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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体和粉尘爆炸防治工程学》主要介绍气体和粉尘爆炸防治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最新研究成果。全书
分绪论、基本概念、可燃气体与蒸气的爆炸极限、密闭空间内可燃气体的爆炸强度、开敞空间可燃气
云的爆炸强度、粉尘的爆炸强度、爆炸灾害的防护与控制原理及应用、密闭空间内爆炸的安全泄放原
理与应用8章，另有附录。每章开头有内容提要和学习要求，结尾有小结，还配备了思考题或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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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0绪论
0.1工业生产与安全
0.2工业生产中的爆炸事故
0.3生产中爆炸形式的分类
0.3.1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蒸气的爆炸
0.3.2可燃固体粉尘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
0.3.3化学反应失控而引起的工艺设备爆炸
0.4爆炸事故的划分
0.4.1按危险程度划分
0.4.2按损失程度划分
0.5爆炸灾害防治对策
0.6本书的主要内容
思考题
1基本概念
1.1燃烧的基本概念
1.1.1燃烧
1.1.2闪燃与闪点
1.1.3自燃与自燃点
1.2爆炸的基本概念
1.3爆炸发生的基本条件
1.3.1可燃气体发生爆炸的条件
1.3.2粉尘发生爆炸的条件
1.4爆炸的基本特性
1.4.1凝聚相含能材料的爆炸
1.4.2密闭空间可燃气体或粉体爆炸
1.4.3开敞空间可燃气体或粉体爆炸
1.4.4沸腾液体膨胀蒸气爆炸(BLEVE爆炸)
1.4.5化学反应失控
1.4.6物理蒸气爆炸
1.5爆炸参数
1.5.1火焰速度和燃烧速度
1.5.2理论火焰温度
1.5.3爆炸强度
1.5.4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1.6爆炸波破坏准则
1.6.1爆炸波的结构和破坏机理
1.6.2爆炸波破坏准则
小结
思考题
习题
2可燃气体与蒸气的爆炸极限
2.1爆炸极限理论
2.2爆炸极限的影响因素
2.2.1可燃气体或蒸气的种类及化学性质的影响
2.2.2混合均匀程度的影响
2.2.3温度的影响
2.2.4初始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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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惰性介质或杂质的影响
2.2.6实验管径和材质的影响
2.2.7点火能量的影响
2.3爆炸反应方程分析
2.3.1化学计量浓度
2.3.2完全与不完全燃烧
2.3.3最危险浓度
2.4爆炸极限的计算
2.4.1单一燃料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的估算
2.4.2多种可燃气体混合物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的估算
2.4.3可燃气体与惰性气体混合物的爆炸极限的估算
2.4.4可燃气体在氧气中的爆炸极限
2.4.5可燃气体在其他氧化剂中的爆炸极限
2.5含氧量安全限值
2.6其他助燃气体
小结
思考题
习题
3密闭空间内可燃气体爆炸强度
3.1火焰传播
3.2爆炸过程的解析解法
3.2.1质量速率方程
3.2.2压力上升速率和火焰速度方程
3.3几何微元方法
3.4数值模拟方法
3.4.1计算模型
3.4.2数值方法
3.4.3爆炸过程中流场参数的变化规律
3.5爆炸强度的测试
3.6影响爆炸强度的因素
3.6.1可燃气体活性
3.6.2可燃气体的浓度
小结
思考题
习题
4开敞空间可燃气云爆炸强度
4.1影响可燃气云爆炸强度的因素
4.1.1可燃气云特性的影响
4.1.2周围环境对爆炸的影响
4.1.3天气情况的影响
4.1.4点火能量、点火位置的影响
4.2气云爆炸强度的研究和预测方法
4.2.1实验方法
4.2.2经验与理论研究方法
小结
思考题
5粉尘的爆炸强度
5.1粉尘爆炸的特点
5.1.1粉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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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粉尘爆炸的特点
5.2粉尘爆炸极限的影响因素
5.2.1粉尘粒度的影响
5.2.2实验装置的影响
5.2.3惰性介质的影响
5.2.4点火能量的影响
5.2.5温度的影响
5.2.6含杂混合物的影响
5.3粉尘爆炸参数的确定
5.3.1粉尘浓度的测试
5.3.2爆炸下限的测试
5.3.3最小点火能量的测试
5.3.4粉尘爆炸强度的测试
5.3.5粉尘最小点火温度的测试
5.4影响粉尘爆炸强度的因素
5.4.1粉尘性质及浓度
5.4.2爆炸空间形状和尺寸的影响
5.4.3初始压力的影响
5.4.4湍流度的影响
小结
思考题
6爆炸灾害的防护与控制原理及应用
6.1可燃物质浓度控制
6.1.1操作参数控制
6.1.2防止泄漏
6.1.3除尘
6.2氧化剂浓度控制
6.2.1遇水发生燃烧爆炸的物质
6.2.2混合危险性物质
6.3惰化技术
6.4点火源控制
6.4.1防止明火
6.4.2防止静电
6.4.3防止自燃
6.4.4防雷
6.5爆炸抑制技术
6.5.1爆炸抑制技术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6.5.2爆炸探测器的工作原理
6.5.3爆炸信号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6.5.4爆炸抑制器的工作原理
6.6爆炸阻隔技术
6.6.1阻火器
6.6.2主动式隔爆装置
6.6.3被动式隔爆装置
小结
思考题
7密闭空间内爆炸的安全泄放原理与应用
7.1泄放过程理论分析
7.1.1泄放能力的计算

Page 5



《气体和粉尘爆炸防治工程学》

7.1.2泄放面积的理论计算
7.2泄放面积工程设计
7.2.1比例法
7.2.2高强度包围体泄压设计图算法
7.2.3低强度包围体的泄压设计
7.2.4经验公式法
7.2.5泄放管的影响
7.3泄放过程的其他危害
7.3.1火焰扩展
7.3.2压力扩展
7.3.3反坐力
7.4泄放装置的设置与选型
7.4.1泄放装置的设置原则
7.4.2泄放装置的选型
小结
思考题
习题
附录
附录1常见液体的闪点
附录2常见物质的自燃点
附录3几种典型场合的点火能量
附录4部分气体最低点火能量
附录5常见粉尘的最小点火能量
附录6常见介质的基本燃烧速度
附录7部分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值
附录8常见可燃介质的燃烧热和爆炸极限
附录9可燃气体或蒸气极限氧含量(以N2或CO2稀释)
附录10悬浮可燃粉尘极限氧含量(以N2或CO2稀释)
附录11悬浮可燃粉尘极限氧含量(以N2稀释)
附录12典型助燃气体氟、氯、氧、氧化亚氮的性质
附录13部分与水等发生爆炸反应物质的性质
附录14部分遇到空气即自燃的物质的性质
附录15常用物质的电阻率
附录16常见物质介电常数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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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防止静电引发燃烧爆炸事故，应依照标准GB 12158《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进
行防静电设计。一般来说，如果介质的最小点燃能力小于10mJ，就应该考虑采用防静电措施。对工艺
流程中各种材料的选择、装备安装和操作管理等过程应采取预防措施，控制静电的产生和电荷的聚集
。 防静电技术大都是遵循以下三项原则：抑制、疏导、中和。因为普遍认为完全不让静电产生是不可
能的，只能是抑制静电荷的聚集，如严格限制物流的传送速度和人员的操作速度，将设备管道尽量做
到光滑平整，避免出现棱角，增大管道直径进而控制流速、减少弯道、避免振动等均可以防止或减少
静电的产生等。若抑制不了就设法疏导，即向大地泄放，如将工作场所的空气增湿，将一切导体接地
，在工作台及地面铺设导静电材料，操作人员穿导静电服装和鞋袜，甚至带导静电手环，对于导体，
应对设备进行跨接，确保接地良好。盛装粉体的移动式容器应由金属材料制造，并良好接地，袋式除
尘器和收尘器应采用防静电滤袋，防静电滤袋通过在普通滤布中织入金属丝的方法增强滤袋的导电性
能，然后通过滤袋架将静电导入大地等。若疏导不了就设法在原地中和，如采用感应式消电器、高压
静电消电器、离子风消电器等对于塑料类等电阻率大的粉尘，可利用静电消除器产生异性离子来中和
静电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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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体和粉尘爆炸防治工程学》可作为安全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专著供从事气体和粉尘爆炸防治
理论与技术方面研究的学者或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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