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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9518《爆炸性环境 电阻式伴热器》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和试验要求;
———第2部分:设计、安装和维护指南。
本部分为GB/T19518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9518.2—2004《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电阻式伴热器 第2部分:设计、

安装和维护指南》。
与GB/T19518.2—2004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伴热器选择中增加“伴热器性能和平衡条件”(见6.6.2);
———最高温度确定中增加“PTC特性法”和“使用温度限制装置或控制装置法”(见6.7.1和6.7.2);
———安装准备工作中增加“设备确认”(见8.2.3);
———伴热回路安装中增加“目视检查”“绝缘电阻测试”和“确定电源位置”(见8.3.3、8.3.4和8.3.6);
———伴热回路终端连接中增加“连接附件”“接地要求”和“伴热器回路绝缘电阻测试”(见8.3.8.1、

8.3.8.5和8.3.8.8);
———监控装置安装中增加“设备适用性的确认”“温控器和监控装置”“温控器操作、校准和使用”和

“必要的修改”(见8.4.2、8.4.3、8.4.5和8.4.6);
———传感器的注意事项中增加几种特定安装方法注意的事项(见8.4.4.2~8.4.4.5);
———保温系统安装中增加“现场安装的回路绝缘电阻测试”“目视检查”和“文件”(见8.5.5~8.5.7);
———增加“配线的安装及与支路的协调”(见8.6);
———“调试”中增加“功能检查和最后文件”(见8.7.2)。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079-30-2:2007《爆炸性环境 第30-2部分:电阻式伴热器

 设计、安装和维护指南》。
本部分与IEC60079-30-2:2007相比,主要技术性差异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用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3836.1—2010代替IEC60079-0:2004;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3836.2—2010代替IEC60079-1:200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3836.3—2010代替IEC60079-7:200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3836.14—2014代替IEC60079-10:2002;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15—2017代替IEC60079-14:1996;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16—2017代替IEC60079-17:1996;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518.1—2017代替IEC60079-30-1:2006;
● 删除IEC60050-426。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滨特尔热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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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海)有限公司、赛盟伴热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江阴市华能电热器材有限公司、无锡博睿奥克电气

有限公司、无锡恒业电热电器有限公司、安邦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景富、李书朝、张刚、吴静、杨晨、顾贤、何大庆、赵钧、李贻连。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9518.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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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电阻式伴热器
第2部分:设计、安装和维护指南

1 范围

GB/T19518的本部分对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阻式伴热系统的应用提出了指南,危险场

所0区除外。
本部分对电阻式伴热器和关联的监控装置的设计、安装、维护和修理提出了建议。本部分既不包括

那些靠感应加热、集肤效应或直接管线加热的装置,也不包括那些拟用于应力释放的装置。
本部分的要求是对GB/T19518.1—2017的补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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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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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

GB3836.3—2010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IEC60079-7:2006,IDT)

GB3836.14—2014 爆炸性环境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IEC60079-10-1:2007,

IDT)

GB/T3836.15—2017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IEC60079-14:

2007,MOD)

GB/T3836.16—2017 爆炸性环境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IEC60079-17:2007,

IDT)

GB/T19518.1—2017 爆炸性环境 电阻式伴热器 第1部分:通用和试验要求(IEC60079-30-
1:2007,MOD)

3 术语和定义

GB3836.1—2010、GB3836.2—2010和GB3836.3—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注:用于爆炸性环境的其他术语和定义见GB/T2900.35—2008。

4 使用条件

4.1 总则

本部分是对GB/T3836.15—2017和GB3836.16—2017要求的补充。
如果伴热系统安装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应规定危险场所详细分类(GB3836.14—2014)。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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