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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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15604—2008《粉尘防爆术语》,与GB/T15604—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粉尘”“粉尘云”“粉尘爆炸”“粉尘爆燃”“粉尘爆轰”“二次爆炸”“粉尘着火”“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可燃性杂混物”“点燃源”10个术语的定义(见3.1、3.3、3.6、3.7、3.8、3.9、3.10、3.18、

3.26、3.31,2008年版的2.1、2.4、2.11、2.12、2.13、2.25、2.14、3.13、2.6、2.16);

b) 增加了“可燃性粉尘”“导电性粉尘”“粉尘云着火”“粉尘层着火”“爆炸性粉尘环境”“粉尘爆炸

危险区域”“非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场所”“区”“20区”“21区”“22区”“粉尘释放源”“连续级释

放”“连续形成粉尘云”“清理”“粉尘涉爆企业”“涉粉岗位”“涉粉作业人数”“粉尘爆炸产物”“异
物”“机械火花”22个术语和定义(见3.2、3.5、3.11、3.12、3.14、3.15、3.16、3.17、3.19、3.20、3.21、

3.22、3.23、3.24、3.25、3.27、3.28、3.29、3.30、3.32、3.33、3.34);

c) 删除了“可燃粉尘”“可爆粉尘”“粉尘比电阻”“导电粉尘”“非导电粉尘”“爆炸产物”“火焰阵面”
“冲击波”“爆风”“粉尘最小击穿场强度”“粉尘层的临界比电阻”11个术语和定义(见2008年

版的2.2、2.3、2.7、2.8、2.9、2.17、2.18、2.21、2.22、2.26、2.27);

d) 更改了“粉尘爆炸特性参数”“粉尘爆炸指数”“粉尘云爆炸极限浓度”“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
“火焰传播速度”5个术语的定义(见4.1、4.4、4.14、4.16、4.20,2008年版的3.1、3.11、3.3、3.6、

2.19);

e) 增加了“最低爆炸浓度”“爆炸下限浓度”“爆炸压力上升速率”“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粉尘云

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最小着火能量”“着火延迟时间”“着火时间”“电阻率”“粉尘爆炸温

度”10个术语和定义(见4.2、4.3、4.7、4.8、4.9、4.11、4.12、4.18、4.19、4.22);

f) 删除了 “着火感应期”“粉尘最小点火能量”“粉尘最大爆炸压力”“粉尘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

率”4个术语和定义(见2008年版的3.7、3.8、3.9、3.10);

g) 删除了“粉尘爆炸预防”“粉尘爆炸控制”相关术语和定义(见2008年版的第4章、第5章);

h) 增加了“除尘类术语”“防爆控爆类术语”“信息化类术语”相关术语和定义(见第5章、第6章、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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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大学、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长沙矿山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启兵、吴晓煜、钟圣俊、陈晨、任常兴、高伟、时训先、赵家权、王继业、曹凤金。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GB/T15604—1995,200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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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尘 防 爆 术 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粉尘防爆的专业术语。
本文件适用于粉尘防爆标准的制定、技术文件的编制、专业手册及教材书刊的编写和翻译。
本文件不适用于煤矿井下、烟花爆竹、火炸药和强氧化剂的粉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基本术语

3.1
粉尘 dust
在大气环境下,依其自身重量可沉降下来,也可持续悬浮在空气中一段时间的细微的固体颗粒。

3.2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dust
在大气条件下,能与气态氧化剂,发生剧烈氧化反应的粉尘(3.1)、纤维或者飞絮。
注1:气态氧化剂主要为空气。
注2:可燃性粉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粉尘爆炸。

3.3
粉尘云 dustcloud
在大气环境下,悬浮在气态氧化剂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性粉尘(3.2)与气态氧化剂的混合物。

3.4
粉尘层 dustlayer
沉(堆)积在地面或物体表面上的可燃性粉尘(3.2)群。

3.5
导电性粉尘 conductivedust
金属粉尘或电阻率小于或等于103Ω·m的粉尘(3.1)。

3.6
粉尘爆炸 dustexplosion
在大气环境下,粉尘(3.1)与气态氧化剂发生剧烈氧化反应,引起压力、温度明显跃升的现象。

3.7
粉尘爆燃 dustdeflagration
火焰传播速度低于原始粉尘云中音速的粉尘爆炸(3.6)。

3.8
粉尘爆轰 dustdetonation
火焰与冲击波传播速度超过原始粉尘云中音速的粉尘爆炸(3.6)。

3.9
二次爆炸 subsequentexplosion
发生粉尘爆炸(3.6)时,初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未发生爆炸的沉积粉尘再次扬起,形成新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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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粉尘环境(3.14),并被引燃而发生的连续爆炸。
3.10

粉尘着火 dustignition
粉尘云(3.3)或粉尘层(3.4)局部受热时,使粉尘云(3.3)或粉尘层(3.4)内部温度极不稳定地上升而

发生突变,形成火焰或无焰的现象。
3.11

粉尘云着火 ignitionofadustcloud
由于能量传递的作用,空气中的粉尘云(3.3)发生爆炸的初始现象。

3.12
粉尘层着火 ignitionofdustlayer
受试粉尘层(3.4)发生无焰燃烧或有焰燃烧,或其温度达450℃及以上,或其温升达到或超过热表

面温度250℃时的状态。
3.13

粉尘层自燃 spontaneouscombustionofadustlayer
粉尘层自然发火

依靠粉尘(3.1)自身缓慢氧化放出的热量,在粉尘层(3.4)内部积聚,温度升高并使粉尘着火(3.10)
的现象。
3.14

爆炸性粉尘环境 explosivedustatmosphere
在大气环境下,可燃性粉尘(3.2)以粉尘云(3.3)的形式出现,且与气态氧化剂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

后能够直接发生粉尘爆炸(3.6)的环境。
3.15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 explosivedusthazardousarea
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

防措施的区域。
3.16

非粉尘爆炸危险区域 non-hazardousarea
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数量不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措施的区域。

3.17
场所 area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区域。

3.18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areasubjecttodustexplosionhazards
在大气环境下存在可燃性粉尘(3.2)爆炸危险的场所(3.17)。

3.19
区 zone
爆炸危险区域的全部或一部分。

3.20
20区 zone20
爆炸性粉尘环境(3.14)持续地或长期地或频繁出现的区域。

3.21
21区 zone21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环境(3.14)可能偶尔出现或故障状态下出现的区域。

3.22
22区 zone22
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环境(3.14)一般不可能出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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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区即使出现爆炸性粉尘环境,持续时间也是短暂的。

3.23
粉尘释放源 sourceofdustrelease
能向环境中释放可燃性粉尘(3.2),并与气态氧化剂而形成爆炸性环境的部位或地点。

3.24
连续级释放 continuousgradeofrelease
粉尘(3.1)连续或预计经常出现或长时间出现释放。

3.25
连续形成粉尘云 continuousformationofadustcloud
粉尘云(3.3)可能连续存在,或者预期可能会持续长时间或短时间频繁发生的现象。

3.26
可燃性杂混物 combustiblehybridmixture
可燃性粉尘(3.2)、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蒸汽同气态氧化剂混合而成的多相流体。

3.27
清理 cleaning
采用不会引起扬尘的方式清除作业场所及设备设施沉积粉尘(3.1)的作业。

3.28
粉尘涉爆企业 enterprisessubjecttodustexplosion
存在可燃性粉尘(3.2)爆炸危险的企业。

3.29
涉粉岗位 positionsubjecttodustexplosionhazards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3.18)内所有的工作岗位。

3.30
涉粉作业人数 numberofworkersinvolvedindusthazardousareas
单班最大涉粉作业工位的人数。
注:最大涉粉作业工位主要区域包括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生产车间,除尘管道通过的建构物,与爆炸危险场所毗邻

且未设置隔离设施的工作区域。

3.31
点燃源 ignitionsource
能使局部粉尘云(3.3)的温度发生突变形成火焰的高温热源。

3.32
粉尘爆炸产物 explosionproducts
粉尘云(3.3)发生爆炸后,生成的气态、液态、固态物质。

3.33
异物 foreignmaterial
夹杂在材料中的金属或塑料等杂物。
注:常见的异物主要有钉子、金属碎片、塑料钉及碎片等。

3.34
机械火花 mechanicallygeneratedsparks
两种固体材料之间机械冲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和火花簇。

4 粉尘爆炸特性类术语

4.1
粉尘爆炸特性参数 parametersofdustexplosibility
用于表示粉尘(3.1)爆炸危险特性指标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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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低爆炸浓度 minimumexplosibleconcentration;MEC
悬浮在空气中的可燃性粉尘(3.2)能引起爆燃的最低质量浓度。
注:最低爆炸浓度以每单位体积内粉尘质量计量。

4.3
爆炸下限浓度 explosionlowerlimitdensity
Cmin

粉尘云(3.3)在给定能量点燃源(3.31)作用下,能发生自持燃烧的最低质量浓度。
4.4

粉尘爆炸指数 explosionindexofadustcloud
Kst

在密闭容器内,粉尘爆炸(3.6)试验中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4.9)与容器容积的立方根的

乘积,按照公式(1)计算。
Kst=(dP/dt)max·V1/3 …………………………(1)

  式中:
V    ———容器的容积,单位为升(L)。
(dP/dt)max———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单位为兆帕每秒(MPa/s)。

4.5
粉尘爆炸危险性分级 classificationofdustexplosionhazards
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参数(4.1)值,将不同种类粉尘(3.1)按相对爆炸危险性的大小分成若干等级。
注:主要分为St0,St1,St2 和St3。

4.6
爆炸压力 explosionpressure
在定容绝热条件下,爆炸产物膨胀作用于外界的单位面积上的力。

4.7
爆炸压力上升速率 rateofexplosionpressurerise
在单次爆炸过程中,测得的爆炸压力(4.6)随时间变化曲线的斜率。

4.8
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 maximumexplosionpressureofadustcloud
Pmax

在规定容积和点火能量下,不同浓度粉尘云(3.3)对应的爆炸压力(4.6)的最大值。
4.9

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 maximumrateofexplosionpressureriseofadustcloud
(dP/dt)max
在一系列粉尘云(3.3)浓度下,测得爆炸压力上升速率(4.7)的最大值。

4.10
粉尘爆炸最低氧含量 minimumoxygencontentconcentrationfordustexplosion
可使粉尘云(3.3)爆炸的混合物中最小氧气体积浓度。

4.11
最小着火能量 minimumignitionenergy
能够点燃粉尘并维持燃烧的最小火花能量。

4.12
着火延迟时间 ignitiondelaytime
开始喷尘与出现火花放电之间的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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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最易着火浓度 optimumexplosibleconcentrationofdustcloud
用最小着火能量(4.11)能点燃粉尘云(3.3)的粉尘质量浓度。

4.14
粉尘云爆炸极限浓度 limitingexplosibleconcentrationofdustcloud
在给定能量点燃源(3.31)作用下,能点燃粉尘云(3.3)的极限粉尘质量浓度。

4.15
粉尘云最低着火温度 minimumignitiontemperatureofdustcloud
粉尘云(3.3)受热时,导致粉尘云(3.3)温度发生突变(点燃)的最低加热温度(环境温度)。

4.16
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 minimumignitiontemperatureofdustlayer
在热表面上规定厚度的粉尘层着火(3.12)时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4.17
粉尘层燃烧速度 burningvelocityofdustlayer
在给定条件下,粉尘层(3.4)长度与其端部着火至粉尘层(3.4)燃烧尽所需时间比值。

4.18
着火时间 ignitiontime
粉尘(3.1)与点燃源(3.31)接触至着火的间隔时间。

4.19
电阻率 electricalresistivity
在与粉尘(3.1)规定的接触面积、相距单位长度的两电极间测得的粉尘层(3.4)的最小电阻值。

4.20
火焰传播速度 flamepropagationvelocity
火焰阵面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

4.21
粉尘比表面积 specificsurfaceareaofdust
单位质量的粉尘(3.1)颗粒表面积的总和。

4.22
粉尘爆炸温度 dustexplosiontemperature
在定容绝热条件下,粉尘云(3.3)发生爆炸形成稳定化合物所放出的全部热量使爆炸产物升温达到

的最高温度。

5 除尘类术语

5.1
除尘室 dustcollectionroom
安装除尘设备以及配套用风机(5.31)的建(构)筑物。

5.2
沉降室 settlingchamber
设计用来降低气体流速,进而促进颗粒物从气流中沉降的建(构)筑物。

5.3
重力沉降室 gravitydustcollector
粉尘(3.1)在重力作用下沉降而被分离的惯性建(构)筑物。

5.4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 dustcollectorsindustexplosionhazardousarea
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3.18)用于捕集气固两相流中固体颗粒物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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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除尘系统 dustcollectionsystem
由吸尘罩、风管、除尘器(5.6)、风机(5.31)及控制装置组成的用于捕集气固两相流中固体颗粒物的

系统。
5.6

除尘器 dustcollector
从含尘气体中分离、捕集粉尘(3.1)的装置或设备。

5.7
干式除尘器 drydustcollector
不使用液体(水)分离、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3.1)的除尘器(5.6)。

5.8
惯性除尘器 inertialdustcollector
利用粉尘(3.1)的惯性将粉尘(3.1)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出来的除尘器(5.6)。

5.9
离心式除尘器 centrifugaldustcollector
利用含尘气体的旋转流动,使粉尘(3.1)在惯性力的作用下沿径向移动而被分离出来的除尘器

(5.6)。
5.10

静电除尘器 precipitator
利用气体通过强电场使颗粒物带电、再通过电极时带正/负电荷颗粒物分别被负/正电极板吸附的

方式除去气流中颗粒物的除尘器(5.6)。
5.11

电除尘器 electrostaticprecipitator
利用高压电场对荷电粉尘(3.1)的吸附作用,把粉尘(3.1)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出来的除尘器(5.6)。

5.12
旋风分离器 cycloneseparator
利用气体运动所产生的离心力使粉尘(3.1)或液滴从气体中分离的装置。

5.13
旋风除尘器 cyclonedustcollector
气流在筒体内旋转一圈以上且无二次风加入的离心式除尘器(5.6)。

5.14
过滤式除尘器 porouslayerdustcollector
利用多孔介质的过滤作用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3.1)的除尘器(5.6)。

5.15
袋式除尘器 bagfilter
利用纤维织物的过滤作用去除气流中颗粒物的的除尘器(5.6)。

5.16
脉冲喷吹式除尘器 pulsejettypefilter
利用脉冲喷吹机构在瞬间释放压缩气体,使滤袋急剧鼓胀,依靠冲击振动清灰的袋式除尘器(5.15)。

5.17
湿式除尘器 wetdustcollector/wetscrubber
利用液体的洗涤作用使粉尘(3.1)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出来的除尘器(5.6)。
注:湿式除尘器中液体一般为水。

5.18
冲击式除尘器 impactdustscrubber
含尘气体冲击液体,激起雾滴,粉尘(3.1)被液体、液滴捕集的湿式除尘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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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洗涤过滤式除尘器 filteringscrubber
利用不断被液体冲洗的过滤介质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3.1)的湿式除尘器(5.6)。

5.20
湿式除尘一体机 wetdustremovalintegratedequipment
利用液体的洗涤作用使粉尘(3.1)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出来,同时捕集和收集粉尘(3.1),集成吸尘

罩、除尘管道(5.36)、除尘器(5.6)、风机(5.31)及控制装置的一体化设备。
5.21

插入式除尘器 plug-industcollector
含尘空气室底部与工艺设备直接连通的除尘器(5.6)。
注:也称为单机除尘器。

5.22
非封闭壁柜式除尘器 non-enclosedcabinetdustcollector
滤袋或滤筒箱体侧壁与作业区域直接连通的半封闭式除尘器(5.6)。

5.23
蜂窝式除尘器 honeycombdustcollector
用于收集纺织工艺中纤维的除尘器(5.6)。
注:蜂窝式除尘器主体的过滤介质为圆盘形,通过设置在含尘空气室内的旋转吸尘臂对过滤介质进行清灰。

5.24
非封闭单机布袋除尘器 non-enclosedbagdustcollectorforsinglemachine
布袋外无封闭外壳的用于单台设备除尘,滤袋数不超过2条的除尘器(5.6)。

5.25
清灰dustcleaning
去除过滤介质上所粘附的粉尘层(3.4),恢复过滤介质过滤能力的过程。

5.26
反吹 reverseblow
使干净或净化后的气体沿与过滤状态相反的路线流过过滤介质以实现清灰的过程。

5.27
内滤 insidefiltration
含尘气流由袋内流向袋外,利用滤袋内侧捕集粉尘(3.1)。

5.28
外滤 outsidefiltration
含尘气流由袋外流向袋内,利用滤袋外侧捕集粉尘(3.1)。

5.29
可燃性粉尘工艺 combustibledustprocesses
生产、处理、储存可燃性粉尘(3.2)或产生可燃性粉尘(3.2)的工艺系统。

5.30
粉尘处理工艺设备 dustcontainment
容尘工艺设备

用于处理、加工、输送或存储物料,其外壳可防止可燃性粉尘(3.2)泄露到周围环境中的工艺设备。
5.31

风机 airblower
在除尘系统(5.5)中,起着运输气体作用或吸风作用的设备。

5.32
正压工艺 pushflowsituation
含尘气流经过风机(5.31)后再通过除尘器(5.6)净化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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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负压工艺 pullflowsituation
含尘气流经过除尘器(5.6)净化后再通过风机(5.31)的工艺。

5.34
气力输送系统 pneumaticconveyingsystem
利用空气流或其他气体,通过封闭的管道系统输送物料颗粒并能将气物分离的系统。
注:气力输送系统包括给料装置、气物分离机、封闭的管道系统、动力驱动装置等。

5.35
管道 pipe
用管子、管子连接件和阀门等连接成用于输送气、液或带固体颗粒流体等物质的装置。

5.36
除尘管道 dustcollectorpipe
位于除尘器(5.6)前端,运输含尘气体的管道(5.35)。

5.37
排风管 exhaustduct
位于除尘器(5.6)后端,排出净化后气体的管道(5.35)。

5.38
排气筒 exhaustfunnel
除尘系统(5.5)中,用于排出净化后气体的管道(5.35)。

5.39
处理气体流量 flowrateofthetreatedgas
在单位时间内,进入除尘器(5.6)的含尘气体流量。
注:可以是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

5.40
锁气卸灰装置 airlockanddustdischargedevice
安装在除尘器(5.6)灰斗底部,由电机、气动或者重力驱动等不断进行卸灰,同时在卸灰过程中又能

将除尘器内、外气压隔断而起到锁气作用的装置。
5.41

异物去除装置 foreignmaterialremovaldevice
安装在物料输送系统中,通过磁力、气动或者振动等方式,去除物料中杂物的装置。

5.42
火花探测装置 sparkdetectiondevice
由探头、信号传感器、监测报警系统组成的,用于探测除尘系统(5.5)中夹杂的火星或火花的设备。

5.43
火花熄灭装置 sparkquenchdevice
由恒压供水系统、灭火组件、控制系统组成的,用于熄灭除尘系统(5.5)中火星或火花的设备。

6 防爆控爆类术语

6.1
爆炸控制 explosionmitigation
采用措施限制爆炸传播,使爆炸危害不致于扩大的技术。

6.2
粉尘防爆 dustexplosionpreventionandprotection
预防粉尘爆炸(3.6)的发生和粉尘爆炸(3.6)发生后减小危害程度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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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防爆装置 explosion-protectiondevices
采用预防和控制粉尘爆炸(3.6)技术,避免形成粉尘云(3.3)或可能出现的点燃源(3.31),减小爆炸

危害的装置。
注:如泄爆、惰化、隔爆及抑爆装置等。

6.4
围包体 enclosure
内部存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围包可燃性粉尘(3.2)的物体。
注:包括房间、建筑物、容器、设备和管道等。

6.5
泄爆 explosionventing
围包体(6.4)内发生爆炸时,在爆炸压力(4.6)达到围包体(6.4)的极限强度之前,使爆炸产生的高

温、高压燃烧产物和未燃物通过围包体(6.4)上预先设置的薄弱部位向无危险方向泄出,保护围包体

(6.4)不被破坏的控爆技术。
6.6

爆炸泄压 explosionpressureventing
通过打开预先设计的泄压口,释放未燃混合物与燃烧产物,防止压力上升超过设计强度以保护容器

的方法。
注:简称泄爆或泄压。

6.7
静开启压力 staticactivationoverpressure
Pstat

通过压力缓慢上升使泄压装置(6.16)开启的冲击力。
注:静开启压力单位为兆帕。

6.8
动开启压力 dynamicactivationoverpressure
Pdyn

爆炸时打开泄压装置(6.16)的冲击力。
注:动开启压力可能高于静开启压力,动开启压力单位为兆帕。

6.9
泄爆压力 reducedexplosionoverpressure
Pred

在泄压保护的容器中,某一浓度粉尘(3.1)与空气混合物爆炸泄压(6.6)时产生的最大压力。
注:泄爆压力单位为兆帕。

6.10
泄爆压力上升速率 reducedrateofpressurerise
(dP/dt)red
在泄压保护的容器中,某一浓度粉尘(3.1)与空气混合物爆炸泄压(6.6)时单位时间内产生压力的

变化速度。
注:泄爆压力上升速率单位为兆帕每秒。

6.11
最大泄爆压力 maximumreducedexplosionoverpressure
Pred,max

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系统地改变粉尘(3.1)浓度所测得泄爆压力(6.9)中的最大值。
注:最大泄爆压力单位为兆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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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最大泄爆压力上升速率 maximumreducedrateofpressurerise
(dP/dt)red,max
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系统地改变粉尘(3.1)浓度所测得泄爆压力上升速率(6.10)中的最大值。
注:最大泄爆压力上升速率单位为兆帕每秒。

6.13
泄压面积 ventingarea
A
泄压装置(6.16)泄压开口的几何面积。
注:泄压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6.14
有效泄压面积 effectiveventarea
Aw

等于达到同样泄爆效果的、几乎无惯性的泄压装置(6.16)的泄压面积(6.13)。
注:有效泄压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6.15
泄压效率 ventingefficiency
Ev

有效泄压面积(6.14)与泄压面积(6.13)的比值。
6.16

泄压装置 pressureventingdevices
正常操作时封闭,而在爆炸时打开泄压口的装置。

6.17
爆破片 rapturediskfoil
爆破膜 raptureburstingfoil
在一定的开启压力下能破裂打开,且不能再次使用的泄压装置(6.16)。
注:它在一定的开启压力下破裂打开泄压口。

6.18
泄爆门 explosiondoor
在给定的开启压力下打开泄压口,而在泄爆(6.5)后通常又能关闭泄压口的泄压装置(6.16)。

6.19
泄压元件 ventingelement
爆炸泄压装置上,非爆炸条件下封闭泄压口、并在爆炸条件下开启的元件。
注:它可以是可重复使用的,也可以是一次性消耗的。

6.20
泄爆导管 tubeforventingofdustexplosions
将由泄爆口排出的高温、高压燃烧物和未燃烧物引导到安全区域的管子。

6.21
当量直径 equivalentdiameter
DE

面积与任何形状面积S 相等的参考圆的直径,按照公式(2)计算。

DE=2·
S
π

…………………………(2)

  注:当量直径单位为米。

6.22
长径比L/D lengthdiameterratioL/D
圆筒形容器或料仓的最长线性尺寸L(长,高)与几何直径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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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长径比L/DE lengthdiameterratioL/DE

角型容器或料仓的最长线性尺寸L(长,高)与其当量直径(6.21)的比值。
6.24

有效长径比 effectivelengthdiameterratio
Leff/Deff

任何形状的容器或筒仓泄压时,有效火焰传播距离Leff与有效直径Deff的比值。
6.25

最大火焰长度 maximumreachofflame
Lf

爆炸泄压(6.6)时,火焰向泄压口外喷出的最大长度。
注:最大火焰长度单位为米。

6.26
距离 distance
Rs

从泄压门沿泄压方向到出现最大外部峰值压力(6.27)的长度。
6.27

最大外部峰值压力 maximumexternalpeakoverpressure
PMAX

爆炸泄压(6.5)时,泄压口外RS 处测得的最大压力峰值。
注:最大外部峰值压力单位为兆帕。

6.28
外部峰值压力 externalpeakoverpressure
PR

在泄压口外侧距离r大于或等于RS 处测得的压力峰值。
注:外部峰值压力单位为兆帕。

6.29
反冲持续时间 recoilduration
tv
从泄压装置(6.16)打开到容器内达到周围大气压力的时间间隔。
注:反冲持续时间单位为秒。

6.30
最大反冲力 maximumrecoilforce
FR,max

泄爆(6.5)时产生的与泄压方向相反的最大作用力。
注:最大反冲力单位为千牛。

6.31
无焰泄放装置 flamelessventing
由泄爆片和阻火单元组成,可淬熄泄放火焰并限制爆炸压力(4.6)的装置。

6.32
隔爆 explosionisolation
爆炸发生后,通过物理化学作用扑灭火焰,阻止爆炸传播,将爆炸阻隔在一定范围内的技术。

6.33
主动式隔爆 activeexplosionisolation
通过探测器与控制器触发隔爆装置,阻止爆炸传播,将爆炸阻隔在一定范围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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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被动式隔爆 passiveexplosionisolation
依赖粉尘爆炸冲击波的动力触发隔爆装置,阻止爆炸传播,将爆炸阻隔在一定范围内的技术。

6.35
化学隔离 chemicalisolation
当爆炸或火灾发生时,通过释放抑爆剂(6.65)将爆炸区或失火区和其他区域隔离,防止爆炸或火灾

扩散的技术。
6.36

机械隔离 mechanicalisolation
当爆炸或火灾发生时,通过阀门将爆炸区或失火区和其他区域隔离,防止爆炸或火灾扩散的技术。

6.37
隔爆阀 explosionisolationvalve
能够快速阻隔爆炸传播的快速启动阀门。

6.38
翻板式隔爆阀 explosionisolationflap
当管道(5.35)内气流受到粉尘爆炸(3.6)影响时可依靠自身重力关闭,阻止爆炸传播的阀门。

6.39
隔爆阀门 rapid-actionvalveforexplosionisolation
装在可燃性粉尘(3.2)输送管路中的,正常情况下处于常开、爆炸时自动关闭的,使爆炸区与未爆炸

区分开的阀门。
6.40

最大安装距离 maximuminstallationdistance
在保证有效隔爆(6.32)的前提下,隔爆系统距可能发生爆炸的容器出口的最长距离。

6.41
最小安装距离 minimuminstallationdistance
在保证有效隔爆(6.32)的前提下,隔爆系统距可能发生爆炸的容器出口的最短距离。

6.42
惰化 inerting
通过向被保护系统充入惰性气体(6.52)或向可燃性粉尘(3.2)中添加惰性粉尘(3.1),使系统内混合

物不能形成爆炸性环境,或增加混合物点燃难度的防爆技术。
6.43

保护作用时间 effectiveprotectiontime
对需要周期性实施的防爆措施而言,从措施实施起到其失去防爆作用的间隔时间。

6.44
气氛惰化 atmosphereinerting
通过向被保护系统内充入惰性气体(6.52),使系统内混合物不能形成爆炸性环境,或增加混合物点

燃难度的防爆技术。
6.45

完全惰化 absoluteinerting
向被保护系统内充入惰性气体(6.52)后,惰性气体(6.52)的体积比例浓度足够高,可燃物与含氧混

合气体的比例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形成爆炸性环境的惰化(6.42)技术。
6.46

部分惰化 partialinerting
通过向被保护系统内充入惰性气体(6.52)而控制系统内氧气体积浓度,使可燃性气体或可燃性粉

尘(3.2)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混合物在所有可预期点燃源(3.31)出现的情况下不会被引燃的惰化(6.42)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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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极限氧浓度 limitingoxygenconcentration;LOC
依据标准的测定方法测得的可燃物、空气(或氧气)和惰性气体(6.52)混合物中不能形成爆炸性环

境的最大氧气体积浓度。
6.48

最大允许氧浓度 maximumallowableoxygenconcentration;MAOC
当发生某些可预见的异常或误操作时,被惰化保护的系统内不应超过的氧气体积浓度值。

6.49
停机氧浓度 trippointofsystemshutdown;TPSS
氧浓度监控设备启动被保护系统的停机程序来保障工艺系统安全,防止空气进入而形成爆炸性环

境的氧气体积浓度阈值。
6.50

惰化系统动作氧浓度 setpointofinertingsystem;SPIS
氧浓度监控设备开始控制惰性气体(6.52)流量、压力或充入量,以维持氧气体积浓度在安全范围内

的氧气体积浓度阈值。
6.51

安全裕量 safetymargin
极限氧浓度(6.47)与最大允许氧浓度(6.48)、最大允许氧浓度(6.48)与停机氧浓度(6.49)、停机氧

浓度(6.49)与惰化系统动作氧浓度(6.50)之间的差值。
6.52

惰性气体 inertgas
不与氧气、可燃性气体、可燃蒸气和可燃性粉尘(3.2)反应的气体。

6.53
稀有气体 noblegases
元素周期表18族气体。
注:如氦、氖、氩、氪、氙和氡等。

6.54
加压惰化 pressure-swinginerting
通过先向封闭系统加压充入惰性气体(6.52)再放空,使系统压力恢复到大气压力,以降低系统内氧

浓度的惰化(6.42)方法。
6.55

真空惰化 vacuum-swinginerting
通过对密闭系统先抽真空再充入惰性气体(6.52)到大气压力,以降低系统内氧浓度的惰化(6.42)

方法。
6.56

吹扫惰化 sweepthroughinerting
通流惰化 flowthroughinerting
通过向有放散口的系统连续通入惰性气体(6.52),以降低系统内氧浓度的惰化(6.42)方法。

6.57
置换惰化 displacementinerting
通过充入与系统内气体有明显密度差的惰性气体(6.52)以降低系统内氧浓度的惰化(6.42)方法。
注:在此过程中不发生显著的气体混合。

6.58
连续氧浓度监测 continuousoxygenmeasurement
通过氧浓度探测器连续在线监测被惰化(6.42)保护系统氧浓度,直接判定被保护系统的惰化

(6.42)状态的氧浓度监测方法。
31

GB/T15604—2024



6.59
间断氧浓度监测 discontinuousoxygenmeasurement
通过对工艺的深入分析,在不连续直接测量氧浓度的情况下,保证达到惰化(6.42)要求的氧浓度监

测方法。
6.60

定期氧浓度监测 periodicoxygenmeasurement
通过定期采样测量被保护系统氧浓度,校验氧浓度水平是否达到惰化(6.42)要求的氧浓度监测

方法。
6.61

顺序氧浓度监测 sequentialoxygenmeasurement
通过按顺序分别对不同工艺设备的取样点进行氧浓度偏离状况测量的氧浓度监测方法。

6.62
抑爆 explosionsuppression
爆炸初始阶段,通过物理化学作用扑灭火焰,使未爆炸的粉尘(3.1)不再参与爆炸的控爆技术。

6.63
监控式抑爆装置 automaticexplosionsuppressiondevices
自动抑爆

在爆炸发生的初期,依靠快速自动探测爆炸信息和自动用物理化学方法,将火焰扑灭或阻隔的装置。
6.64

传感控制器件 sensorandcontroldevice
探测和处理燃烧、爆炸信息,迅速触发抑爆器的装置。
注:包括传感器、控制仪。

6.65
抑爆剂 suppressant
与爆炸火焰接触时,在短暂时间内能够起吸热、隔热、降低氧含量或消除活性基团,终止燃烧链等物

理化学作用,使爆炸不能继续进行的物质。
6.66

传感器响应时间 sensorresponsetime
由触发源作用于传感器到传感器输出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

6.67
喷撒滞后时间 spurtdelaytime
抑爆器接收到动作信号到喷出抑爆剂(6.65)的时间间隔。

6.68
成雾时间 mistformingtime
抑爆器从喷出抑爆剂(6.65)到形成有效雾面状态的时间间隔。

6.69
雾面持续时间 mistsustainedtime
抑爆器从形成有效雾面到有效雾面消失的时间间隔。

6.70
喷撒率 spurtefficiency
抑爆器喷撒出的抑爆剂(6.65)质量与原贮存抑爆剂(6.65)质量的比值。

6.71
阈值温度 thresholdtemperature
传感器对可燃性粉尘(3.2)的最低响应温度。

6.72
阻火阀 firearrestingvalve
当爆炸或火灾发生时,防止火焰通过的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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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自动喷淋 automaticsprinkler
当爆炸或火灾发生时,带喷头的自动喷水装置。

6.74
抗爆性 explosionresistant
容器或设备设计的抗爆炸压力或抗爆炸冲击的强度特性。

6.75
抗爆炸压力 explosionpressureresistant
容器或设备能承受预计的爆炸压力而不发生永久变形的强度特性。

6.76
抗爆炸冲击 explosionpressureshockresistant
容器或装置能承受预计的爆炸压力(4.6)而不破裂,但允许有永久变形的强度特性。

6.77
光电传感器 opticalelectronicsensor
用于感受爆炸、火灾发生时火焰发出的信号,并将探测的信息传递给其他装置的设备。
注:包括红外、紫外传感器等。

6.78
压力波传感器 pressuresensor
用于感受爆炸发生时冲击波压力和冲击的信号,并将探测的信息传递给其他装置的设备。

7 信息化类术语

7.1
粉尘爆炸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riskmonitoringandwarning/alertingsystemfordustexplosion
利用内置的安全风险预警模型,对粉尘涉爆企业(3.28)安全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动态评估、智能预

警的信息化系统。
7.2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评估模型 riskmonitoringandassessmentmodelforenter-
prisesatriskofdustexplosion

基于粉尘涉爆企业基础数据(7.9)和动态感知数据(7.14),进行风险预警(7.3)、风险研判(7.4)以及

粉尘清扫、报警处置等关键管理要素具体实施情况的信息化工具。
7.3

风险预警 riskwarning
通过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预警模型计算风险预警级别,实现企业风险预警、区域风险预警,并根据各

级预警触发机制自动生成并推送预警报告的功能。
7.4

风险研判 riskassessment
通过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预警(7.3)模型,将动态监测参数、风险预警级别、报警处置数据等参数进行

多维分析,并以企业固有风险作为修正系数,计算企业风险指数、风险状况的功能。
7.5

除尘系统感知数据 perceptiondataofdustremovalsystem
干式除尘器(5.7)灰斗内部温度、进出口风压差、锁气卸灰故障信号以及湿式除尘器(5.6)水箱水

位、水循环管路水流量等关键安全参数。
7.6

除尘控制系统 dustremovalcontrolsystem
用于除尘系统(5.5)中安全控制风机、脉冲清灰、阀门、喷淋等部件运行以及监测记录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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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感知数据并能联锁报警,保障除尘系统(5.5)稳定安全运的信息化工具。
7.7

涉爆粉尘风险监测仪 explosion-relateddustriskmonitor
集合了传感器、数据采集及数据传输等功能为一体的标准化数据采集装置。

7.8
接入数据 accessdata
粉尘爆炸风险监测预警系统(7.1)需要接入的基础数据(7.9)、动态感知数据(7.14)、视频数据

(7.17)、预警推送数据(7.18)等数据。
7.9

基础数据 basicdata
粉尘涉爆企业(3.28)的企业基础信息(7.10)、涉尘信息(7.11)、除尘系统信息(7.12)等数据。

7.10
企业基础信息 enterprisebasicinformation
粉尘涉爆企业(3.28)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主营业务、生

产规模等信息。
7.11

涉尘信息 dust-relatedinformation
粉尘涉爆企业(3.28)的粉尘(3.1)种类、涉及粉尘生产工艺、日产尘量及涉粉作业人数等信息。

7.12
除尘系统信息 dustcollectionsysteminformation
粉尘涉爆企业(3.28)的除尘系统(5.5)类型、厂家、安装日期、控爆措施及运行状态等信息。

7.13
粉尘清扫打卡记录 dustcleaningrecord
粉尘涉爆企业(3.28)每日的粉尘(3.1)清扫打卡情况。

7.14
动态感知数据 dynamicperceptiondata
粉尘涉爆企业(3.28)的除尘系统(5.5)等设备设施相关感知数据的实时值、报警信息以及设备离线

信息等数据。
7.15

除尘系统关键安全参数选定标准 criteriaforselectingcriticalsafetyparametersofdustcollectionsystem
为保障除尘系统(5.5)安全运行,根据干式除尘器(5.7)、湿式除尘器(5.6)以及特定粉尘除尘器

(5.6)的除尘特性,对除尘系统(5.5)感知数据设置的安全参数。
7.16

除尘系统监测指标信息 monitoringindexinformationofdustcollectionsystem
除尘系统(5.5)监测指标编码、指标名称、指标类别、指标位置、报警阈值及指标状态等信息。

7.17
视频数据 videodata
除尘器(5.6)、收尘仓、产尘车间等部位的视频监控画面。

7.18
预警推送数据 earlywarningpushdata
粉尘爆炸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中某个关键指标或数据达到预设的安全参数或条件时,系统自动向监

管部门和企业推送的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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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A

安全裕量 6.51……………………………………

B

保护作用时间 6.43………………………………
爆破膜 6.17………………………………………
爆破片 6.17………………………………………
爆炸控制 6.1………………………………………
爆炸下限浓度 4.3…………………………………
爆炸泄压 6.6………………………………………
爆炸性粉尘环境 3.14……………………………
爆炸压力 4.6………………………………………
爆炸压力上升速率 4.7……………………………
被动式隔爆 6.34…………………………………
部分惰化 6.46……………………………………

C

插入式除尘器 5.21………………………………
长径比L/D 6.22…………………………………
长径比L/DE 6.23………………………………
场所 3.17…………………………………………
沉降室 5.2…………………………………………
成雾时间 6.68……………………………………
冲击式除尘器 5.18………………………………
除尘管道 5.36……………………………………
除尘控制系统 7.6…………………………………
除尘器 5.6…………………………………………
除尘室 5.1…………………………………………
除尘系统 5.5………………………………………
除尘系统感知数据 7.5……………………………
除尘系统关键安全参数选定标准 7.15…………
除尘系统监测指标信息 7.16……………………
除尘系统信息 7.12………………………………
处理气体流量 5.39………………………………
传感控制器件 6.64………………………………
传感器响应时间 6.66……………………………
吹扫惰化 6.56……………………………………

D

袋式除尘器 5.15…………………………………
当量直径 6.21……………………………………

导电性粉尘 3.5……………………………………
点燃源 3.31………………………………………
电除尘器 5.11……………………………………
电阻率 4.19………………………………………
定期氧浓度监测 6.60……………………………
动开启压力 6.8……………………………………
动态感知数据 7.14………………………………
惰化 6.42…………………………………………
惰化系统动作氧浓度 6.50………………………
惰性气体 6.52……………………………………

E

二次爆炸 3.9………………………………………

F

翻板式隔爆阀 6.38………………………………
反冲持续时间 6.29………………………………
反吹 5.26…………………………………………
防爆装置 6.3………………………………………
非粉尘爆炸危险区域 3.16………………………
非封闭壁柜式除尘器 5.22………………………
非封闭单机布袋除尘器 5.24……………………
粉尘 3.1……………………………………………
粉尘爆轰 3.8………………………………………
粉尘爆燃 3.7………………………………………
粉尘爆炸 3.6………………………………………
粉尘爆炸产物 3.32………………………………
粉尘爆炸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7.1…………………
粉尘爆炸特性参数 4.1……………………………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3.18…………………………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收尘器 5.4…………………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 3.15…………………………
粉尘爆炸危险性分级 4.5…………………………
粉尘爆炸温度 4.22………………………………
粉尘爆炸指数 4.4…………………………………
粉尘爆炸最低氧含量 4.10………………………
粉尘比表面积 4.21………………………………
粉尘层 3.4…………………………………………
粉尘层燃烧速度 4.17……………………………
粉尘层着火 3.12…………………………………
粉尘层自燃 3.13…………………………………
粉尘层自然发火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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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 4.16………………………
粉尘处理工艺设备 5.30…………………………
粉尘防爆 6.2………………………………………
粉尘清扫打卡记录 7.13…………………………
粉尘涉爆企业 3.28………………………………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评估

 模型 7.2…………………………………………
粉尘释放源 3.23…………………………………
粉尘云 3.3…………………………………………
粉尘云爆炸极限浓度 4.14………………………
粉尘云着火 3.11…………………………………
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 4.8…………………………
粉尘云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 4.9………………
粉尘云最低着火温度 4.15………………………
粉尘着火 3.10……………………………………
风机 5.31…………………………………………
风险研判 7.4………………………………………
风险预警 7.3………………………………………
蜂窝式除尘器 5.23………………………………
负压工艺 5.33……………………………………

G

干式除尘器 5.7……………………………………
隔爆 6.32…………………………………………
隔爆阀 6.37………………………………………
隔爆阀门 6.39……………………………………
管道 5.35…………………………………………
惯性除尘器 5.8……………………………………
光电传感器 6.77…………………………………
过滤式除尘器 5.14………………………………

H

化学隔离 6.35……………………………………
火花探测装置 5.42………………………………
火花熄灭装置 5.43………………………………
火焰传播速度 4.20………………………………

J

机械隔离 6.36……………………………………
机械火花 3.34……………………………………
基础数据 7.9………………………………………
极限氧浓度 6.47…………………………………
加压惰化 6.54……………………………………
间断氧浓度监测 6.59……………………………
监控式抑爆装置 6.63……………………………
接入数据 7.8………………………………………
静电除尘器 5.10…………………………………

静开启压力 6.7……………………………………
距离 6.26…………………………………………

K

抗爆性 6.74………………………………………
抗爆炸冲击 6.76…………………………………
抗爆炸压力 6.75…………………………………
可燃性粉尘 3.2……………………………………
可燃性粉尘工艺 5.29……………………………
可燃性杂混物 3.26………………………………

L

离心式除尘器 5.9…………………………………
连续级释放 3.24…………………………………
连续形成粉尘云 3.25……………………………
连续氧浓度监测 6.58……………………………

M

脉冲喷吹式除尘器 5.16…………………………

N

内滤 5.27…………………………………………

P

排风管 5.37………………………………………
排气筒 5.38………………………………………
喷撒率 6.70………………………………………
喷撒滞后时间 6.67………………………………

Q

企业基础信息 7.10………………………………
气氛惰化 6.44……………………………………
气力输送系统 5.34………………………………
清灰 5.25…………………………………………
清理 3.27…………………………………………
区 3.19……………………………………………

S

涉爆粉尘风险监测仪 7.7…………………………
涉尘信息 7.11……………………………………
涉粉岗位 3.29……………………………………
涉粉作业人数 3.30………………………………
湿式除尘器 5.17…………………………………
湿式除尘一体机 5.20……………………………
视频数据 7.17……………………………………
顺序氧浓度监测 6.61……………………………
锁气卸灰装置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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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停机氧浓度 6.49…………………………………
通流惰化 6.56……………………………………

W

外部峰值压力 6.28………………………………
外滤 5.28…………………………………………
完全惰化 6.45……………………………………
围包体 6.4…………………………………………
无焰泄放装置 6.31………………………………
雾面持续时间 6.69………………………………

X

稀有气体 6.53……………………………………
洗涤过滤式除尘器 5.19…………………………
泄爆 6.5……………………………………………
泄爆导管 6.20……………………………………
泄爆门 6.18………………………………………
泄爆压力 6.9………………………………………
泄爆压力上升速率 6.10…………………………
泄压面积 6.13……………………………………
泄压效率 6.15……………………………………
泄压元件 6.19……………………………………
泄压装置 6.16……………………………………
旋风除尘器 5.13…………………………………
旋风分离器 5.12…………………………………

Y

压力波传感器 6.78………………………………
异物 3.33…………………………………………
异物去除装置 5.41………………………………
抑爆 6.62…………………………………………

抑爆剂 6.65………………………………………
有效泄压面积 6.14………………………………
有效长径比 6.24…………………………………
预警推送数据 7.18………………………………
阈值温度 6.71……………………………………

Z

着火时间 4.18……………………………………
着火延迟时间 4.12………………………………
真空惰化 6.55……………………………………
正压工艺 5.32……………………………………
置换惰化 6.57……………………………………
重力沉降室 5.3……………………………………
主动式隔爆 6.33…………………………………
自动喷淋 6.73……………………………………
自动抑爆 6.63……………………………………
阻火阀 6.72………………………………………
最大安装距离 6.40………………………………
最大反冲力 6.30…………………………………
最大火焰长度 6.25………………………………
最大外部峰值压力 6.27…………………………
最大泄爆压力 6.11………………………………
最大泄爆压力上升速率 6.12……………………
最大允许氧浓度 6.48……………………………
最低爆炸浓度 4.2…………………………………
最小安装距离 6.41………………………………
最小着火能量 4.11………………………………
最易着火浓度 4.13………………………………

20区 3.20…………………………………………
21区 3.21…………………………………………
22区 3.22…………………………………………

英文对应词索引

A

absoluteinerting 6.45…………………………………………………………………………………………
accessdata 7.8…………………………………………………………………………………………………
activeexplosionisolation 6.33…………………………………………………………………………………
airblower 5.31…………………………………………………………………………………………………
airlockanddustdischargedevice 5.40………………………………………………………………………
area 3.17………………………………………………………………………………………………………
areasubjecttodustexplosionhazards 3.18…………………………………………………………………
atmosphereinerting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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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explosionsuppressiondevices 6.63………………………………………………………………
automaticsprinkler 6.73………………………………………………………………………………………

B

bagfilter 5.15…………………………………………………………………………………………………
basicdata 7.9…………………………………………………………………………………………………
burningvelocityofdustlayer 4.17……………………………………………………………………………

C

centrifugaldustcollector 5.9…………………………………………………………………………………
chemicalisolation 6.35…………………………………………………………………………………………
classificationofdustexplosionhazards 4.5…………………………………………………………………
cleaning 3.27……………………………………………………………………………………………………
combustibledust 3.2……………………………………………………………………………………………
combustibledustprocesses 5.29………………………………………………………………………………
combustiblehybridmixture 3.26……………………………………………………………………………
conductivedust 3.5……………………………………………………………………………………………
continuousformationofadustcloud 3.25……………………………………………………………………
continuousgradeofrelease 3.24………………………………………………………………………………
continuousoxygenmeasurement 6.58…………………………………………………………………………
criteriaforselectingcriticalsafetyparametersofdustcollectionsystem 7.15……………………………
cyclonedustcollector 5.13……………………………………………………………………………………
cycloneseparator 5.12…………………………………………………………………………………………

D

discontinuousoxygenmeasurement 6.59………………………………………………………………………
displacementinerting 6.57……………………………………………………………………………………
distance 6.26……………………………………………………………………………………………………
drydustcollector 5.7…………………………………………………………………………………………
dust 3.1…………………………………………………………………………………………………………
dustcleaning 5.25………………………………………………………………………………………………
dustcleaningrecord 7.13………………………………………………………………………………………
dustcloud 3.3…………………………………………………………………………………………………
dustcollectionroom 5.1………………………………………………………………………………………
dustcollectionsystem 5.5……………………………………………………………………………………
dustcollectionsysteminformation 7.12………………………………………………………………………
dustcollector 5.6………………………………………………………………………………………………
dustcollectorpipe 5.36………………………………………………………………………………………
dustcollectorsindustexplosionhazardousarea 5.4…………………………………………………………
dustcontainment 5.30…………………………………………………………………………………………
dustdeflagration 3.7…………………………………………………………………………………………
dustdetonation 3.8……………………………………………………………………………………………
dustexplosion 3.6………………………………………………………………………………………………
dustexplosionpreventionandprotection 6.2…………………………………………………………………
dustexplosiontemperature 4.22………………………………………………………………………………
dustignition 3.10………………………………………………………………………………………………
dustlayer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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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emovalcontrolsystem 7.6………………………………………………………………………………
dust-relatedinformation 7.11…………………………………………………………………………………
dynamicactivationoverpressure 6.8…………………………………………………………………………
dynamicperceptiondata 7.14…………………………………………………………………………………

E

earlywarningpushdata 7.18…………………………………………………………………………………
effectivelengthdiameterratio 6.24…………………………………………………………………………
effectiveprotectiontime 6.43…………………………………………………………………………………
effectiveventarea 6.14………………………………………………………………………………………
electricalresistivity 4.19………………………………………………………………………………………
electrostaticprecipitator 5.11…………………………………………………………………………………
enclosure 6.4……………………………………………………………………………………………………
enterprisebasicinformation 7.10……………………………………………………………………………
enterprisessubjecttodustexplosion 3.28……………………………………………………………………
equivalentdiameter 6.21………………………………………………………………………………………
exhaustduct 5.37………………………………………………………………………………………………
exhaustfunnel 5.38……………………………………………………………………………………………
explosiondoor 6.18……………………………………………………………………………………………
explosionindexofadustcloud 4.4……………………………………………………………………………
explosionisolation 6.32………………………………………………………………………………………
explosionisolationflap 6.38…………………………………………………………………………………
explosionisolationvalve 6.37…………………………………………………………………………………
explosionlowerlimitdensity 4.3……………………………………………………………………………
explosionmitigation 6.1………………………………………………………………………………………
explosionpressure 4.6…………………………………………………………………………………………
explosionpressureresistant 6.75………………………………………………………………………………
explosionpressureshockresistant 6.76………………………………………………………………………
explosionpressureventing 6.6…………………………………………………………………………………
explosionproducts 3.32………………………………………………………………………………………
explosionresistant 6.74………………………………………………………………………………………
explosionsuppression 6.62……………………………………………………………………………………
explosionventing 6.5…………………………………………………………………………………………
explosion-protectiondevices 6.3………………………………………………………………………………
explosion-relateddustriskmonitor 7.7………………………………………………………………………
explosivedustatmosphere 3.14………………………………………………………………………………
explosivedusthazardousarea 3.15……………………………………………………………………………
externalpeakoverpressure 6.28………………………………………………………………………………

F

filteringscrubber 5.19…………………………………………………………………………………………
firearrestingvalve 6.72………………………………………………………………………………………
flamepropagationvelocity 4.20………………………………………………………………………………
flamelessventing 6.31…………………………………………………………………………………………
flowrateofthetreatedgas 5.39………………………………………………………………………………
flowthroughinerting 6.56……………………………………………………………………………………
foreignmaterial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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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materialremovaldevice 5.41…………………………………………………………………………

G

gravitydustcollector 5.3………………………………………………………………………………………

H

honeycombdustcollector 5.23…………………………………………………………………………………

I

ignitiondelaytime 4.12………………………………………………………………………………………
ignitionofadustcloud 3.11…………………………………………………………………………………
ignitionofdustlayer 3.12……………………………………………………………………………………
ignitionsource 3.31……………………………………………………………………………………………
ignitiontime 4.18………………………………………………………………………………………………
impactdustscrubber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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