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７３．０１０
犇０９
备案号：２５３９９—２０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

犃犙１０５４—２００８

隔绝式压缩氧气自救器

犛犲犾犳狉犲狊犮狌犲狉狅犳犻狊狅犾犪狋犲犱犪狀犱犮狅狆狉犲狊狊犲犱狅狓狔犵犲狀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发布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实施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 布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产品型式、型号和分类 ２……………………………………………………………………………………

５　技术要求 ３…………………………………………………………………………………………………

６　试验方法 ４…………………………………………………………………………………………………

７　检验规则 １３…………………………………………………………………………………………………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１４…………………………………………………………………………………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　试验安全规则 １６……………………………………………………………………

Ⅰ

犃犙１０５４—２００８



前　　言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山西虹安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余进、张新民、李新文、孟金锁、马善清、李振新、陈福明、戴峻、朱世安、朱龙辉、

张志强、马云龙、董瑾、马龙等。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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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式压缩氧气自救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隔绝式压缩氧气自救器的产品型式、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矿山井下、石油化工、隧道工程等涉及到作业人员危险场所个人逃生使用隔绝式压缩

氧气自救器（以下简称：自救器）的设计、生产制造和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５２８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ＧＢ／Ｔ５３１　橡胶袖珍硬度计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２６　一般压力表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Ｋａ：盐雾试验方法

ＧＢ２８９０　过滤式防毒面具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３５１２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２０００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５０９９　钢质无缝气瓶

ＧＢ８９８２　医用氧气

ＧＢ／Ｔ１０１１１　利用随机数骰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

ＧＢ／Ｔ１５２５６　硫化橡胶低温脆性的测定（多试样法）

ＨＧ／Ｔ２１９８　硫化橡胶物理试验方法的一般要求

ＭＴ１１３　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ＭＴ４５４　压缩氧呼吸器和压缩氧自救器用二氧化碳吸收剂—氢氧化钙技术条件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２０００年颁发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额定防护时间　狀狅犿犻狀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犲

在规定作功功率条件下，自救器符合防护性能要求的公称使用时间。

３．２

防护时间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犲

在规定作功功率条件下，自救器符合防护性能要求的实际使用时间。

３．３

高压系统　犺犻犵犺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狊狔狊狋犲犿

包括氧气瓶、氧气瓶开关、减压器、手动补给阀和压力指示计等高压部分及其连接件所形成的高压

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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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呼吸系统　犫狉犲犪狋犺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包括口具（面罩）、鼻夹、呼吸导管、气囊、排气阀和供氧装置等及其连接件与佩戴者呼吸器官所形成

的起呼吸保护作用的系统。

３．５

定量供氧　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犾犻狏犲狉狔犫狔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犳犾狅狑

高压氧气经减压器减压后，通过节流孔以规定的流量连接向呼吸系统供氧。

３．６

手动补给供氧　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犾犻狏犲狉狔犫狔犿犪狀狌犪犾狊狑犻狋犮犺

用手按动，使手动补给阀直接向呼吸系统供氧。

３．７

自动补给供氧　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犾犻狏犲狉狔犫狔犱犲犿犪狀犱狏犪犾狏犲

呼吸系统内压力下降到规定压力值时，自动补给阀自动开启向呼吸系统供氧。

４　产品型式、型号和分类

４．１　产品型式

以高压容器压缩充填氧气作为氧气源的循环充气的隔绝式自救器。

４．２　产品型号

型号标记说明：

Ｚ










　

产品类型代号： 自救器

Ｙ








　

第一特征代号： 压缩氧







ＸＦ

第二特征代号：Ｘ为循环式，Ｆ 为往复式








额定防护时间：１５、３０、４５、６０、９０、 １２０ｍｉｎ

（××




）

检验单位统一排列顺序号

４．３　产品分类

４．３．１　按供氧方式分为：

———定量供氧、手动补给供氧型；

———定量供氧、自动补给供氧型；

———定量供氧、手动和自动补给供氧兼用型。

呼吸方式分为内循环式和往复式两种。

４．３．２　按额定防护时间分为６种，其基本参数见表１。

表１

型号及规格
作功功率／

Ｗ

额定防护时间／

ｍｉｎ

Ｏ２ 瓶额定压力／

ＭＰａ

Ｏ２ 储量／

Ｌ

整体质量／

ｋｇ

ＺＹ（ＸＦ）１５

ＺＹ（ＸＦ）３０

ＺＹ（ＸＦ）４５

ＺＹ（ＸＦ）６０

ＺＹ（ＸＦ）９０

ＺＹ（ＸＦ）１２０

５５

１５

３０

４５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２０

≥４０

≥５６

≥８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２４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５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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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术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中规定技术指标要求的同时，并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审核批准的设计图纸和技

术文件进行生产制造。

５．１．２　产品在下列环境中使用时应能可靠地起到保护作用，同时在下列条件应正常使用。

其气体及含量条件为：ＣＯ（０～１０）％；ＳＯ２（０～２）％；Ｈ２Ｓ（０～１）％；ＮＯ２（０～１）％；ＣＯ２（０～

１００）％；ＣＨ４（０～１００）％；Ｎ２（０～１００）％；浮尘在１０ｇ／ｍ
３ 以下。

———大气压力：（７０～１２５）ｋＰａ；

———相对湿度：（０～９８）％（２５℃）；

———温度：（－１０～＋４０）℃。

５．２　产品外观质量

产品外观应有明显的安全标志准用证编号，上壳内部应设置防伪条码（编码信息量：企业和产品名

称型号，生产日期和批次，出厂检验员等），外壳不得有明显肉眼可见的划伤和磕痕。

５．３　防护性能

５．３．１　吸气中Ｏ２ 浓度，在额定防护时间内，在开始１ｍｉｎ内，Ｏ２ 浓度短时允许不低于１９％，３ｍｉｎ后，

Ｏ２ 浓度不低于２１％，额定时间内吸气中Ｏ２ 浓度应不低于２５％。

５．３．２　吸气中ＣＯ２ 浓度，在额定防护时间内吸气中ＣＯ２ 浓度应不大于２．０％。

５．３．３　吸气中应无刺激性气味、无有毒有害气体，其粉尘量不应使佩戴者呼吸受到影响。

５．３．４　吸气温度，额定防护时间内在２０℃±３℃的环境温度下，吸气温度应不大于５０℃。

５．３．５　通气阻力，防护性能试验后，清净罐的通气阻力应不大于２００Ｐａ。

５．４　气密性

５．４．１　高压气密性，高压系统经气密性试验，系统内的接合点应不漏气。

５．４．２　正、负压气密性，呼吸系统经正压和负压气密性试验测定，其压力变化值应不大于５０Ｐａ。

５．５　供氧性能

５．５．１　定量供氧量，当氧气瓶压力为（２０～３）ＭＰａ时，定量供氧量应不小于１．２Ｌ／ｍｉｎ。

５．５．２　自动补给供氧量，当氧气瓶压力为（２０～５）ＭＰａ时，供氧量应不小于６０Ｌ／ｍｉｎ。

５．５．３　手动补给供氧量，当氧气瓶压力为（２０～５）ＭＰａ时，供氧量应不小于６０Ｌ／ｍｉｎ。

５．６　封口带的开启力

应为４０～１２０Ｎ。

５．７　耐温性能

产品经高温、低温试验，所有零部件应不变形、不开裂、无发黏和变硬等不良状态，并应符合本标准

５．４和５．５要求。

５．８　耐跌落性能

耐跌落冲击，产品经跌落试验，外壳和清净罐等应不变形，不开裂，并应符合本标准５．４要求。

５．９　滚动冲击性能

耐滚动冲击，产品经滚动冲击试验，应符合本标准５．４、５．５要求。

５．１０　零部件要求

５．１０．１　自救器外罐要有足够强度，便于携带，便于清洗；封口带锁紧装置不能被意外的挂开；所有零件

应保持清洁，口具应消毒，与Ｏ２ 接触的零件应无油。

５．１０．２　口具应便于咬紧，舒适，闭嘴时应严密。鼻夹弹簧夹紧力适中与鼻夹垫配合应可靠密封鼻孔，

无异常痛苦或不能因激动、汗液而脱落。头带、脖带、腰带应结实，能方便地调节长度并可锁紧。

５．１０．３　有面罩的自救器，面罩应符合ＧＢ２８９０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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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４　呼吸软管经气密试验应不漏气；软管应有弹性，产生变形时，呼吸应畅通。

５．１０．５　气囊

ａ）　气囊容积为４Ｌ以上；

ｂ）　经５０℃±１℃热水浸泡试验后，应不开裂；

ｃ）　经气密性试验应不漏气。

５．１０．６　清净罐

ａ）　经气密性试验应不漏气；

ｂ）　其结构应便于换药和清洗，并能防止药剂松动和偏斜。

５．１０．７　氧气瓶和气瓶阀门

ａ）　氧气瓶应符合ＧＢ５０９９的有关规定；

ｂ）　阀门应开启、关闭灵活、不漏气，开启力为（４０～１５０）Ｎ。

５．１０．８　压力指示器

５．１０．８．１　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２６有关规定。

５．１０．８．２　安装位置应便于观察，指示的压力应为氧气瓶内的压力值，表盘应用鲜明颜色划分为停止使

用区域；工作压力区域和充填压力区域直观容易分辨区域。

５．１０．８．３　区域内应有压力刻度且清晰可见，其刻度值分辨率为１％。

５．１０．９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应为（－１００～－４００）Ｐａ。

５．１０．１０　呼气阀、吸气阀

５．１０．１０．１　呼气阀、吸气阀的逆向漏气量应不大于０．５Ｌ／ｍｉｎ。

５．１０．１０．２　呼气阀、吸气阀的通气阻力应不大于５０Ｐａ，其结构应保证呼吸器阀片动作可靠。

５．１０．１１　排气阀

５．１０．１１．１　排气阀的逆向气密性，在９８０Ｐａ压力下，保持１ｍｉｎ，压力下降值应不大于５０Ｐａ。

５．１０．１１．２　排气阀的排气压力为（１５０～３００）Ｐａ。

５．１０．１２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不大于１ＭＰａ。

５．１１　材料要求

５．１１．１　金属材料

自救器的金属件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或经耐腐蚀处理的材料。材质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００的

规定。

５．１１．２　橡胶材料

５．１１．２．１　口具、面罩、呼吸软管、气囊等橡胶材料经耐寒性和耐老化试验，应不黏、不沾、不裂、不变形，

在常温下贮存使用３年以上。

５．１１．２．２　与皮肤接触的橡胶材料应对人体无害；与呼吸道相通的橡胶材料应无毒、无异味。

５．１１．３　塑料材料

５．１１．３．１　所有塑料材料在常温下贮存使用３年，应不变形、无裂痕、沾结现象。

５．１１．３．２　自救器外壳、清净罐和连接件等为塑料时，应有足够强度。

５．１１．３．３　自救器塑料外壳应采取防静电措施，其表面绝缘电阻值应小于１×１０
９
Ω，材质应符合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００的规定。

５．１１．３．４　自救器塑料外壳应采取阻燃措施，阻燃性能应符合 ＭＴ１１３的规定。

５．１２　ＣＯ２ 吸收剂应符合 ＭＴ４５４的规定。

５．１３　Ｏ２ 应符合ＧＢ８９８２的规定，氧气浓度应≥９９．５％。

５．１４　自救器使用有效期为３年。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防护性能试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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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　仪器仪表及设备

防护性能试验所用仿人呼吸装置如图１所示，除呼吸机外，装置气路总容积应不大于２Ｌ，从水分

饱和器出口到三通这段管路应采取保温措施。所用仪器、设备见表２。

　　　　１———仿人工呼吸机；

２，１６———单向逆止阀；

３———ＣＯ２ 钢瓶；

４，１０，２９———转子流量计；

５，２６———湿式气体流量计；

６———硅橡胶膜片呼气阀；

７———缓冲气袋；

８，１４———温度测试仪；

９，２８———红外线ＣＯ２ 分析仪；

１１，３０———采气泵；

１２，３１———干燥塔；

１３，３２———补水器；

１５，１９———温度指示控制仪；

１７，２０———三通接头；

１８，２４———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２１———受检自救器；

２２———恒温箱；

２３———打印机；

２５———采集器与计算机；

２７———热磁Ｏ２ 分析仪；

３３———热交换器；

３４———加热器；

３５———鼓泡式加温增湿器。

图１　综合防护性能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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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和说明

１ 呼吸机 呼吸量（１０～４０）Ｌ／ｍｉｎ，呼吸频率（１０～３０）ｒ／ｍｉｎ，呼吸比１∶１

２ ＣＯ２ 钢瓶 压力１５ＭＰａ，容积（３０～５０）Ｌ

３ 转子流量计 测量范围（０．０２４～０．２４）ｍ３／ｈ，准确度２．５级

４ 湿式气体流量计 额定流量０．５ｍ３／ｈ，容积５Ｌ，准确度２．５级

５ 缓冲气袋 橡胶布制造，容积（２～３）Ｌ

６ 鼓泡吸湿式水分饱和器 用有机玻璃按图２制作

７ 呼气阀、吸气阀 用呼吸器吸气阀代替

８ 温度变送器 测量范围（０～１００）℃，分度值０．１℃

９ 电加热器 功率（５００～１０００）Ｗ，电压２２０Ｖ

１０ 红外线ＣＯ２ 分析仪 测量范围（０～５）％，分度值０．２％

１１ 薄膜式气泵 最大流量（０～４）Ｌ／ｍｉｎ

１２ 温度计 测量范围（０～５０、１００）℃，分度值分别为０．５℃、０．１℃

１３ 水柱压力计或压力传感器 测量范围（－１．９６～＋１．９６）ｋＰａ，分度值１Ｐａ

１４ 热磁式Ｏ２ 分析仪 测量范围（０～１００）％，分度值２％

１５ 干燥塔 容积２５０ｍｌ，内装块状无水氯化钙

１６ 秒表 ２４ｈ，分辨率０．１ｓ

１７ 大气袋 １０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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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接进气管；

２———补水瓶；

３———温度变送器；

４———接出气管；

５———电加热器。

图２　鼓泡吸湿式水分饱和器

６．１．２　试验条件

试验所采用的各项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功率／

Ｗ

试验参数ａ

进气温度／

℃

进气湿度／

％

呼吸量ｂ／

（Ｌ·ｍｉｎ－１）

呼吸频率／

ｍｉｎ－１

抽气量／

（Ｌ·ｍｉｎ－１）

ＣＯ２ 进入量／

（Ｌ·ｍｉｎ－１）

５５ ３７±０．５ ９５以上 ２２±０．３ ２０±１ １．１５±０．０５ ０．９±０．０２

　　注：ａ）　表中的呼吸量、抽气量、ＣＯ２ 进入量的体积，均指１０１．３ｋＰａ，２０℃的量值；本标准中出现的气体量均指

此压力和温度下量值。

ｂ）　呼吸量为呼吸机每分钟呼出气体量和ＣＯ２ 进入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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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使用等效的人佩戴试验进行，平地行走速度可按下式计算：

犞 ＝
３２０

犌＋犌１
…………………………（１）

　　式中：

犞———人行走速度，ｋｍ／ｈ；

犌———佩戴人体重，ｋｇ；

犌１———自救器重量，ｋｇ；

３２０＝１６×２０ｋｇ·ｋｍ／ｈ；

１６———人劳动作功换算成物理功的换算系数。

６．１．３　试验步骤

６．１．３．１　准备工作

ａ）　按图１连接好仿人呼吸装置。

ｂ）　通电预热红外线ＣＯ２ 分析仪２８和热磁式Ｏ２ 分析仪２７，标定ＣＯ２ 分析仪和Ｏ２ 分析仪。

ｃ）　在吸气回路金属管Ｂ处断开，堵住接三通管管口，开动呼吸机１按中等作功功率调节、标定呼

吸量（为表２呼吸量与ＣＯ２ 经换算后实际应进入量的差值），呼吸次数，呼气出口温度达到

（３７±０．５）℃，相对湿度不低于９５％。打开ＣＯ２ 钢瓶３的阀门，通入经换算后实际应进入的

ＣＯ２ 量，检查呼气中ＣＯ２ 浓度是否达到（４．０±０．１）％。开动采样气泵１１，调节抽气量达到

（１．１５±０．０５）Ｌ／ｍｉｎ。恢复金属管Ｂ断开处。

ｄ）　检查气路气密性。在图１接口具处接水柱压力计，气路内建立１９６０Ｐａ压力，保持１ｍｉｎ压力

下降值应不大于９８Ｐａ。

６．１．３．２　操作步骤

ａ）　将受检自救器２１与图１仿人呼吸装置连接好，记录湿式气体流量计５和２２的初读数。

ｂ）　开动呼吸机１，同时打开ＣＯ２ 钢瓶３的阀门，开动薄膜式气泵１１，打开受检自救器２１的Ｏ２ 瓶

阀门，并记录Ｏ２ 压力，按秒表计时，开始试验。

ｃ）　检验自始至终注意观察并保持Ｏ２ 进气量和抽气量，每隔５ｍｉｎ记录一次吸气温度、ＣＯ２ 浓度、

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作为检验试验后阻力的参考）及干、湿球温度计的温度（可采用计算机系

统自动计算数据）。

ｄ）　如吸气温度、ＣＯ２ 浓度、Ｏ２ 浓度中任一项参数出现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值或到达额定防护时间

时应立即停止试验。同时关闭ＣＯ２ 钢瓶３的阀门、呼吸机１、采样气泵１１和加热器３４，记录受

检自救器２１的Ｏ２ 表压力值，并关闭 Ｏ２ 瓶阀门，记录湿式气体流量计５、２６终读数和检验

时间。

ｅ）　立即按６．２测定清净罐试验后阻力。

ｆ）　检查ＣＯ２ 进入量和抽气量是否符合本标准规定值。

６．１．４　试验结果

———防护时间；

———吸气温度最高值；

———ＣＯ２ 浓度最高值；

———Ｏ２ 浓度最低值。

６．２　通气阻力的测定

６．２．１　测定装置和仪器设备

ａ）　测定装置如图３所示；

ｂ）　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０．４～４）ｍ
３／ｈ，准确度２．５级；

ｃ）　水柱压力计：测量范围（０～１．０）ｋＰａ，分度值１０Ｐ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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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转子流量计；

２———水柱压力计；

３———清净罐。

图３　清净罐通气阻力测定装置

６．２．２　测定步骤

将经防护性能试验合格的清净罐取出按图３接好，向清净罐通以３０Ｌ／ｍｉｎ的稳定气流，观察水柱

压力计压力值，通过下式计算通气阻力。

犚＝犚１－犚０ …………………………（２）

　　式中：

犚———清净罐的通气阻力，Ｐａ；

犚１———水柱压力计指示压力值，Ｐａ；

犚０———装置不接清净罐时的压力值，Ｐａ。

６．３　气密性试验

６．３．１　高压系统气密性

向高压系统内施加（１８～２０）ＭＰａ压力，在接头处涂肥皂液，检查是否漏气。

６．３．２　呼吸系统气密性

６．３．２．１　仪器设备

自救器气密性试验所用仪器设备如表４所示。

表４

装置名称 仪表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自救器检查仪

自救器检验台

水柱压力计

转子流量计
Ａ

Ｂ

标准压力表
Ａ

Ｂ

转子流量计
Ａ

Ｂ

（－９８０～＋１１７６）Ｐａ

（０．０１６～０．１６）ｍ３／ｈ

（０．６～６．０）ｍ３／ｈ

（０～２５）Ｐａ

（０～１．６）ＭＰａ

（０．０１６～０．１６）ｍ３／ｈ

（０．６～６．０）ｍ３／ｈ

分度值９．８Ｐａ

２．５级

０．４级

２．５级

６．３．２．２　负压气密性测定

在呼吸系统内建立７８４Ｐａ的负压，关闭气源开关，保持１ｍｉｎ记录压力上升值。

６．３．２．３　正压气密性测定

封闭排气阀，在呼吸系统内建立９８０Ｐａ正压，保持１ｍｉｎ记录压力下降值。

６．４　供氧量的测定

６．４．１　仪器仪表及设备与表４相同。

６．４．２　定量供氧量测定方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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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压系统内压力为（２０～１８）ＭＰａ和（５～３）ＭＰａ时，用表４自救器检查仪（或Ｏ２ 呼吸器校验台）

上的转子流量计Ａ，分别测出其定量供氧量。

６．４．３　自动补给供氧量的测定

在高压系统内压力为（２０～１８）ＭＰａ和（５～３）ＭＰａ时，启动自动补给阀，用表４自救器检查仪（或

Ｏ２ 呼吸器校验台）上的转子流量计Ｂ，分别测出其自动补给供氧量。

６．４．４　手动补给供氧量的测定

在高压系统内压力为（２０～１８）ＭＰａ和（５～３）ＭＰａ时，启动手动补给阀，用表４自救器检查仪（或

Ｏ２ 呼吸器校验台）上的转子流量计Ｂ，分别测出其手动补给供氧量。

６．５　封口带开启拉力的测定

６．５．１　仪器

测力计：测量范围（０～１５０）Ｎ，分度值５Ｎ。

６．５．２　封口带开启拉力的测定

在自救器开启扳手端５ｍｍ处拴上一铁钩，用管形测力计的挂钩钩住铁钩，与自救器的上盖成

８０°～９０°夹角拉开封口带，读出封口带开启时拉力值。

６．６　耐温性试验

６．６．１　仪器设备

高低温试验箱：温度控制范围为（－４０～＋１００）℃，分度值为２℃。

６．６．２　耐温性试验方法

将自救器整机放在－２０℃试验箱内１６ｈ，取出立即放在６０℃的试验箱内１６ｈ，冷却至室温（２０±

２）℃，检查各部件是否变硬、发黏、变形和开裂，再按本标准６．３和６．４试验。

６．７　跌落试验

将自救器从１．０ｍ高处自由跌落到混凝土地面上，下、正、侧三个面各跌落一次，检查自救器外壳

和清净罐等是否开裂和变形，再按标准６．３试验。

６．８　滚动试验

６．８．１　仪器设备

滚动试验箱：用厚（１８～２０）ｍｍ松木板内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方木箱，以对角线为

轴，转速为６０ｒ／ｍｉｎ。

６．８．２　将单台自救器整机放入本箱内，经过１０ｍｉｎ的滚动试验后，按本标准６．３和６．４试验。

６．９　呼吸软管气密性试验

在呼吸软管内建立１．５ｋＰａ正压，放入水中检查是否漏气。

６．１０　气囊热水浸泡和气密性试验

ａ）　将气囊进气口和出气口堵住，在（６５±５）℃热水浸泡６ｈ取出擦干，观察粘接处是否开胶；

ｂ）　在气囊内建立起９８０Ｐａ正压，浸入水中检查是否漏气。

６．１１　清净罐气密性试验

在罐内建立起９８０Ｐａ正压，浸入水中检查是否漏气。

６．１２　氧气瓶和气瓶阀门试验

６．１２．１　氧气瓶试验方法，按ＧＢ５０９９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２０００年颁发的《气瓶安全监察规程》规

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２．２　气瓶阀门开启力测定

用管形测力计挂钩钩住距阀门扳手（手轮）端１０ｍｍ处拴的铁丝，与阀门扳手（手轮）成切线方向拉

动，读出打开阀门时测力计指示值。

６．１３　压力指示器试验

按ＧＢ／Ｔ１２２６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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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测定

把自救器置于水平位置，打开氧气瓶，从口具以（８～１２）Ｌ／ｍｉｎ流量从呼吸系统抽气，观察自动补给

阀开启供氧时水柱压力计指示的压力值。

６．１５　呼气阀、吸气阀逆向漏气量的测定

６．１５．１　仪器设备

ａ）　测定装置如图４所示；

　　１———转子流量计；

２———水柱瓶；

３———吸气阀（呼气阀）；

４———湿式气体流量计。

图４　呼气阀、吸气阀逆向漏气测定装置示意图

ｂ）　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０．０１６～０．１６）ｍ
３／ｈ，准确度２．５级；

ｃ）　水柱瓶：水柱压力值９８０Ｐａ，分度值９．８Ｐａ；

ｄ）　湿式气体流量计：额定流量０．５ｍ
３／ｈ，容量５Ｌ，准确度２．５级。

６．１５．２　测定方法

将呼气阀（或吸气阀）逆向接到装置的气路上，通入流量为（１．２±０．１）Ｌ／ｍｉｎ稳定气流，使通气压力

保持（９８０±１０）Ｐａ，测定１ｍｉｎ漏入湿式气体流量计的气体量。

６．１６　呼气阀、吸气阀通气阻力的测定

６．１６．１　仪器设备

ａ）　测定装置如图５所示；

　　１———转子流量计；

２———水柱压力计；

３———受检呼气阀（吸气阀）。

图５　呼气阀、吸气阀通气阻力测定装置示意图

ｂ）　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０．４～４）ｍ
３／ｈ，准确度２．５级；

ｃ）　水柱压力计：测量范围（０～１００）Ｐａ，分度值５Ｐａ。

６．１６．２　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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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呼气阀（或吸气阀）通入流量为３０Ｌ／ｍｉｎ稳定气流，记录水柱压力计的指示值，减去装置自身阻

力，即为通气阻力。

６．１７　排气阀逆向气密性的测定

６．１７．１　仪器设备

ａ）　测定装置如图６所示；

　　１———检验箱；

２———密封接头；

３———受检排气阀；

４———水柱压力计。

图６　排气阀逆向气密性测定装置示意图

ｂ）　水柱压力计：测量范围（０～１２００）Ｐａ，分度值１０Ｐａ；

ｃ）　检验箱：为刚体，容积为（２．５±０．２）Ｌ。

６．１７．２　测定方法

将排气阀逆向接在密封接头上，使检验箱保持９８０Ｐａ压力，关闭气源，记录１ｍｉｎ内水柱压力计压

力下降值。

６．１８　排气阀排气压力的测定

６．１８．１　仪器设备

ａ）　测定装置如图７所示；

　　１———转子流量计；

２———受检排气阀；

３———气囊；

４———水柱压力计。

图７　排气阀排气压力测定装置示意图

ｂ）　水柱压力计：测量范围（０～１２００）Ｐａ，分度值９．８Ｐａ；

ｃ）　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０．０１６～０．１６）Ｌ／ｍｉｎ，准确度２．５级。

６．１８．２　测定方法

向接有排气阀的气囊内通入流量为１．５Ｌ／ｍｉｎ稳定气流，观察排气阀排气时水柱压力计压力指

示值。

６．１９　安全阀开启压力的测定

向安全阀内通气，逐渐提高通气压力，用（０～１．６）ＭＰａ压力表测定安全阀开启时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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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　面罩按ＧＢ２８９０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２１　金属材料耐腐蚀试验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规定的方法进行，持续时间为４８ｈ。

６．２２　橡胶材料试验

６．２２．１　试样的制备、试验条件、试验数据的处理按ＨＧ／Ｔ２１９８的规定。

６．２２．２　扯断强度，伸长率，扯断永久变形等试验按ＧＢ／Ｔ５２８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２２．３　硬度试验按ＧＢ／Ｔ５３１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２２．４　耐寒性试验按ＧＢ／Ｔ１５２５６规定的方法进行，低温槽介质温度为－３５℃。

６．２２．５　耐老化试验按ＧＢ／Ｔ３５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老化试验温度为１００℃，老化时间为２４ｈ，老化系

数选用抗张积表示的老化系数犓１。

６．２３　塑料材料试验

６．２３．１　塑料外壳表面绝缘电阻值测定按ＧＢ／Ｔ１４１０的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２３．２　塑料外壳阻燃性测定按 ＭＴ１１３中第４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２４　ＣＯ２ 吸收性能测定按 ＭＴ４５４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２５　Ｏ２ 质量可以使用非扩散和抽气方式按ＧＢ８９８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７．１．１　产品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逐台检验，检验合格后签发合格证方准出厂。

７．１．２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５。

７．２　型式检验

７．２．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研制和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正式生产时每２年进行一次；

———产品停产１年再次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授权相关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２．２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５。

表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备注

１ 额定防护时间 ４．３．２ ６．１ — √ √ ☆

２ 吸气中Ｏ２ 浓度 ５．３．１ ６．１ — √ √ ☆

３ 吸气中ＣＯ２ 浓度 ５．３．２ ６．１ — √ √ ☆

４ 吸气温度 ５．３．４ ６．１ — √ √ ☆

５ 通气阻力 ５．３．５ ６．２ — √ √ ☆

６ 高压气密性 ５．４．１ ６．３．１ √ √ √ ☆

７ 正、负压气密性 ５．４．２ ６．３．２ √ √ √ ☆

８ 定量供氧量 ５．５．１ ６．４．２ √ √ √ ☆

９ 自动补给供氧量 ５．５．２ ６．４．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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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备注

１０ 手动补给供氧量 ５．５．３ ６．４．４ √ √ √ ☆

１１ 封口带的开启力 ５．６ ６．５ √ √ √ △

１２ 耐温性能 ５．７ ６．６ — — √ △

１３ 耐跌落冲击 ５．８ ６．７ — — √ ☆

１４ 耐滚动冲击 ５．９ ６．８ — — √ ☆

１５ 呼吸软管的性能 ５．１０．４ ６．９ √ — — △

１６ 气囊的气密性试验 ５．１０．５ｃ） ６．１０ √ — — △

１７ 清净罐的气密性试验 ５．１０．６ａ） ６．１１ √ — — △

１８ Ｏ２ 瓶和气瓶阀门开启力 ５．１０．７ｂ） ６．１２ √ — — △

１９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 ５．１０．９ ６．１４ √ — √ △

２０ 呼、吸气阀的逆向漏气量 ５．１０．１０．１ ６．１５ √ — — △

２１ 呼、吸气阀的通气阻力 ５．１０．１０．２ ６．１６ √ √ — △

２２ 排气阀逆向气密性 ５．１０．１１．１ ６．１７ √ — — △

２３ 排气阀压力 ５．１０．１１．２ ６．１８ √ — — △

２４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 ５．１０．１２ ６．１９ √ √ — △

２５ 塑料材料 ５．１１．３ ６．２２．１ — — √ △

２６ ＣＯ２ 吸收剂 ５．１２ ６．２３ — √ — △

２７ Ｏ２ 质量 ５．１３ ６．２４ — √ √ △

　　注：“—”不检项目；“√”检验项目；“☆”主要项目；“△”一般项目。

７．２．３　抽样，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按ＧＢ／Ｔ１０１１１方法抽样，抽样基数不少于５０台，抽样量不少于

４台。

７．２．４　试验样品分配，２台按６．１试验，不做跌落和滚动试验直接做防护时间性能试验；１台按６．７做

跌落试验；１台按６．８做滚动试验，然后再进行防护时间性能试验。

７．３　判定规则

如主要项目有１台、项不合格或一般项目有１台二项以下不合格，加倍抽样复检，但仍有项目不合

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否则合格。

一般项目，如呼吸软管、塑料材料、ＣＯ２ 吸收剂等出现不合格，判该部件不合格，更换部件后经检验

合格，判为合格品。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每台自救器应在外壳明显处，牢固地安设产品铭牌，上壳内部应设置防伪条码（防止假冒贴牌生产）

铭牌就应包括以下项目：

———产品型号和名称；

———技术参数；

———产品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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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编号；

———制造日期（年、月）；

———制造厂名称。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自救器装箱时，Ｏ２ 瓶应充填（１９～２１）ＭＰａ氧气，充填氢氧化钙。

８．２．２　包装箱可用木箱或瓦楞纸板制作，应有足够强度；箱内应有防潮，防振措施；产品在箱内安放要

牢固，避免碰撞损伤。

８．２．３　产品装箱打包后，固定在冲击试验台上，应能经受加速度为３０ｍ／ｓ
２，冲击频率为（８０～

１２０）ｍｉｎ－１，历时２ｈ的冲击试验，包装不应损坏。

８．２．４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文件和附件

———装箱单；

———产品合格证和Ｏ２ 瓶合格证；

———安全标志证书复印件；

———使用说明书；

———专用工具和备件。

８．２．５　包装箱外壁应有明显的文字和图示标志，应包括：

———制造厂名称；

———产品型号、名称和数量；

———外形尺寸、净重和毛重；

———出厂日期（年、月）；

———包装箱外“严禁受潮”、“切勿倒置”、“小心轻放”、“远离火源”和“安全标志编号”等图示标志应

符合ＧＢ１９１的规定。

８．３　运输

不能与油类、腐蚀性化学药品混装，应有防日晒、雨淋措施。

８．４　贮存

自救器应贮存在通风良好的库房内，距热源不少于１ｍ，库内温度（＋５～＋４０）℃，不能与油类、腐

蚀性药剂、气体、蒸汽等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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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试验安全规则

犃．１　结构要求

犃．１．１　自救器以高压Ｏ２ 瓶充填压缩Ｏ２ 为气源，使用时Ｏ２ 瓶内的Ｏ２，不依赖外界环境气体，其结构

应简单、紧凑、结实，其外形不得有妨碍使用的向外凸出部分和尖角。

犃．１．２　自救器外壳应有足够强度，应保证佩带时舒适，应松紧适度，开起灵活，能防止意外挂开。

犃．１．３　呼吸系统和排气阀的结构，应保证性能可靠。

犃．１．４　佩戴者应能方便地开启Ｏ２ 瓶阀；方便地观察压力指示。

犃．１．５　与Ｏ２ 瓶接触的零部件应清洗除油；口具系统必须清洗消毒。

犃．２　材料要求

犃．２．１　自救器选用的材料，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耐老化，耐腐蚀，且不燃或阻燃材料制成。

犃．２．２　自救器外壳等部件的表面电阻（除橡胶件外）应小于１×１０
９
Ω，试验按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００中２５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块的尺寸要求（３块），尺寸上符合图Ａ．１规定的长方形试块上测量。试块上两个

平行的电极表面涂上导电漆，用蒸馏水清洗，再用异丙醇或溶剂清洗，然后进行干燥测试。

图犃．１　表面电阻测量试块

犃．２．３　自救器外部件选材，不允许用镁、钛、铝或含有这些金属成分的合金制造。

犃．２．４　与佩戴者皮肤接触的部分，应选用对皮肤无刺激材料，与呼吸器管相通部分材料应不危害佩戴

者健康。

犃．３　检验测试要求

犃．３．１　额定防护时间性能检验装置，必须置于试验室通风橱内，或在实验室安装换气扇。

犃．３．２　测试采用的ＣＯ２ 和Ｏ２ 钢瓶供气。钢瓶应与试验室隔离，同时加防护屏和安全标志牌。

犃．３．３　试验中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技术规则。

犃．３．４　试验人员应按操作规程经常检查试验设备的气密性。

犃．３．５　试验时从试验箱排出的废气，应进行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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