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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０６５１《往复式内燃机　安全》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压燃式发动机；

———第２部分：点燃式发动机。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０６５１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２０６５１．１—２００６《往复式内燃机　安全　第１部分：压燃式发动机》。与

ＧＢ／Ｔ２０６５１．１—２００６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６年版第１章）；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部分标准（见第２章，２００６年版第２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中的引用标准（见第３章）；

———在安全要求和／或措施中，增加了通用要求（见６．１）；

———修改了防护设计要求（见６．９，２００６年版的６．８）；

———修改了对噪声的要求（见６．１９，２００６年版的６．１９）；

———修改了使用和维护须知（见第７章，２００６年版第７章）；

———修改了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２００６年版的附录Ｂ）；

———删除了与欧盟指令关系的说明（见２００６年版的附录ＺＡ）。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７）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四达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郭华、计维斌、王希武、宋国富、罗志坚、乔亮亮、庄国钢、孟红霞、黄敏勤、

代国雄、沈红节、陈云清、谢亚平、瞿俊鸣、张龙兵。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０６５１．１—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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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式内燃机　安全

第１部分：压燃式发动机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０６５１的本部分规定了压燃式发动机及其基本附属设备的安全要求和防护措施。本部分不

包括用于潜在爆炸性环境下所需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陆上、地下和水上用压燃式发动机（以下简称“发动机”）。

本部分不适用于航空用发动机。

本部分所述的发动机是指到动力输出端为止的原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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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８５９（所有部分）　 往复式内燃机　声压法声功率级的测定

ＧＢ／Ｔ１８８３．１　往复式内燃机　词汇　第１部分：发动机设计和运行术语

ＧＢ／Ｔ１８８３．２　往复式内燃机　词汇　第２部分：发动机维修术语

ＧＢ／Ｔ４０２５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

ＧＢ／Ｔ４５５６　往复式内燃机　防火

ＧＢ／Ｔ４６７２　往复式内燃机　手操纵控制机构　标准动作方向

ＧＢ／Ｔ４９４２．１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分级

ＧＢ／Ｔ６０７２．１　往复式内燃机　性能　第１部分：功率、燃料消耗和机油消耗的标定及试验方法　

通用发动机的附加要求

ＧＢ／Ｔ６８０９．１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１部分：固定件和外部罩盖

ＧＢ／Ｔ６８０９．２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２部分：气门、凸轮轴传动及驱动机构

ＧＢ／Ｔ６８０９．３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３部分：主要运动件

ＧＢ／Ｔ６８０９．４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４部分：增压及进排气管系统

ＧＢ／Ｔ６８０９．８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８部分：起动系统

ＧＢ／Ｔ６８０９．９　往复式内燃机　零部件和系统术语　第９部分：监控系统

ＧＢ／Ｔ８１９０．１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１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

ＧＢ／Ｔ８１９０．２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２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量

ＧＢ／Ｔ８１９０．４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４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试验循环

ＧＢ／Ｔ８１９０．５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５部分：试验燃料

ＧＢ／Ｔ８１９０．６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６部分：测量结果和试验报告

ＧＢ／Ｔ８１９０．７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７部分：发动机系族的确定

ＧＢ／Ｔ８１９０．８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８部分：发动机系组的确定

ＧＢ／Ｔ８１９６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ＧＢ／Ｔ８４２０　土方机械　司机的身材尺寸与司机的最小活动空间

ＧＢ１４０２３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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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４０２４　内燃机电站无线电干扰特性的测量方法及允许值　传导干扰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ＧＢ／Ｔ１６７５４—２００８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

ＧＢ／Ｔ１７３００　土方机械　通道装置

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８０４　往复式内燃机　图形符号

ＧＢ／Ｔ１８１５３—２０００　机械安全　可接触表面温度　确定热表面温度限值的工效学数据

ＧＢ／Ｔ１８２０９．１　机械电气安全　指示、标志和操作　第１部分：关于视觉、听觉和触觉信号的要求

ＧＢ／Ｔ１８２０９．２　机械电气安全　指示、标志和操作　第２部分：标志要求

ＧＢ／Ｔ１８３８０．２１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２１部分：单根绝缘细电线电缆火焰垂

直蔓延试验　试验装置

ＧＢ／Ｔ１８３８０．２２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２２部分：单根绝缘细电线电缆火焰垂

直蔓延试验　扩散型火焰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８７１７．２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２部分：人体局部进入机械的开口尺寸确定

原则

ＧＢ／Ｔ１９２１６．１１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１１部分：试验装置　火焰温度

不低于７５０℃的单独供火

ＧＢ／Ｔ１９２１６．２１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２１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　额

定电压０．６／１．０ｋＶ及以下电缆

ＧＢ／Ｔ２００６４．１　往复式内燃机　手柄起动装置　第１部分：安全要求和试验

ＧＢ／Ｔ２００６４．２　往复式内燃机　手柄起动装置　第２部分：脱开角试验方法

ＧＢ２０８００．１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１部分：可燃性气体和蒸汽环境用Ⅱ

类内燃机

ＧＢ２０８００．２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２部分：可燃性粉尘环境用Ⅱ类内

燃机

ＧＢ２０８００．３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３部分：存在甲烷和（或）可燃性粉尘

的地下矿区巷道用Ⅰ类内燃机

ＧＢ／Ｔ２２３５９　土方机械　电磁兼容性

ＧＢ／Ｔ２３３４２　往复式内燃机　回弹式绳索起动装置　基本安全要求

ＧＢ／Ｔ２３８２１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ＧＢ／Ｔ１８８３．２、ＧＢ／Ｔ６０７２．１、ＧＢ／Ｔ６８０９．１、ＧＢ／Ｔ６８０９．２、ＧＢ／Ｔ６８０９．３、

ＧＢ／Ｔ６８０９．４、ＧＢ／Ｔ６８０９．８、ＧＢ／Ｔ６８０９．９、ＧＢ／Ｔ１５７０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基本附属设备　犲狊狊犲狀狋犻犪犾犪狌狓犻犾犻犪狉狔

发动机持续或重复使用时所必要的设备（如由发动机驱动的输油泵和水泵）。

４　总则

由于发动机仅仅是个动力源，而在具体使用中又总是作为一个部件来应用，因此，要求符合这些安

全要求的程度取决于具体的使用场合，并且还应征得发动机制造厂和安装者的同意。特别是，当有可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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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发动机本身或使用过程中的具体危险时，安装者应负责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案。

发动机制造厂应确保其所供应的设备能够符合本部分所规定的要求。要求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发动

机的安装。

第６章所提出的安全要求，适用于发动机制造厂和安装者，具体情况视用途而定。

５　危险一览表

为防止人身伤害而应考虑与压燃式发动机相关的危险一览表列于附录Ａ。

６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

６．１　通用要求

发动机应遵守本章的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此外，对于本部分没有涉及的相关但不重要的危

险，发动机应按照ＧＢ／Ｔ１５７０６的原则设计。

６．２　起动系统

６．２．１　起动系统应能用手动或自动方式操作。

６．２．２　电起动系统通常以２４Ｖ或更低电压工作，不存在危险。本部分不涉及２４Ｖ以上的电起动系

统，采用２４Ｖ以上电起动系统的发动机的安装者应确保发动机在与从动机械连接后能够安全运行。

６．２．３　对采用压缩空气起动的发动机，起动空气系统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ａ）　起动空气系统所选零部件应确保其安全使用，当系统投入使用时能在设计工况范围内可靠运

行，不致因零部件失效或故障产生危险。

ｂ）　设计起动空气系统零件时，应防止压力超过系统或相关部分的最高工作压力或某一零部件的

额定压力。可设置一个或多个安全阀以限制系统零件的压力，或改用调压阀代替，只要满足使

用要求即可。系统的设计、制造和调节应使冲击和脉动压力最小，不致产生危险。

ｃ）　起动空气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使设置的零部件易于接近，并能安全地进行调节和维修。

ｄ）　起动空气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发动机在意外起动时，能方便可靠地切断动力源，并能快速释放系

统内的压力。

ｅ）　无论使用何种控制方式或何种动力源（电力或气动），在主动或意外接通或断开开关、降低压力

以及切断或恢复动力源时不致产生危险。

６．２．４　手柄起动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０６４．１和ＧＢ／Ｔ２００６４．２的要求。此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起动手柄与安装面之间应留有足够间隙，以确保盘车安全。

———采用手动起动装置的发动机应设置减压装置。

只有按上述定义的手柄起动装置、ＧＢ／Ｔ２３３４２规定的回弹式绳索起动装置以及经权威机构认证

能满足安全要求的其他手起动装置才是可以采用的手起动系统。

６．３　正常停机系统

所有发动机均应具有手动或自动控制的正常停机装置，停机应通过切断供油来实现。

６．４　紧急停机系统

６．４．１　通用要求

为避免发动机（组）进入危险工况，发动机安装者和制造厂应考虑是否需要安装紧急停机系统。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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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途不同，除采取切断供油的方法外，也可采用其他诸如进气空气切断装置等停机措施来达到，这些

紧急停机系统应能手动或自动控制。

６．４．２　手动控制

采用手动控制的紧急停机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７５４—２００８规定的０类停机要求。

６．４．３　自动控制

发动机安装者应考虑是否提供自动控制的紧急停机系统。可以用来触发自动控制的紧急停机系统

主要信号有：

ａ）　超速；

ｂ）　润滑油压力过低；

ｃ）　冷却液温度过高；

ｄ）　冷却液液面过低或压力过低。

危险工况的判定和采取何种措施应视具体用途而定。

６．５　控制装置

６．５．１　一般要求

６．５．１．１　手动控制装置应能承受１．２倍表１所列最大操纵力而不致变形或损坏。

６．５．１．２　控制装置动作应准确平稳，无延迟和意外动作发生，具体要求可按照ＧＢ／Ｔ４６７２执行。

６．５．１．３　对发动机在运行时应采用手操纵的控制装置，其表面温度不应超过ＧＢ／Ｔ１８１５３—２０００中５．３

规定的接触时间为１０ｓ的限值。

６．５．１．４　手动控制装置表面及邻近处应无锐边尖角，棱边倒角至少应为０．５ｍｍ。

表１　控制装置间距及最大操纵力

操作方式
间距

ｍｍ

最大操纵力

Ｎ

用指尖 １０ １０

用手指

———拨动 ２０ ５０

———按钮 ２０ ５０

用手

———向上 ５０ ４００

———前后 ５０ ３００

用脚 ５０ ７００

６．５．２　标识

６．５．２．１　控制装置应根据执行功能按ＧＢ／Ｔ１８２０９．２的规定进行标识，或在使用手册中对其功能进行

说明。颜色标识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２５的规定。

６．５．２．２　发动机控制装置上的标志在发动机整个寿命期内应保持清晰、易认。

６．５．２．３　宜按照ＧＢ／Ｔ１７８０４的规定用符号进行标识，如果没有合适符号，也可在控制装置表面或其邻

近处用文字进行标识。具体款式、位置和标志法则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０９．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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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４　紧急停机控制手柄或按钮应置于醒目位置，并具有突出形状，其颜色应为红色，以便能和其他

控制装置区别。

６．５．３　可接近性

６．５．３．１　控制装置宜集中控制。

６．５．３．２　控制装置应安置在操作人员能够触及的地方（见ＧＢ／Ｔ８４２０），并按ＧＢ／Ｔ１８７１７．２的规定提

供具体的接近方法。

６．５．３．３　控制装置之间应留有足够间距，以便在操作时不致无意触动邻近的控制装置，表１给出在给定

的最大操纵力下控制装置之间推荐的最小间距。

６．６　监测装置

６．６．１　仪表标识

应在监测仪表上或其邻近处对其进行标识，宜按ＧＢ／Ｔ１７８０４规定的符号表示，或对其所监测的系

统用文字说明。

６．６．２　仪表可见度

检测仪表应易于被操作者看见（见ＧＢ／Ｔ８４２０）。当需要在夜间或室内工作时，应设有照明装置，

以便在实际使用时操作人员在现场操作位置处能清楚识别。

６．６．３　颜色标识

监测仪表和检测系统宜按ＧＢ／Ｔ４０２５的规定用颜色标识。推荐用红色表示失效或危险状态，用绿

色表示正常工作状况。

６．７　报警装置

６．７．１　报警装置、信号、标志及颜色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０９．１的规定，如果装有紧急报警系统，则应提供能

显示其工作的红色指示灯和／或音响报警装置。

６．７．２　报警装置应设有检验位置以表明其功能是否正常。设计的报警装置应能在发动机运转或停机

时进行检验。

６．８　防护措施

６．８．１　通用要求

应在ＧＢ／Ｔ２３８２１规定的安全距离内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防护，安全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发动机的

安装。发动机的安装方应负责鉴别防护的必要性。

６．８．２　机械危险防护

６．８．２．１　为避免与诸如主轴、风扇、离合器、皮带轮、皮带及具有剪切作用的杠杆等运动件接触，应安装

防护装置 （见６．９）。

６．８．２．２　应对压力容器的安全阀（见６．１４）进行防护，以避免高压流体喷出伤及操作人员，或者应使喷出

的高压流体远离操作人员。

６．８．２．３　当承载弹簧弹力超过１１０Ｎ时应进行防护，以避免弹簧意外松开造成伤害。

６．８．２．４　涡轮增压器外壳在叶片或涡轮发生断裂时应能包容飞裂的零件，或应对其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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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３　热表面防护

热表面的危险，取决于发动机在正常工况下该表面的温度、所在位置和操作人员接触的机会。根据

热表面的位置及其温度，发动机安装方应确定是否存在需进行防护的危险。应以ＧＢ／Ｔ１８１５３—２０００

和相关机械标准作为设计指南。如ＧＢ／Ｔ１８１５３—２０００中未具体说明正常工况，则是指在标定转速和

按ＧＢ／Ｔ６０７２．１规定的ＩＳＯ标准功率工况。

６．９　防护设计

６．９．１　设置的防护装置应严防人员进入危险区，并应符合ＧＢ／Ｔ８１９６的规定。

６．９．２　设置的防护装置在安装时应加以固紧，并应对被防护零件的维护和调整做出规定。

６．９．３　在设计用以包容诸如皮带或皮带轮断裂故障的防护装置时，应在运动件和防护装置之间留有足

够空间，使断裂皮带能从防护装置和皮带轮之间通过。

６．９．４　对可能遭致人们踩踏或跌落的防护装置，在７５ｍｍ×１５０ｍｍ的面积上应能承受１２００Ｎ的垂

直载荷。

６．９．５　防护装置可用实心或网状材料制成，其外部应无毛刺、尖角或锐边。

６．９．６　如防护装置用网状材料制成，则网孔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距离危险小于１００ｍｍ的防护装置，在用１２ｍｍ测头试验时，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４２．１的规定。

ｂ）　距离危险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ｍｍ的防护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８２１的要求。

６．９．７　用以包容抛射零件的防护装置应能防止相应大小的飞块穿过。

６．９．８　当移除防护装置时，应将固定防护装置的固定系统连在防护装置或发动机上。

６．１０　照明

如果发动机制造厂提供的是包括照明在内可以投入使用的动力装置，则操纵手柄、监测装置及相应

走道的照度应不低于２０ｌｘ。

６．１１　搬运

６．１１．１　发动机应设有供起吊装置用的起吊连接件，以便按制造厂的指示起吊整机或其他零部件，设计

的起吊连接件至少应能承受按起吊连接件数量均分的１．５倍起吊重量。

６．１１．２　起吊发动机时，应使吊绳、链条或皮带与发动机之间至少有２０ｍｍ的间隙，除非在设计时就允

许被吊零部件在起吊时可以与吊绳、链条或皮带接触而不致产生永久变形和损坏。

６．１１．３　使用起吊连接件应便于安装吊钩或吊环。

６．１１．４　起吊连接件的设置应在起吊的发动机或其零部件处于制造厂规定的正常位置时，使吊绳、链条

或皮带交于重心之上（如不使用横梁）。

６．１２　防火

６．１２．１　设计时应考虑易燃液体或气体对管路布置、容器设置、泄漏、加注和排泄所产生的危险。应把

与能源接触而导致危险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６．１２．２　发动机应符合ＧＢ／Ｔ４５５６所规定的基本要求。如果发动机用于有异常着火风险的场合，则应

根据用途符合ＧＢ／Ｔ４５５６规定的更为严格的要求。

６．１２．３　 电压超过 ５０ Ｖ 时的布线应符合 ＧＢ／Ｔ１９２１６．１１、ＧＢ／Ｔ１９２１６．２１、ＧＢ／Ｔ１８３８０．２１、

ＧＢ／Ｔ１８３８０．２２的规定。

６．１３　防爆

当发动机用于潜在爆炸性环境时，应符合ＧＢ２０８００．１、ＧＢ２０８００．２和ＧＢ２０８００．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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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　压力容器

不能将发动机中存有压缩空气或液体的零部件看作是压力容器，也不能把进气系统的任何部分看

作是压力容器。

６．１５　软管、管路和电气配线

６．１５．１　软管、管路和电气配线以及管件和接头的设计和材料的选用应能承受预计的压力、电压、温度、

磨损和腐蚀等。应避免采用过长的软管或电缆，以防误用或阻塞。

６．１５．２　软管和电气配线的布置和固定应不致被误用为拉手或踏板。

６．１５．３　软管和电气配线不应妨碍进入维修点。

６．１５．４　对可能向热表面渗漏易燃液体或气体的软管和管路总成应进行防护，以防流体接触热表面，或

者在设计断面尺寸时应确保其能承受２倍工作压力。而对于燃油管路，选用１．２倍最大工作压力已足

够安全。

６．１６　电气设备

６．１６．１　发动机电气系统的额定电压应不高于２４Ｖ，电压高于２４Ｖ的电气设备不在本部分涉及范围

内。发动机的安装方应确保发动机与从动机联接后安全运行。

６．１６．２　发动机及其配套装置的无线电骚扰特性应根据不同用途分别符合ＧＢ１４０２３、ＧＢ／Ｔ２２３５９或

ＧＢ／Ｔ１４０２４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６．１６．３　发动机所用电子电器组件在电磁辐射环境中应能保持正常工作，其抗扰性应根据不同用途符

合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或相关标准的规定。

６．１６．４　对使用电起动的发动机，控制和辅助电路应装有熔断器，以防止发生短路或过电流。当几种辅

助电路并联联接时，如总额定电流不超过１２Ａ，则可用单一装置来防护。

６．１６．５　电控系统的设计应使电压在低于蓄电池名义总电压的１５％时，不致危及控制功能和安全。

６．１７　操纵平台、走道和通道装置

６．１７．１　所有走道和平台表面应设有防滑措施，以便在预计的使用条件下能将滑倒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６．１７．２　平台应保持水平，表面无障碍和突起存在，以防造成伤害。如无法避免，应用垫板和／或栏杆围

住，或者设置专门的护栏以防操作人员绊倒。

６．１７．３　这些设施的结构应坚固、稳定，能承受任何预计的载荷而不致产生异常变形。

６．１７．４　如需设置通道装置，则应按照ＧＢ／Ｔ１７３００的规定进行设计。

６．１８　维修通道

６．１８．１　如一定要在发动机工作时进行维修，则应对距离维修点和／或操作人员通道小于３００ｍｍ的热

表面和运动件进行防护。

６．１８．２　用以维修的孔口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７１７．２的规定。

６．１９　噪声

如有必要，应按ＧＢ／Ｔ１８５９或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对辐射的空气噪声进行测量。

在进行安装设计时，应考虑发动机及其附件所产生的噪声水平。必要时应采取隔声和／或屏蔽及消

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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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　废气排放

６．２０．１　通用要求

废气排放应远离发动机的操纵台。

如有必要，应按 ＧＢ／Ｔ８１９０．１、ＧＢ／Ｔ８１９０．２、ＧＢ／Ｔ８１９０．４、ＧＢ／Ｔ８１９０．５、ＧＢ／Ｔ８１９０．６、

ＧＢ／Ｔ８１９０．７、ＧＢ／Ｔ８１９０．８或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测定发动机的废气排放。

６．２０．２　地下用发动机要求

地下机械装用的功率为３７ｋＷ～５６０ｋＷ 的往复式内燃机，应符合表２的排放限值。

表２　排放限值

功率犘

ｋＷ

一氧化碳（ＣＯ）

ｇ／（ｋＷ·ｈ）

碳氢化合物（ＨＣ）

ｇ／（ｋＷ·ｈ）

氮氧化合物（ＮＯ狓）

ｇ／（ｋＷ·ｈ）

颗粒（ＰＴ）

ｇ／（ｋＷ·ｈ）

３７≤犘＜７５ ６．５ １．３ ９．２ ０．８５

７５≤犘＜１３０ ５．０ １．３ ９．２ ０．７

１３０≤犘＜５６０ ５．０ １．３ ９．２ ０．５４

６．２１　排泄

应提供简易的方法来排放燃料、冷却液和润滑油，根据具体用途采用相应的排泄装置。

７　使用和维护须知

使用和维护须知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０６的规定。应提供充分的信息使发动机能够安全运行，并对维

护提出明确的建议。应将该信息整合在整机的使用手册内。

使用和维护须知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ａ）　概述，特别是对发动机铭牌的描述及对调整点不可改动的说明；

ｂ）　有关废气、燃油和润滑油毒性的一般信息；

ｃ）　有关在着火风险较高环境下限制使用的信息；

ｄ）　燃油和润滑油的加注；

ｅ）　起动和停机；

ｆ）　蓄电池的正确使用；

ｇ）　热表面及其防护说明；

ｈ）　例行维护说明，特别需要注明有关安全事项；

ｉ）　残余液体的正确处置；

ｊ）　关于发动机安装和主要维修工作应由专业受训人员负责实施的说明；

ｋ）　所用备件影响到健康和操作安全的技术要求。

８　特殊要求

有些用途可能需要所设计的发动机能够满足某些特殊要求（例如安全和卫生法规），发动机的安装

方应说明需要达到的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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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标志

发动机应清晰、耐久地标有下列信息：

———制造厂名称；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系列号。

必要时还可增加其他信息，例如：

———根据相应用途规定的标定功率；如未规定具体标准，则应使用ＧＢ／Ｔ６０７２．１；

———发动机标定转速；

———制造年份。

９

犌犅／犜２０６５１．１—２０１８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危险一览表

　　危险一览表见表Ａ．１。

表犃．１　危险一览表

序号 危 险 本部分对应章条号

１ 机械危险

１．１ 挤压危险 ６．８．２

１．２ 剪切危险 ６．８．２

１．３ 切割或切断危险 ６．８．２

１．４ 缠绕危险 ６．８．２

１．５ 吸入或卷入危险 ６．８．２

１．６ 撞击危险 ６．８．２

１．７ 刺伤或扎穿危险 ６．８．２

１．８ 摩擦或磨损危险 ６．８．２

１．９ 高压流体喷射危险 ６．１５，６．２１

１．１０ 零件抛射危险（如机械零件或被加工材料／工件等） ６．４，６．８

１．１１ 失稳危险（机械或机器零件） ６．１１

１．１２ 与机械相关的滑倒、绊倒或跌落危险（由机械特性引起） ６．１７

２ 电气危险

２．１ 触电（直接或间接） ６．１５、６．１６

２．２ 静电现象 —

２．３ 热辐射或其他现象，诸如熔融颗粒的抛射、短路和过载引起的化学反应等 —

２．４ 对电气设备的外来影响 —

３ 热危险

３．１ 因与热源接触或因热源火焰、爆炸及辐射造成烧灼伤 ６．５．１．３，６．８．３

３．２ 受高温或寒冷工作环境影响而损害健康 ６．５．１，６．８．３

４ 噪声危险

４．１ 丧失听力（失聪）、其他生理失调（如失去平衡、丧失意识等） ６．１９

４．２ 干扰语言交流和声频信号等 ６．１９

５ 振动危险（导致神经和心血管功能紊乱） —

６ 辐射危险

６．１ 电弧 ６．１６

６．２ 激光 —

６．３ 电离辐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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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危 险 本部分对应章条号

６．４ 利用高频电磁场的机器 —

７ 由加工、使用或排放的材料和物质所产生的危险

７．１ 由接触或吸入有害液体、气体、烟雾、废气和尘埃所产生的危险 ６．２０

７．２ 着火或爆炸危险 ６．１２，６．１３

７．３ 生物和微生物（病毒或细菌）危险 —

８
设计机器时因忽视人类工效学原则而产生的危险（机器与人类特性和能力无法

协调）

８．１ 不良姿势或过度劳作 ６．５．３，６．１１

８．２ 对人类上、下肢体解剖学考虑不周 ６．５．３，６．１１

８．３ 忽视使用防护设备 ６．１９，７

８．４ 照明不足 ６．１０

８．５ 精神负担过重或精神紧张等 —

８．６ 人为错误 ６．５．２，６．６，６．７，７

９ 综合危险 —

１０ 由于能量供应发生故障、机械零件损坏或其他功能失调所产生的危险

１０．１ （动力和／或控制系统）能量供应故障 ６．４

１０．２ 机器零部件或液体意外抛射 ６．４，６．８．２，６．９，６．２１

１０．３ 控制系统故障或失效（意外起动或超速） ６．４

１０．４ 使用、维护错误 ７

１０．５ 倾覆、机器意外失稳 ６．１１

１１ 由于（暂时）缺少或错误设置安全措施／方法所产生的危险

１１．１ 各种防护装置 ６．８，７

１１．２ 各种与安全有关的保护装置 ６．８，７

１１．３ 起动和停机装置 ６．２，６．３，６．４

１１．４ 安全标志和信号 ７

１１．５ 各种信息或报警装置 ６．６，６．７，７

１１．６ 能源切断装置 —

１１．７ 应急装置 ６．４

１１．８ 工件的进给／消除 —

１１．９ 安全调整和／或维修用必需设备及附件 ７

１１．１０ 排气设备 ６．２０

　　注：“—”表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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