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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４：１９７５《爆炸性气体环境中的电气设备　第４部分　引燃温度试验方

法》第二版（英文和／或法文版），包括其修正案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４Ａｍｄ１：１９９５。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４：１９７５。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ｄ）　删除了第４章的悬置段；

ｅ）　增加了４．２条中表的表号、表名；

ｆ）　增加了４．４．１条和４．４．２条的条标题；

ｇ）　增加了５．１条的条标题；

ｈ）　将５．２条的内容移至５．２．１条。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５３３２—１９８５《可燃液体和气体引燃温度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５３３２—１９８５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按照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４：１９９５《引燃温度试验方法修订单１》将附录Ａ中石棉材料改为绝热材料；

———在附录Ａ中，增加了另外一种加热炉（２＃加热炉）的说明和相应的示意图。

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晋、王钢、张网、张欣、孙金香、果春盛、吴彩虹、王婕。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５３３２—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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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液体和气体引燃温度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常压下空气中化学纯净的可燃液体蒸气和气体引燃温度（自燃温度）的测定方法。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引燃温度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试验，发生引燃时的最低温度。

２．２

　　引燃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

可燃液体或气体在被加热的试验烧瓶内，发生清晰可见的火焰和／或爆炸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的

延迟时间不超过５ｍｉｎ。

２．３

　　引燃延迟时间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犾犪犵

试样完全注入烧瓶的瞬间到发生引燃所需要的时间。

３　试验概述

将体积为２００ｍＬ的敞口锥形烧瓶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把一定量的可燃液体或气体试样注入到锥

形烧瓶中，在暗室里观察烧瓶内是否发生引燃。通过采用不同温度和不同试样量重复试验，把发生引燃

时烧瓶的最低温度作为该试样在常压下空气中的引燃温度。

４　试验装置

４．１　试验烧瓶（烧瓶）　

应使用体积为２００ｍＬ的硼硅酸盐玻璃制的锥形烧瓶。对每一种试样的试验及最后一组试验均应

使用经化学方法清洗过的洁净烧瓶。

当试样的引燃温度超过硼硅酸盐玻璃烧瓶的软化点或试样对烧瓶有化学腐蚀时，可采用石英烧瓶

或金属烧瓶，但需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４．２　加热炉

采用加热炉对烧瓶均匀加热。在附录Ａ中给出了适合于这种用途的加热炉示例。

当按照本标准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时，如果测得表１中物质的引燃温度在第７章所给的误差范围

内，可以认为试验烧瓶被均匀地加热，所选择的温度测量位置是合适的。所使用的检验试样的纯度应不

小于９９．９％。

表１　加热炉验证物质的引燃温度

可燃物质 引燃温度／℃

正庚烷

乙烯

苯

２２０

４３５

５６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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