………………………

EPLGa 426-01-18……………………………………………………………………………………………

EPLGb 426-01-19……………………………………………………………………………………………

EPLGc 42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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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LMa 426-01-16……………………………………………………………………………………………

EPLMb 426-01-17……………………………………………………………………………………………

equipmentgrouping 426-01-03………………………………………………………………………………

equipmentprotectionlevel 426-01-15…………………………………………………………………………

equipmentwithasealedenclosure(non-electricalequipment) 426-28-14…………………………………

equipmentwithaventedenclosure(non-electricalequipment) 426-28-15…………………………………

equipmentwithintegralsensor(s)(gasdetection) 426-24-76………………………………………………

equipment(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1-01………………………………………………………………

equipment-relatedignitionsource 426-28-02…………………………………………………………………

Excompetentperson 426-15-15………………………………………………………………………………

Excomponent 426-01-13………………………………………………………………………………………

Excomponentcertificate 426-04-68…………………………………………………………………………

Exequipment 426-01-14………………………………………………………………………………………

Exequipmentblankingelement 426-04-54…………………………………………………………………

Exequipmentcablegland 426-04-22…………………………………………………………………………

Exequipmentcertificate 426-04-69…………………………………………………………………………

Exequipmentthreadadapter 426-04-55……………………………………………………………………

examination(ofaperson) 426-15-16…………………………………………………………………………

expectedmalfunction 426-04-57………………………………………………………………………………

explosiveatmosphere 426-01-06………………………………………………………………………………

explosivedustatmosphere 426-01-08…………………………………………………………………………

explosivegasatmosphere 426-01-07…………………………………………………………………………

explosiverange(被取代) 426-24-17……………………………………………………………………………

explosivetestmixture 426-02-05………………………………………………………………………………

extentofzone 426-03-21………………………………………………………………………………………

F

factoryconnections 426-04-72…………………………………………………………………………………

factory-fabricatedtraceheater 426-20-09……………………………………………………………………

faultsignal 426-24-18…………………………………………………………………………………………

fault(intrinsicsafety“i”) 426-11-12…………………………………………………………………………

ferrule(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8-15…………………………………………………………………

fibrebundle 426-23-06…………………………………………………………………………………………

fibreopticterminaldevice 426-23-07…………………………………………………………………………

FID 426-24-20…………………………………………………………………………………………………

fieldcalibrationkit 426-24-60………………………………………………………………………………

field-assembledtraceheater 426-20-10………………………………………………………………………

fieldbusintrinsicallysafeconcept 426-11-53…………………………………………………………………

field-wiringconnections 426-04-73……………………………………………………………………………

filamentlamp(caplight) 426-22-03……………………………………………………………………………

fillingmaterial(powderfilling) 42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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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indication(gasdetection) 426-24-19……………………………………………………………………

firedamp 426-02-24……………………………………………………………………………………………

FISCO 426-11-53………………………………………………………………………………………………

fixedequipment(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1-09………………………………………………………

flameionizationdetector 426-24-20…………………………………………………………………………

flametemperatureanalyzer 426-24-21………………………………………………………………………

flameproofenclosure“d” 426-06-01…………………………………………………………………………

flameproofjoint 426-06-02……………………………………………………………………………………

flammablegas 426-02-34………………………………………………………………………………………

flammablelimits 426-02-39……………………………………………………………………………………

flammableliquid 426-02-33…………………………………………………………………………………

flammablematerial 426-03-16………………………………………………………………………………

flammablerange 426-24-17……………………………………………………………………………………

flammablesubstance 426-03-16………………………………………………………………………………

flammablesubstance 426-09-10………………………………………………………………………………

flammablevapour 426-02-35…………………………………………………………………………………

flashpoint(explosiveatmospheres) 426-02-14………………………………………………………………

FP 426-02-14…………………………………………………………………………………………………

freesurface 426-12-06…………………………………………………………………………………………

FTA 426-24-21…………………………………………………………………………………………………

functionalcheck(gasdetection) 426-24-22…………………………………………………………………

fuserating 426-11-48…………………………………………………………………………………………

G

galvanicisolation 426-04-52…………………………………………………………………………………

gap(ofaflameproofjoint) 426-06-03…………………………………………………………………………

Gas 426-02-26…………………………………………………………………………………………………

gascalibrationcell(gasdetection) 426-24-23………………………………………………………………

H

hazardousarea 426-03-01……………………………………………………………………………………

heatloss(traceheating) 426-20-11……………………………………………………………………………

heatsink(traceheating) 426-20-12……………………………………………………………………………

heatingpad(traceheating) 426-20-14………………………………………………………………………

heatingpanel(traceheating) 426-20-15………………………………………………………………………

heat-transferaids(traceheating) 426-20-13…………………………………………………………………

hermeticallysealeddevice 426-09-11…………………………………………………………………………

hermetically-sealeddevice“nC” 426-13-05……………………………………………………………………

high-limittemperature(traceheating) 426-20-16……………………………………………………………

hybridmixture 426-02-22……………………………………………………………………………………

hydraulicfluids 426-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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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CE 426-09-12…………………………………………………………………………………………………

ignitiondelaytime(flammablematerial) 426-02-28…………………………………………………………

ignition-capableequipment 426-09-12………………………………………………………………………

Ignition-preventiondevice 426-28-16…………………………………………………………………………

Ignition-preventionsystem 426-28-16…………………………………………………………………………

increasedsafety“e” 426-08-01…………………………………………………………………………………

independentverifier 426-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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