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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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836《爆炸性环境》的第31部分。GB/T3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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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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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12476.5—2013《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5部分:外壳保护型“tD”》,与

GB12476.5—201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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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A型和B型两种型式(见2013年版的第5~9章);
———引入了“ta”“tb”“tc”三个保护等级及其要求(见第4章);
———更改了结构的要求(见第5章,2013年版的第4章、第6章、第7章);
———更改了检查和试验的要求(见第6章,2013年版的第8章);
———更改了标志的要求(见第7章,2013年版的第9章)。
本文件参考IEC60079-31:2013《爆炸性环境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起

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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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中煤

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合隆防爆电气有限公司、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黄河防爆起重机有限公司、深圳万讯

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天防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军、张刚、张勇、邓永林、石磊、杨盛成、林哲林、王亚德、胡林中、柳天杰、贺婷。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12476.5—2013;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纳入GB/T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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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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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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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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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壳保护型“t”是一种重要的粉尘防爆电气设备防爆型式,在该技术的标准化方面,我国于2013年

采用IEC61241-1制定了GB12476.5—2013。上述标准发布实施以来,“t”型防爆技术有了一定的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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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国际标准方面,所采标的IEC61241-1已并入IEC60079,现行版本为IEC60079-31:2013,其技

术内容变化较大,且正在进行新一版的修订之中。而目前,GB12476也正在修订并入GB/T3836。为

适应防爆技术和产业发展,并与我国标准系列的修订相协调,需要对 GB12476.5进行修订,纳入

GB/T3836。
本次修订参考了IEC60079-31:2013,并结合了GB/T3836、IEC标准的修订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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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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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第31部分:
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Ex设备和Ex元件的设计、结构和试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用外壳保护和限制表面温度保护的电气设备。
本文件不适用于不需要大气中的氧即可燃烧的火炸药粉尘或自燃物质。
本文件不适用于甲烷和/或可燃性煤尘引起危险的煤矿井下以及煤矿地面装置用Ex设备或Ex

元件。
本文件未考虑由粉尘挥发出来的可燃性或毒性气体引起的危险。
本文件是对GB/T3836.1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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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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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7 普通螺纹 公差(GB/T197—2018,ISO965-1:2013,MOD)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T3836.1—2021,IEC60079-0:

2017,MOD)

GB/T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4208—2017,IEC60529:2013,IDT)

GB/T494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4942.1—2006,IEC60034-
5:2000,IDT)

GB/T9364(所有部分) 小型熔断器[IEC60127(所有部分)]

GB/T9816.1 热熔断体 第1部分:要求和应用导则(GB/T9816.1—2013,IEC60691:2002,

MOD)

ANSI/ASMEB1.20.1 通用管螺纹(英制)[Pipethreads,generalpurpose(inch)]

ANSI/UL248(所有部分) 低压熔断器(StandardforLow—VoltageFuses)

3 术语和定义

GB/T383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粉尘点燃外壳“t” dustignitionprotectionbyenclosure“t”
用外壳保护防止粉尘进入并限制表面温度,用于爆炸性粉尘环境的电气设备的一种防爆型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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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则

4.1 保护等级

根据Ex设备在爆炸性粉尘环境中成为点燃源的危险程度,将防爆型式“t”分为三个保护等级。由

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分为:
———“ta”保护等级(EPL“Da”);或
———“tb”保护等级(EPL“Db”);或
———“tc”保护等级(EPL“Dc”)。
结构和标志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电气设备,“ta”保护等级的Ex设备应符合4.3的要求,“tb”和“tc”

保护等级的Ex设备应符合4.4的要求。
在考虑适用的故障条件时,有关工业标准对特定元件规定的失效模式也予以考虑。
如果用电阻限制电流,对于金属膜或线绕结构,不考虑短路故障。电阻器的额定电压应不低于设备

的最大额定电压。

4.2 设备类别和防护等级

保护等级、设备类别和防护等级(IP)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保护等级、设备类别与防护等级的关系

保护等级 ⅢC类 ⅢB类 ⅢA类

“ta” IP6X IP6X IP6X

“tb” IP6X IP6X IP5X

“tc” IP6X IP5X IP5X

4.3 “ta”级Ex设备要求

4.3.1 故障电流

未按第7章规定标志的Ex设备,仅应连接到预期短路电流不超过1.5kA的电路中。

4.3.2 最高表面温度

下列要求是对GB/T3836.1要求的修改和补充。
最高表面温度应根据6.1.2规定的方法,测量内部部件表面。测量的最高温度应作为标志的最高

表面温度的基础。如果设备内部包含一个附加外壳,则应在附加外壳的外表面测量温度。
注1:“ta”等级设备的温度试验考虑到外部外壳的部分破裂这一潜在的罕见故障。

注2:“ta”等级设备的热耗散有限,正常情况的最大耗散功率通常仅限于几瓦。

4.3.3 过压

在进行防尘试验之前,应按照6.1.1.3的规定,在外壳内进行4kPa的压力试验。

4.3.4 防尘

应按照6.1.1的规定进行外壳防尘试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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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保护装置

4.3.5.1 通则

Ex设备在预期的故障或在罕见的故障情况下,按照6.1.2温度试验的结果能够超过标志的最高表

面温度,则需要一个保护装置。保护装置可以直接集成到Ex设备中,也可以是在Ex设备的外部。
如果制造商没有提供外部保护装置作为Ex设备的一部分,则应按照GB/T3836.1的要求在设备

防爆合格证编号增加“X”后缀,且特殊使用条件应详细说明保护装置所需的额定值和特性。保护装置

应能够中断所安装的电路的最大电流。如果Ex设备包含电池或电池组,则只应使用密封电池或密封

电池组。如果控制装置也保护整个Ex设备不超过最高表面温度,该控制装置也可视为一种保护装置。

4.3.5.2 热保护装置

Ex设备应由一个或多个完整的热保护装置保护。热保护装置应双重化且不应为自恢复式装置。
如果符合GB/T9364(所有部分)、GB/T9816.1或ANSI/UL248(所有部分),则仅需一个装置。

或者,如果一个过流保护装置能用于提供热保护,这样的装置可以使用。当过流保护装置不用作热

保护装置时,允许过流保护装置位于Ex设备外壳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GB/T3836.1的要求在

设备防爆合格证编号增加“X”后缀,且特殊使用条件应详细说明所需的过流保护装置。
宜考虑热保护装置的响应时间,并足以进行必要的过热保护。

4.3.6 内部附加外壳

如果设备内含有产生电弧和火花的部件,那么应在主外壳内对这些部件配置附加外壳。按照4.3.2
的规定,用该外壳的最高表面温度来确定设备的标志表面温度。

当发热的内部部件封装在一个附加外壳中,应按照4.3.2的规定,用该外壳的最高表面温度来确定

设备的标志表面温度。
附加外壳应符合下列要求,这些要求是对GB/T3836.1的修改。
———COT至少等于规定的环境温度下限值,并且至少比非金属材料适用的最高工作温度高20K;
———按照6.1.1.2的规定进行冲击试验,但不进行耐热耐寒试验;
———在进行没有耐热耐寒试验的冲击试验后,防护等级应符合GB/T4208的IP6X。

4.4 “tb”和“tc”保护等级Ex设备要求

4.4.1 故障电流

用于电源连接并能切断10kA以上故障电流的“tb”或“tc”保护等级Ex设备,应确定最大短路电

流。试验按照6.1.1.1进行,并按照第7章进行标志。

4.4.2 最高表面温度

对于“tb”和“tc”保护等级Ex设备,应按照6.1.2的规定,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在外壳外表面上测量

最高表面温度。

4.4.3 过压

在进行防尘试验之前,应按照6.1.1.3的规定,在外壳内进行2kPa的压力试验,Ex设备的结构能

通过物理方式限制衬垫或密封件移动的情况除外,如槽内的“O”形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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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防尘

应按照6.1.1的规定进行外壳防尘试验。

4.4.5 热保护

4.4.5.1 通则

对于“tb”保护等级,如果Ex设备按6.1.2温度试验的结果能够超过标志的最高表面温度,则需要

一个保护装置。保护装置可以直接集成到Ex设备中,也可以是在Ex设备的外部。
如果制造商没有提供外部保护装置作为Ex设备的一部分,则应按照GB/T3836.1的要求在设备

防爆合格证编号增加“X”后缀,且特殊使用条件中应详细说明保护装置所需的额定值和特性。保护装

置应能够中断所安装的电路的最大电流。如果Ex设备包含电池或电池组,并且提供了防止电池或电

池组过热的控制装置,如果控制装置也保护整个Ex设备不超过最高表面温度,则该控制装置也可视为

保护装置。对于具有“tb”或“tc”保护等级的Ex设备,有火花触点或热表面时仅应使用密封电池或电

池组。

4.4.5.2 热保护装置

Ex设备应由一个或多个完整的热保护装置保护。热保护装置应双重化且不应为自恢复式装置。
如果符合GB/T9364(所有部分)、GB/T9816.1或ANSI/UL248(所有部分),则仅需一个装置。

或者,如果一个过流保护装置能用于提供热保护,这样的装置可以使用。当过流保护装置不用作热

保护装置时,允许过流保护装置位于Ex设备外壳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GB/T3836.1的要求在

设备防爆合格证编号增加“X”后缀,且特殊使用条件应详细说明所需的过流保护装置。
宜考虑热保护装置的响应时间,并足以进行必要的过热保护。

5 结构

5.1 接合面

5.1.1 通则

外壳结构上无论是永久关闭、还是经常打开的所有接合面,应紧密配合,公差符合文件要求,并且能

有效密封以防止粉尘进入。接合面应符合下列特殊要求,并应承受6.1.1的试验。
仅用油脂保持密封性不认为符合要求。

5.1.2 螺纹接合面

对于采用平行螺纹、且没有附加密封圈或衬垫的所有螺纹接合面,螺纹啮合扣数应不小于5扣,公
差等级应为GB/T197的中等或更高。没有附加密封件或衬垫的锥形螺纹接合面,螺纹啮合扣数应不

少于3⅟扣。
必要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使配合部件能正确对齐。

5.1.3 衬垫和密封件

接合面中,可用压缩衬垫确保外壳密封的有效性。
所有衬垫和密封件应采用整体连续结构,即环形不间断。
连续结构也包括永久接合形成的不间断环形衬垫或密封件,同时能保持衬垫或密封材料的机械

性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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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所有衬垫都用胶粘剂或机械固定在接合面的一个面上,否则外壳的结构应确保衬垫位置正确。
除了用于装配需要的少量润滑剂或配合表面一侧的粘结材料外,使用衬垫的接合面不应采用密封剂

材料。
挠性密封件,如波纹管,任意点不应产生过应力,应采取措施防止受到外部机械损伤,并且每端应用

机械方式固定。
不应使用铰链作为保持密封件的方式,能够正确压紧衬垫,不会使衬垫产生非预期移动、应力或变

形的情况除外。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电缆引入装置内的密封件。

5.1.4 粘结接合面

现场布线连接时需要去掉的配合部件,或者工作中可以调节的配合部件,不应采用粘结接合面。

5.1.5 操纵杆、芯轴和转轴

外壳上用于操纵杆、芯轴或转轴的孔,除了采用油脂或化合物之外,还应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止操纵

杆、芯轴或转轴在运动以及在静止时粉尘进入。

5.1.6 观察窗

5.1.6.1 采用粘结接合面的观察窗

采用粘结接合面的观察窗,设计应使其能直接粘结到外壳壁中,与之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组件,或
者粘结到一个框架上,组成一个可更换的组件。

5.1.6.2 采用衬垫接合面的观察窗

采用防尘衬垫的观察窗,设计应使其直接安装到外壳壁或盖中。或者,采用衬垫的观察窗安装到一

个框架上,组成一个可更换的组件。

5.2 外壳引入装置

5.2.1 电缆引入装置

无论是一体的还是独立的电缆引入装置,应符合GB/T3836.1以及附录A的要求。

5.2.2 引入孔

5.2.2.1 光孔引入孔

光孔引入孔直径与电缆引入装置或附件的公称直径差应不大于0.7mm。外壳内部应有足够的空

间,用于安装引入装置或附件的防松螺母。

5.2.2.2 螺纹引入孔

“ta”“tb”和“tc”保护等级Ex设备的螺纹孔应符合下列要求:
———锥形螺纹不少于3⅟扣,符合ANSI/ASMEB1.20.1。
———平行螺纹不少于5扣,公差等级符合GB/T197的6H或更高。
———平行螺纹少于5扣,公差等级符合GB/T197的6H或更高,并提供附加衬垫或密封件。如果

附加的密封件与Ex设备不成为一体,则应按照GB/T3836.1的要求,在设备防爆合格证编号

增加“X”后缀,并且在特殊使用条件中应详细说明规定使用的衬垫或密封件。或者,也可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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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设备上附加警告标志,说明衬垫或密封件的要求,作为“X”标志要求的替代。

6 检查和试验

6.1 型式试验

6.1.1 外壳防尘试验

6.1.1.1 通则

Ex设备的样品应进行GB/T3836.1规定的耐热、耐寒和冲击试验,如适用,应进行跌落试验。如

果配置有附加外壳,设备外壳的冲击试验应不会对附加外壳造成可见的损伤。
进行耐热和耐寒试验时,附加外壳可去掉。
按照GB/T3836.1的要求进行外壳试验之后,应对所有试验样品进行6.1.1.3的压力试验,然后再

进行6.1.1.4的IP防护等级试验。
对用于连接电源且故障电流大于10kA的“tb”或“tc”保护等级Ex设备,应在6.1.1.3的压力试验

后和6.1.1.4的IP试验前按照有关工业标准进行通断试验。

6.1.1.2 对附加外壳的冲击试验

应按照GB/T3836.1冲击试验的要求对附加外壳进行冲击试验,用1kg的质量从0.2m的高度跌

落,不应有损坏防护的损伤。

6.1.1.3 压力试验

内部压力至少为下列值,持续时间60+10 0s:
———对于“ta”保护等级,(4±0.4)kPa;或者

———对于“tb”和“tc”保护等级,(2±0.2)kPa。
如果不能保持压力,进行该试验时呼吸装置或排液装置可以密封。进行压力试验之后,应去掉呼吸

装置或排液装置的密封件并进行IP试验。评定作为Ex设备的电缆引入装置不必进行该试验。
如果Ex设备的结构能限制衬垫或密封件移动,如槽内的“O”形圈,则对于“tb”和“tc”保护等级Ex

设备不必进行该试验。
附加外壳不必进行压力试验。

6.1.1.4 IP试验

应按照表1的要求,根据GB/T3836.1对外壳防护等级(IP)的规定,对不同保护等级的样品进行

IP试验,并符合下列修改后的要求:
———对于“ta”保护等级,负压值至少为4kPa,持续至少8h。
———旋转电机要求进行IP5X或IP6X试验时,应依据GB/T4942.1的试验要求和GB/T4208的

合格要求。
———进行IP试验之前,接合面中所有油脂应清除,但旋转电机转轴上的润滑剂除外。

6.1.2 温度试验

对于“ta”“tb”和“tc”保护等级,应按照GB/T3836.1的规定进行试验。
对于“ta”保护等级,过载和故障应通过施加正常运行时的输入功率的1.5倍并测量外部外壳的最

高表面温度来模拟。内部元件和附加外壳的温度在额定输入功率下确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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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tb”保护等级,过载和故障条件如表2所示。

表2 “tb”保护等级的过载或故障条件

Ex设备类型 过载或故障条件

灯具(无镇流器) 无

有电子-电磁镇流器的灯具
Un(1+10%)

用二极管模拟镇流效果

有电子镇流器 按照相关工业标准规定

电动机-连接主电源 无

电动机-变频器供电

如果电机按照GB/T3836.1所述,用规定工作制与专用变频器一起评估,无要求。

或者,如果电机没有按照GB/T3836.1所述,用规定工作制与专用变频器一起评

估,必要时过载以确定要求的直接热保护(通常在定子绕组中)有足够的裕度,能
够探测到转子、轴承盖、轴伸处过高的温度。裕度可通过试验或计算确定。对于

这种情况,通过在防爆合格证中明确该特殊使用条件来强制使用热保护。

注:对于典型布置,已经发现,利用PTC160热敏电阻或160℃恒温器嵌入定子绕

组中(与风扇端相对端部绕组中每相一个),可以用于确定 T3(200℃)温度

组别

电阻 无

电磁铁 额定电压Un 及最不利的气隙

其他设备 按照相关工业标准规定

  注:试验电压和电流参数见GB/T3836.1最高表面温度要求。

6.2 例行试验

对于“ta”“tb”或“tc”保护等级,没有附加例行试验要求。

7 标志

下列要求是对GB/T3836.1的补充,适用于“ta”“tb”和“tc”保护等级。保护等级的符号为“ta”
“tb”或“tc”。

仅能连接到预期短路电流小于1.5kA电路的“ta”保护等级Ex设备,应标志能承受的最大额定短

路电流。
用于与电源连接且通断故障电流大于10kA的“tb”或“tc”保护等级Ex设备,应标志最大短路

电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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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引入装置的补充要求

A.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t”防爆型式引入装置的结构和试验要求,是对GB/T3836.1的补充。

Ⅲ类引入装置包括作为Ex设备或Ex元件的电缆引入装置、电缆贯通装置、导管密封装置、封堵

件、螺纹式管接头。

A.2 结构要求

A.2.1 电缆引入装置、电缆贯通装置和导管密封装置

电缆引入装置、电缆贯通装置和导管密封装置,无论是整体的还是分开的,都应符合5.1的接合面

要求和A.4的标志要求。

A.2.2 封堵件和螺纹式管接头

封堵件、螺纹式管接头应分别符合5.1对接合面和5.2对螺纹的要求。

A.3 型式试验

A.3.1 电缆引入装置、电缆贯通装置和导管密封装置

电缆引入装置、电缆贯通装置、导管密封装置,应符合6.1.1.1、6.1.1.3和6.1.1.4的要求。这些试验

代替GB/T3836.1对电缆引入装置的防护等级(IP)试验。试验应对每一种引入装置的不同允许尺寸

的电缆密封圈进行。对于密封试验,每个密封圈应安装在干净、干燥的电缆样品上;或在清洁、干燥、抛

光的金属芯轴上,其最大表面粗糙度Ra 为1.6μm,其直径等于电缆引入装置制造商规定的密封圈中允

许的最小的直径。为本试验的目的,应将带电缆或芯轴的电缆引入装置固定在合适的外壳上后进行试

验,确保引入装置与外壳连接的密封方式不会影响试验结果。

随后,样品和代表性外壳均应承受6.1.1.3的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值应与受试电缆引入装置的保护

等级一致。

随后,样品和代表性外壳应承受6.1.1.4的IP试验。负压值应与受试电缆引入装置的保护等级

一致。

A.3.2 封堵件和螺纹式管接头

封堵件和螺纹式管接头应符合6.1.1.1~6.1.1.4的要求。这些试验代替GB/T3836.1对电缆引入

装置的防护等级(IP)试验。

对于6.1.1.3和6.1.1.4的试验,受试引入装置应安装在制造商和检验机构商定的合适的外壳上。

每个螺纹尺寸的一个样品应装配到一个合适的外壳上,该外壳由制造商和检验机构根据配接要求

商定。

随后,样品和代表性外壳均应承受6.1.1.3的压力试验。压力值应与受试封堵件或螺纹式管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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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等级一致。

随后,样品和代表性外壳应承受6.1.1.4的IP试验。负压值应与受试电缆引入装置的保护等级

一致。

A.4 标志

Ⅲ类引入装置应按照第7章的要求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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