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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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836《爆炸性环境》的第22部分。GB(/T)383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防爆产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第36部分:控制防爆设备潜在点燃源的电气安全装置。
本文件代替GB/T3836.22—2017《爆炸性环境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与GB/T3836.22—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文件的范围(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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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光辐射设备的通用要求(见第4章,2017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光辐射设备防爆型式的要求(见第5章,2017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型式检查和试验的要求(见第6章,2017年版的第6章);
———更改了标志要求(见第7章,2017年版的第7章);
———更改了点燃危险评定(见附录C,2017年版的附录C)。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0079-28:2015《爆炸性环境 第28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

施》。
本文件与IEC60079-28:2015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附录B对应IEC60079-28:2015的附录D;
———附录D对应IEC60079-28:2015的附录B。
本文件与IEC60079-28:2015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更改了本文件适用和不适用的范围(见第1章),以与国际标准解释单IEC60079-28:2015/
ISH1:2019一致;

———增加引用了 GB/T2900.35(见第3章)和 GB/T14733.12(见第3章),以适应我国的具体

情况;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836.1替换了IEC60079-0(见第3章、第4章、5.3.2、6.1.1、第7章),

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836.3替换了IEC60079-15(见5.3.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

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836.4替换了IEC60079-11(见5.3.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

可操作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文件名称更改为《爆炸性环境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

的保护措施》;
———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关于ISO和IEC术语数据库地址的信息;
———用GB/T2900(所有部分)替换了未引用的IEC60050(所有部分),并将其从第2章移至参考

文献;
———3.12“光缆”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关于典型光缆结构的注;
———用我国文件替换了资料性引用的国际文件,并修改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中

创新海(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煤科工

集团常州研究院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衡阳合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合
隆防爆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安电子有限公司、燎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临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巧立、徐建平、张刚、殷红、龚范昌、赵宏、王金辉、徐建文、郑天际、曾昆雷、
周果、张胜余、董姝、李向应、翁振克。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7年首次发布为GB/T3836.22—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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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836《爆炸性环境》旨在确立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及其应用相关方面的基本技术要求,涵盖

了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选型、安装、检查、维护、修理以及场所分类等各方面,采用分部

分标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爆炸性气体环境场所分类;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具有隔离部件或组合保护等级的设备;
———第21部分:防爆产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第36部分:控制防爆设备潜在点燃源的电气安全装置。
光辐射可能会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见下述点燃机理),因此,对爆炸性环境用发出光辐射的设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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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爆炸性环境之外但光辐射会进入爆炸性环境的设备,需要特殊的防点燃保护措施。在该技术的标

准化方面,我国于2017年采用IEC60079-28:2006制定了GB/T3836.22—2017,对其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等进行了规定。2017版标准发布实施以来,爆炸性环境用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技术有了

一定的新发展,在试验方法方面也更加完善。在国际标准方面,相应标准现行版本为IEC60079-28:

2015,其主要技术内容适用于我国的情况。为适应防爆技术和产业发展,并与国际标准发展相一致,需
要对GB/T3836.22—2017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在采用IEC60079-28:2015《爆炸性环境 第28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

施》主要技术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件作为专用防爆型式部

分,是对GB/T3836.1通用要求的补充和修改。
使用本文件宜了解下述情况。
在通信、勘查、传感和测量活动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灯具、激光、发光二极管(LED)、光纤等形式的光

学设备。在物料的处理过程中,常常采用辐照度很高的光辐射。当这样的设备安装在爆炸性环境中或

者附近,辐射可能通过爆炸性环境。由于辐射自身的特性,可能会点燃周围的爆炸性环境。另外,是否

有吸收物存在,如颗粒,也会显著影响点燃。
可能点燃的机理有四种。

a) 表面或颗粒吸收光辐射后,温度升高,在某些情况下,会达到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的温度。

b) 当光的波长与气体或蒸气的吸收波段匹配时,一定量的可燃性气体发生热点燃。

c) 紫外线波长范围内的辐射使氧分子光解,形成光化学点燃。

d) 强光束聚焦处激光直接导致气体或蒸气分解,产生等离子和冲击波,二者最终成为点燃源。接

近分解点的固体材料会加剧这个过程。
实际上,用最小点燃能力的辐射功率,最有可能引起点燃的是a)。对某些脉冲辐射,d)也会引起点

燃。本文件涉及这两种情况。尽管人们宜知道上述点燃机理b)和c),但由于紫外线辐射和大多数气体

的吸收特性造成点燃的情况极为特殊(见附录A),本文件不涉及这两种情况。
本文件描述了在爆炸性气体或爆炸性粉尘环境中使用光辐射传输设备时需采取的预防措施和要

求。本文件还概述了一种试验方法,如果无法通过评估或光束强度测量来确保光学极限值,该方法能用

于在特殊情况下验证光束在选定的试验条件下无点燃能力。
有一些设备不在本文件范围之内,是因为与这些设备相关的光辐射由于以下原因不会被视为点燃

危险:
———由于低辐射功率或发散光;和
———由于从辐射源到吸收物的距离太小而形成的热表面,照明设备的通用要求已经考虑到了这

一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光学设备与电气设备关联,如果电气设备位于危险场所,则GB/T3836的其他部

分也适用。本文件提供了以下方面的指南:

a) 与GB3836.14和GB/T3836.35中定义的爆炸性环境中光学系统相关联的点燃危险;和

b) 爆炸性环境中光辐射设备的点燃危险控制。
本文件详细介绍了爆炸性环境光辐射设备控制点燃危险的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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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第22部分:
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爆炸性环境用发出光辐射的设备的要求、试验和标志,也包括位于爆炸性环境之外或

由GB/T3836.1中列出的防爆型式保护,但产生的光辐射会进入爆炸性环境的设备。本文件包括Ⅰ
类、Ⅱ类和Ⅲ类以及EPLGa、Gb、Gc、Da、Db、Dc、Ma和 Mb。

本文件适用于波长范围为380nm~10μm的光辐射。包括下述的点燃机理。
———表面或颗粒吸收光辐射后,温度升高,在某些条件下,会达到点燃周围爆炸性环境的温度。
———在罕见特殊情况下,强光束聚焦处激光直接击穿气体,产生等离子和冲击波,二者最终成为点

燃源。接近击穿点的固体材料会加剧这个过程。
注1:见引言a)项和d)项的介绍。

本文件不包括紫外线辐射的点燃和爆炸性混合物本身吸收辐射造成的点燃,也不包括爆炸性吸收

物或自身含有氧化剂的吸收物以及催化吸收物造成的点燃。
本文件规定了适用于大气条件下光辐射设备的要求。
本文件是对GB/T3836.1通用要求的补充和修改。当本文件的要求与GB/T3836.1的要求有冲

突时,本文件的要求优先。
本文件适用于:

a) 激光设备;

b) 光纤设备;

c) 光线聚焦在危险场所内的一点上的任何其他汇聚光源或光束。
注2:透镜和反射器等光学元件能够将发散光转换为汇聚光束。

本文件不适用于具有以下情况的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
———符合GB7247.1的1类限值的用于EPLMb、Gb或Gc和Db或Dc应用的激光设备。
注3:参考的1类限值是指按照GB7247.1在距光辐射源一定距离处测量的小于15mW 的发射限值,该测量距离

反映在防爆应用中。

———光线未在危险场所内聚焦的发散光源或光束。
———不是光纤设备一部分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单根或多根光缆:

● 符合相关工业标准,具有附加保护措施,例如坚固的电缆、导管或线槽(对EPLGb、Db、

Mb、Gc或Dc);
● 符合相关工业标准(对EPLGc或Dc)。

———上述a)~c)中定义的光辐射源,光辐射完全包含在符合以下适合于EPL的防爆型式的外壳

中,或规定的最低IP等级的外壳中:
● 隔爆外壳“d”(GB/T3836.2);

注4:隔爆型“d”外壳是合适的,因为外壳内由光辐射和外壳内吸收物相结合引起的点燃受到控制。

● 正压外壳“p”(GB/T3836.5);
注5:正压外壳“p”是合适的,因为有防止爆炸性气体环境进入的措施。

● 限制呼吸外壳“nR”(GB/T3836.8);
注6:限制呼吸的“nR”外壳是合适的,因为有防止爆炸性气体环境进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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