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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工业中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防爆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棉、麻、毛、混纺、化纤、丝等为原料的纺织工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工程设计、施

工、生产管理。
使用其他原料的纺织工业企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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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12476.1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61241-0:2004,MOD)

GB12476.2—2010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选型和安装(IEC61241-14:2004,

IDT)

GB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15604 粉尘防爆术语

GB/T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8—201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565 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AQ/T900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5604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纺织工业 textileindustry
用天然纤维或以天然的、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化学和物理方法制得纤维,以及用这些

纤维生产各种成品的产业链。主要包括:纺织业、纺织服装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纤维原料制造业。

3.2
除尘室 dustcollectionroom
安装除尘设备(附配套用风机)的建筑物。

3.3
除尘地沟 dusttrench
用于敷设输送含纤维、纤维粉尘及金属管道的地下沟道。

1

GB32276—2015



3.4
开清棉 blowingandscotchingprocess
是对块状原料进行开松、除杂、混合,并制成梳棉用的棉卷或棉层。使用的主要设备是开清棉联合

机,由抓棉、棉箱、开棉机和成卷机械组成(当采用清钢联合机时,无成卷机械)。原料中混入的金属杂质

在设备运行时易产生火花。

4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划分原则和范围

4.1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划分原则

4.1.1 根据爆炸性粉尘混合物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按下列规定

分区:

a) 20区:在正常操作过程中,纺织纤维粉尘连续出现或经常出现,其数量足以形成可燃性粉尘与

空气混合物或可能形成无法控制的和极厚的粉尘层的场所。

b)21区:未划为20区的场所。但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可能出现数量足以形成可燃性粉尘与空气

混合物的纺织纤维粉尘。

c) 22区:未划分为21区的场所。纺织纤维粉尘云偶尔出现并且只是短时间存在,或在异常条件

下出现纺织纤维粉尘的堆积或可能存在粉尘层,并且与空气混合产生纺织纤维粉尘混合物。
如果不能保证排除纺织纤维粉尘堆积或粉尘层,则应划分为21区。

4.1.2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划分,应按纺织纤维粉尘释放源位置、释放粉尘的数量及可能性、
爆炸条件和通风除尘等条件确定。

4.1.3 采用无洞孔的墙体或用常闭防火弹簧门与20区、21区、22区隔开的区域,可以划为非粉尘爆炸

危险区域。

4.2 纺织工业企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范围

纺织工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分区如表1所示。

表1 纺织工业企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分区

生产场区 20区 21区 22区

开清棉车间 — V —

梳棉车间 — — V

并条车间 — — V

粗纱车间 — — V

细纱车间 — — V

纺纱后加工(络筒、并纱、捻线、摇纱与成包) — — V

织布车间 — — V

除尘室 — V —

打包、下脚回收车间 — V —

原料仓库 —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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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与结构

5.1 一般要求

5.1.1 建(构)筑物除应遵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外,还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5.1.2 纺织纤维粉尘爆炸性环境应在适当位置设置防火、防爆隔墙。

5.2 厂区布置

5.2.1 除尘室宜单独布置。除尘室上层不应布置生产车间、辅助车间和生活间。除尘室内不应设置办

公室、休息室。若毗邻时,应符合GB50565的有关规定。

5.2.2 除尘室单独设置时,与其他车间的距离应符合GB50565的相关规定。

5.2.3 通风机室、除尘室均应专用,不应兼作其他用途;不应布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内。

5.2.4 控制室、配电室宜单独设置,不应设置在有粉尘爆炸危险的场所内和上方。

5.2.5 纺织原料库不应设在地下,并且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5.3 厂房建筑结构

5.3.1 泄爆

5.3.1.1 20区、21区建(构)筑物应设泄爆口。玻璃门、窗、轻质墙体和轻质屋盖可作为泄爆面积计算。

5.3.1.2 作为泄爆口的轻质墙体和轻质屋盖的质量不宜超过60kg/m2。

5.3.2 地面

5.3.2.1 纺织工业车间的地面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且应平整、光滑,易于清扫。

5.3.2.2 采用绝缘材料作整体面层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5.3.3 墙体

建筑物内表面和构件表面应光滑平整。

5.3.4 窗

窗作为有效的泄爆口时,应采用向外开启式。

5.3.5 门

用于区域之间的隔离门,应不低于乙级防火门标准,且应严密防尘。用于泄爆的门应向外开启。

5.3.6 除尘室建筑结构

5.3.6.1 除尘室应布置在直接对室外开门、窗的附房或独立建筑物内,应采用框架结构,应采用不发生

火花的地面,与相邻房间的隔墙应为防爆墙,防爆墙上不宜开孔洞或有管线穿过。

5.3.6.2 除尘室应设置泄压设施,并应符合GB/T15605的相关规定。泄压面应靠近容易发生爆炸的

区域,对外应避开人员集中的场所及重要交通道路。

5.3.7 除尘地沟

5.3.7.1 除尘地沟应具有良好的防水防潮性能,以确保沟内干燥;寒冷地区室外部分的除尘地沟应做好

顶板保温,以防沟内结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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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2 进入除尘室的地沟口处应设隔断,穿管处应密封。与相邻车间连通处,应采用非燃烧材料

密封。

6 粉尘控制

6.1 一般规定

6.1.1 应从人员、机械、技术、材料、环境等多方面考虑粉尘控制措施和方法,坚持设防与管理并重,消
除粉尘爆炸的条件,防止粉尘爆炸。

6.1.2 纺织工业根据粉尘爆炸危险等级,设置或采取的通风、除尘系统及粉尘控制等措施,应符合作业

要求。

6.2 通风除尘

6.2.1 除尘系统划分

6.2.1.1 开清棉车间应单独设置除尘系统。

6.2.1.2 局部排风系统应单独设置,不应与除尘系统及气力输送系统相结合。

6.2.1.3 不同粉尘爆炸危险等级的区域,不宜合用除尘系统。如必须合用,除尘系统应按粉尘防爆高等

级标准设计。

6.2.2 除尘设备的布置及选择

6.2.2.1 不同粉尘爆炸危险等级的区域,除尘设备应分别布置,不应与送、排风及空调装置布置在同一

个房间内。

6.2.2.2 除尘器应布置在除尘系统的负压段上,不应直接布置在车间内。

6.2.2.3 除尘设备应是连续过滤、连续排尘,不应采取沉降室处理,与滤尘器所配套的集尘器应设在室

外或有泄爆设施的房间。

6.2.2.4 除尘设备应采取泄爆或抑爆措施。泄爆装置包括火焰泄爆、无火焰泄爆。

6.2.2.5 除尘风机与电机传动宜采用同轴联结。

6.2.3 除尘管路及布置

6.2.3.1 除尘风管、气力输送管截面均应为圆形,管道敷设应避免粉尘沉积。

6.2.3.2 除尘风管需要设地沟时,不同区域或系统地沟不应相互联通。

6.2.3.3 风管应满足将粉尘输送至除尘器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管道内风速应保证粉尘不沉积;

b) 应避免过长的水平管段;

c) 水平管和弯头应在适当位置开设清灰孔;

d) 管道过渡顺畅,尽量减少弯头和直径骤变;

e) 管道密闭不漏风;

f) 管道强度应能承受风机在各种条件下产生的最大压力。

6.2.3.4 应设置预防粉尘爆炸在除尘系统之间传播、扩散的防火防爆管道安全装置。

6.2.4 回风及除尘

6.2.4.1 含有可燃性粉尘和纤维的空气未经过除尘处理,不应循环使用。含有粉尘的空气在进入排风

机前应先进行除尘处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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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除尘室处理后的空气回用时不宜在空调室与除尘室相邻的隔墙上开孔,宜采用回风塔;回用空

气含尘量不应超过室内允许含尘浓度的50%。

6.2.5 积尘的清扫

6.2.5.1 应及时清扫附着在地面、墙体、设备等表面上的粉尘。

6.2.5.2 应采用吸尘器等负压清扫积尘。清扫积尘时,应避免产生二次扬尘。

7 电气设备

7.1 一般规定

7.1.1 纺 织 工 业 电 气 工 程 应 按 防 爆 炸 性 粉 尘 环 境 要 求 进 行 设 计,并 符 合 GB50058—2014及

GB12476.1中的相关规定。
注:GB50058—2014的10区与GB12476.2—2010的20区、21区、GB50058—2014的11区与GB12476.2—2010

的22区相对应。

7.1.2 纺织工业应设置符合工艺生产要求,保证安全生产的电气联锁。电气联锁包括:

a) 除尘系统内各除尘设备之间的电气联锁;

b) 除尘设备与工艺生产设备之间的电气联锁;

c) 除尘系统的紧急停车;

d) 应遵循除尘设备先开,工艺设备后开;工艺设备先停,除尘设备后停的顺序开、停机原则。

7.1.3 20区、21区、22区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宜在粉尘爆炸危险性较小或非爆炸危险区设置和敷设。

7.1.4 20区、21区的电气设备应按GB12476.1和GB12476.2—2010的规定选择。电气设备和线路应

装设短路和过负荷保护装置。

7.2 电气设备

7.2.1 20区、21区、22区电气设备的选型、安装、检查、维护、设计、结构、试验及标志要求应符合

GB12476.1的规定,应根据环境特征选用符合GB12476.1规定的相关电气设备。

7.2.2 电气设备的表面允许最高温度应根据GB12476.2—2010规定及现场环境,通过试验确定,且不

应超过110℃。

7.2.3 20区、21区所用灯具应符合GB12476.1的规定。20区、21区不宜安装插座;必须安装插座时,
应符合GB12476.1的规定。

7.2.4 20区、21区不宜使用移动电气设备,在上述区域内使用的手提灯、帽灯应符合GB12476.1的规定。

7.2.5 3kV~10kV及以上配电装置应尽可能不安装在20区、21区、22区内。1000V以下配电装置

宜安装在用墙体隔开的单独房间或粉尘不易积聚的地方。

7.2.6 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12476.2—2010的规定。电气设备的安装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可

能遇到的外部影响(如:化学、机械和热应力)。电气设备的安装应注意保持设备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

隙,避免产生电弧或火花的可能性。

7.2.7 20区、21区、22区应采取措施避免因高强度光源的辐射而成为点燃源。电气设备的安装应提供

便于检查、维护和清理的通道。

7.3 电气线路

7.3.1 20区、21区内不宜通过与该区无关的电缆和电气线路,如不可避免,应符合GB12476.2—2010
的规定。

7.3.2 20区、21区、22区内电气线路应选用铜芯电线或铜芯电缆,选择和敷设应符合GB50058—20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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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B12476.2—2010的规定。

7.4 防雷、防静电及接地

7.4.1 防雷击及防雷电波侵入的措施应符合GB50057的相关要求。

7.4.2 纺织工业防静电应遵守GB12158的相关规定。

7.4.3 纺织工业的接地应符合GB50058—2014的规定;允许利用建(构)筑物的结构钢筋作防雷系统,

接地极、引下线、接闪器间应进行电气连接;电气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及防静电接地可共用一

个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为其中最小值。

7.4.4 纺织工业的设备、机架、除尘管道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或直接与接地干线连接。

7.4.5 在20区、21区的操作人员应穿防静电(导电)鞋,不应在20区、21区穿脱衣服、帽或类似物。

8 作业安全和除尘室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纺织工业粉尘防爆安全生产管理应遵守AQ/T9006的相关规定。对在粉尘易爆场所工作的相

关从业人员应进行安全生产、粉尘防爆技术培训;未经安全生产、粉尘防爆技术培训或培训不合格,不得

上岗工作。

8.1.2 应定期检查粉尘防爆设备,保证其性能完好;不应擅自变更粉尘防爆的任何设备。如需改造,其

设计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部门负责。

8.2 作业安全管理

8.2.1 应制定相关的粉尘防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管理细则、运行检修维护细则;并定期对除尘设备及

管道系统的安全及防静电接地装置进行检测,保证设备、系统正常运行。检测应做好记录,并由有关人

员签字。

8.2.2 车间内明火作业时应按GB15577中相关条款执行。

8.2.3 应装备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定点定时对车间、除尘系统的空气含尘浓度、温度、湿度、压力等进

行检测,建立档案,以便及时了解系统的工作情况,研究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改进措施或请有关部门协

助定期监测。

8.2.4 应定期检查除尘室、散发粉尘场所的自动喷洒灭火系统及消防灭火装置,保证随时可投入正常

使用。

8.2.5 应定期检查车间工艺设备与除尘室、空调送风风机的连锁装置,并定期试验,保证其随时处于可

启动状态。

8.2.6 每月不应少于一次检修(停产检修),在检修的同时,应作好车间、设备的彻底清扫工作。

8.2.7 有下部吸尘斗的设备在运行、检修时,应防止金属杂物掉入吸尘斗。

8.2.8 应定期检查除尘管道内壁,如有沉积物或结垢应及时清除。

8.2.9 需要除尘的工艺设备,应着重看管易缠和有摩擦过热的部位。发现异常应立即停车,检查处理

确认无隐患后方可开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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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0 清出的尘杂应用容器密闭好,随清随运并应根据尘量的多少制定出相应的清扫周期。

8.3 除尘室管理

8.3.1 除尘室的各操作机构,应有明显标志,指定专门从业人员定期进行技术检查和维修,确保其运行

在限定的工作指标(阻力上、下限;空气净化后的含尘浓度等)范围内。有故障的除尘设备不应使用。

8.3.2 除尘室应按危险场所进行管理,专人看管,无关人员严禁入内。除尘工不应穿带铁钉的鞋和化

纤工作服,不应使用铁锹清除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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