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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部分的第5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MT ××××《矿灯》分为：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KS型矿灯； 

——第3部分：KJ型矿灯； 

——第4部分：KL型矿灯； 

——第5部分：信息矿灯； 

——第6部分：甲烷报警矿灯。 

本部分为MT ××××的第2部分，本部分代替MT 26-2004《KS型矿灯》，本部分与MT ××××.1-200

×共同使用。 

本部分与MT 26-2004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产品基本参数（2004年版的4.1，本版的4.2）； 

——删除了自动断电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6，5.3，5.11）； 

——删除了液密性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1，5.9）； 

——删除了照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2,5.10）； 

——删除了矿灯强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3，5.12）； 

——删除了电缆固定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4，5.13）； 

——删除了灯泡光通量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表1，5.14）； 

——删除了短路保护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5，5.15）； 

——修改了蓄电池寿命的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5.18，本版的6.10）；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2004年版的表2，本版的表1）； 

——修改了型式检验项目（2004年版的表3，本版的表2）。 

本部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起草，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济宁高科股

份影响公司、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臧才运、闵建中、浦世元、姚银行、蒋丽华、陆鸣、顾展。 

本部分所代替的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MT 26－1970、MT 26－1985、MT 26－1991、MT 26－1998、MT 2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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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灯 第 2部分：KS 型矿灯 

1 范围 

MT ××××的本部分规定了KS型矿灯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KS型矿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MT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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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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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GB/T 10111-2008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HG/T 2692 蓄电池用硫酸 

JB/T 10053 铅酸蓄电池用水 

MT ××××.1-201× 矿灯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MT ××××的本部分。 

3.1  

KS型矿灯  model KS caplights 

以铅酸蓄电池为电源的矿灯。 

4 产品分类 

4.1 防爆型式 

产品防爆型式：防爆特殊型；标志：Ex sI。 

4.2 产品基本参数 

产品额定电压为 4V。 

5 要求 

5.1 充电系统 

矿灯充电时，充电接触点应接触良好，保证充电正常进行。 

5.2 蓄电池极性 

蓄电池的正、负极性应与蓄电池槽上的极性标志相符。 

5.3 蓄电池气密性 

当温度在-30℃～+60℃、蓄电池内部气压为20kPa时，不应漏气。阀控式蓄电池的内部气压为60kPa

时，不应漏气。 

5.4 蓄电池容量 

5.4.1 蓄电池容量以 10h 率额定容量 C10(Ah)表示。实际容量应在 5次容量试验内达到额定容量 C10。 

5.4.2 额定容量 C10由矿灯制造商规定。其放电条件是:环境温度为（25±5）℃、放电电流 I10=C10/10

（A）、放电至其中任何一个单体电池端电压 1.75V止。当结构限制而无法测定单体电池的端电压时，

放电至蓄电池的端电压 3.50V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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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蓄电池气体析出量 

阀控式蓄电池的单体电池气体析出量应不大于7.5mL/Ah。 

5.6 蓄电池排气阀 

阀控式蓄电池按6.8的规定试验时，排气阀应在压力1kPa～60kPa范围内可靠地开、关。 

5.7 蓄电池寿命 

开口式蓄电池的寿命应不低于500次充放电循环，阀控式蓄电池寿命应不低于350次充放电循环。 

5.8 蓄电池贮存期 

从生产日期算起，不带电解液出厂的蓄电池有效贮存期为2年，带电解液出厂的阀控式蓄电池有效

贮存期为半年。在贮存期内其容量应符合5.4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仪器及其要求 

6.1.1 密度计 

准确度不低于 0.005g/cm
3；分度值不大于 0.005 g/cm

3。 

6.1.2 压力表 

准确度不低于 2.5 级；分度值不大于 2kPa，量程不大于 0.1MPa。 

6.2 充电系统检查 

将矿灯上部接在检查用的4V矿灯电源上，将矿灯充电触点接通5V直流电源，矿灯应能正常充电。 

6.3 蓄电池极性检查 

用仪器或目视检查。 

6.4 蓄电池常温气密性检查 

在室温条件下，从排气孔通入压缩空气，使蓄电池内部压力达到20kPa（阀控式蓄电池为60kPa），

关闭进气阀，保持3s～5s，压力不应下降。 

6.5 蓄电池耐温气密性试验 

将蓄电池在60℃的条件下恒温6h，取出后按6.4的方法在5min内进行气密性检查。试验后冷却至室

温，再在-30℃的条件下恒温6h，取出后按6.4的方法在5min内进行气密性检查。 

6.6 蓄电池容量试验 

6.6.1 配置电解液所用硫酸应符合 HG/T2692的规定,所用水应符合 JB/T10053的规定。 

6.6.2 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密度和数量将电解液注入蓄电池，静置 2h～4h后进行初充电，初充电用

1.25I10的电流连续充电 60h，当充电至 48h时，应补加 1次蓄电池用水。充电结束后，调整电解液密度

至（1.280±0.010）g/cm
3
（30℃时）。 

    注：也可按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的方法进行初充电。 

带电解液出厂的阀控式蓄电池不进行初充电，先以I10的电流连续放电至两单体电池中任何一个单体

电池的端电压1.75V或蓄电池的端电压3.50V止，该次放电不计入容量循环次数。 

6.6.3 在以后的充放电循环中采用恒定电压充电，充电电压为（5.00±0.10）V，充电时间为 15h。若

需补水，应在充电结束前 4h进行，充电结束后应调整电解液密度至（1.280±0.010）g/cm
3
（30℃）。

带电解液出厂的阀控式蓄电池不补水，不调整电解液密度。 

6.6.4 每次充电结束后，静置 1h，以 I10的电流连续放电至两单体电池中任何一个单体电池的端电压

1.75V或蓄电池的端电压 3.50V止。记录放电时间 T和放电终止时蓄电池电解液温度 tf。放电时间 T应

按式（1）校正为基准温度 30℃的放电时间 Tc。 

Tc=
30)-t(008.01 f

T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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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校正后的放电时间，单位为小时（h）； 

T——被测得的放电时间，单位为小时（h）； 

tf——放电终止时蓄电池电解液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0.008——温度系数。 

6.6.5 蓄电池在基准温度 30℃时的容量 C按式（2）计算。 

C= I10×Tc                      „„„„„„„„„（2） 

式中：   

C——蓄电池容量，单位为安时（Ah）； 

I10——放电电流值，单位为安培（A）。 

6.6.6 试验时的环境温度为（25±5）℃。 

6.7 蓄电池气体析出量试验 

6.7.1 经容量试验合格的阀控式蓄电池，以 I10的电流连续放电到蓄电池端电压 3.50V 或两单体电池中

任何一个单体电池的端电压 1.75V止。 

6.7.2 以容量试验时的恒定电压充电 12h，并收集充电期间蓄电池排出的气体。 

6.7.3 试验 2只样品，每个蓄电池应连续进行不少于 2次试验，当 2次测得气体量在±10%范围内时，

取高值。 

6.7.4 试验时的环境温度为（25±5）℃。 

6.7.5 用排水集气法收集气体，气体收集装置如图 1所示。 

蓄 电 池水

漏 斗

量 筒

 

图 1 气体收集示意图 

6.8 蓄电池排气阀试验 

6.8.1 将蓄电池浸没于水中，对蓄电池的每一单体电池缓慢通入压缩空气，测定开阀时的压力，然后

逐渐减少空气压力，测定关阀时的压力。试验 2只样品。 

6.8.2 试验时的环境温度为（25±5）℃。 

6.9 蓄电池寿命试验 

6.9.1 蓄电池先按 6.7的规定进行容量试验,合格后方可转入寿命试验,容量试验的循环次数计入寿命

总次数内。试验 2只样品。 

6.9.2 按下列要求进行充放电循环：以（5.00±0.10）V的恒定电压充电 12h，静置 1h，再以 I10的电

流放电 10h或放电至其中任何一个单体电池的端电压 1.75V或蓄电池的端电压 3.50V 止。 

注： 阀控式蓄电池也可按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方法充电。 

6.9.3 当放电时间低于 8h时，应重复进行 3次试验，如 3次试验均未达 8h，则作为寿命终止。 

6.9.4 开口式蓄电池试验时的补液周期应不少于 10次循环，阀控式蓄电池试验过程中不补液。 

6.9.5 寿命试验的环境温度为（25±5）℃。 

6.10 蓄电池有效贮存期试验 

蓄电池在满足 MT ××××.1-201×中 8.3和 8.4的条件下存放，贮存期满后，再按 6.6的规定进

行容量试验。试验 2只样品。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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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由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逐盏进行。全部出厂检验项目都符合规定要求,则判定出厂

检验合格。若任何一个检验项目不符合规定时,应停止检验,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分析,找出不合格原因并

纠正后,可继续进行检验。若重新检验合格，则仍判定出厂检验合格；若重新检验仍不符合规定，则判

定出厂检验不合格。 

7.2.2 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应周期性进行型式检验，最长周期不应超过1年； 

d) 产品停产超过半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要求时。 

7.3.2 用作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某个批或若干批中按 GB/T10111-2008规定的方法随

机抽取 10盏。型式检验的判定规则应符合 MT ××××.1-201×中 7.2的规定。 

7.4 检验项目 

本部分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序

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标准编号 条文号 标准编号 条文号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1  外观结构及标志检

查 

MT ××××.1－201× 5.3、8.1 MT ××××.1－201× 6.3 √ √ 

2  塑料外壳试验 MT ××××.1－201× 5.4.2 MT ××××.1－201× 6.4 － √ 

3  结构检查 MT ××××.1－201× 5.5～5.7、

5.10、5.11 

MT ××××.1－201× 
6.5 √ √ 

4  充电系统检查 本部分 5.1 本部分 6.2 √ √ 

5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

离检查 

MT ××××.1－201× 5.8 MT ××××.1－201× 6.6 － √ 

6  装配后的电气连接

检查 

MT ××××.1－201× 5.9 MT ××××.1－201× 6.7 － √ 

7  外部充电触点检查 MT ××××.1－201× 5.12 MT ××××.1－201× 6.8 － √ 

8  表面温度试验 MT ××××.1－201× 5.13 MT ××××.1－201× 6.9 － √ 

9  保护装置试验 MT ××××.1－201× 5.14 MT ××××.1－201× 6.10 － √ 

10  灯头结构检查 MT ××××.1－201× 5.15 MT ××××.1－201× 6.11 √ √ 

11  灯头自动断电试验 MT ××××.1－201× 5.15 MT ××××.1－201× 6.12 √ √ 

12  光源性能试验 MT ××××.1－201× 5.16 MT ××××.1－201× 6.13 － √ 

13  蓄电池结构检查 MT ××××.1－201× 5.17 MT ××××.1－201× 6.14 √ √ 

14  蓄电池槽内部压力

试验 

MT ××××.1－201× 5.17.2 MT ××××.1－201× 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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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

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标准编号 条文号 标准编号 条文号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15  蓄电池极性检查 本部分 5.2 本部分 6.3 √ √ 

16  蓄电池常温气密性

检查 

本部分 5.3 本部分 6.4 √ √ 

17  蓄电池耐温气密性

检查 

本部分 5.3 本部分 6.5 － √ 

18  蓄电池容量试验 本部分 5.4 本部分 6.6 － √ 

19  蓄电池液密性试验 MT ××××.1－201× 5.18 MT ××××.1－201× 6.16 － √ 

20  蓄电池气体析出量

试验 

本部分 5.5 本部分 6.7 － √ 

21  蓄电池排气阀试验 本部分 5.6 本部分 6.8 － √ 

22  电缆性能试验 MT ××××.1－201× 5.19.1 MT ××××.1－201× 6.17 － √ 

23  电缆耐脂肪酸试验 MT ××××.1－201× 5.19.2 MT ××××.1－201× 6.18 － √ 

24  电缆单根绞合线试

验 

MT ××××.1－201× 5.19.3 MT ××××.1－201× 6.19 － √ 

25  电缆固定装置拉伸

试验 

MT ××××.1－201× 5.19.4 MT ××××.1－201× 6.20 － √ 

26  冲击强度试验 MT ××××.1－201× 5.20 MT ××××.1－201× 6.21 － √ 

27  跌落试验 MT ××××.1－201× 5.21 MT ××××.1－201× 6.22 － √ 

28  有效工作时间和发

光强度试验 

MT ××××.1－201× 5.2、 

5.22 

MT ××××.1－201× 6.23 － √ 

29  防护试验 MT ××××.1－201× 5.23 MT ××××.1－201× 6.24 － √ 

30  蓄电池寿命试验 本部分 5.7 本部分 6.9 － √ 

31  蓄电池贮存期试验 本部分 5.8 本部分 6.10 － √ 

注： 标注“√”的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标注“-”为无需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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