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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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神瑞安全救护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善清、张君磊、王怡芳、余进、聂雅玲、陈福明、马云龙、吴庆宏、李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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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式负压氧气呼吸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隔绝式负压氧气呼吸器术语和定义、型式、分类、型号、基本参数和使用条件、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矿山井下、石油化工、隧道工程、消防等行业安全救护队员到作业危险场所进行抢险

救灾使用隔绝式负压氧气呼吸器（以下简称：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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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1226          一般压力表 

GB2890            过滤式防毒面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3836.1-2000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4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器设备“i” 

GB 5099           钢质无缝气瓶 

GB 8982           医用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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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技监局国发［2000］250 号《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隔绝式负压氧气呼吸器 Self—contained negative pressure compressed oxygen respirator 

呼吸系统内的气压在吸气瞬间可能小于外界大气压的隔绝式氧气呼吸器。 

3．2  

呼吸系统 Breathing system 

包括口具（面罩）、鼻夹、呼吸导管、气囊、排气阀和供氧装置及连接件与佩戴者呼吸器官形成的

起呼吸保护作用的系统。 

3．3  

定量供氧 Oxygen delinery by constant flow 

高压氧气经减压后，通过节流孔以规定的流量连续向呼吸系统的供氧。 

3．4  

手动补给供氧 Oxygen delivery by manual switch 

用手按动手动补给阀，直接向呼吸系统的供氧。 

3．5  

自动补给供氧 Oxygen delivery by demand va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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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氧。 

3．6  

呼气和吸气阻力 exhalation air way and inhalation resistance 

呼气和吸气时气流通过呼吸系统在面具内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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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余压报警 warning for the remainder pressure inside cylinder  

气瓶气压降低到规定值时，报警器的报警。 

3．8  

额定防护时间 nominal prtection time  

在规定的作功功率条件下，呼吸器符合防护性能要求的使用时间。 

3．9  

自动排气阀 automatic relief valve 

低压系统内的压力上升到规定值时，排气阀自动开启向外界排气的装置。 

3．10  

高压系统 high pressure system  

包括氧气瓶、氧气瓶开关、减压器、手动补给阀和压力指示器等高压部分及其连接件形成的气路, 

工作时直接承受气瓶输出压力的气路为高压系统。工作时与人的呼吸系统形成闭合回路的气路为低压系

统。 

3．11 

定量供氧  oxygen delivery by constant flow 

高压氧气经减压器减压后，通过节流孔以规定流量连续向低压系统供氧。 

3．12 

减压器  pressure  reducing valve 

将高压氧气减压，以自动补给供氧和定量供氧方式向低压系统供氧的装置。 

3．13 

自动排气阀 automatic relief valve 

低压系统内的压力上升到规定值时，排气阀自动开启向外界排气的装置。 

3．14 

气囊工作容积 available volume of breathing bag 

自动排气阀开启时气囊容积与自动补给阀开启时气囊容积的差值。 

4 型式、分类、型号、基本参数 

4．1 型式 

以耐高压容器（包括合金瓶或碳纤维复合瓶）充填压缩氧气作氧源，低压储气部分有气囊式和呼吸

舱式两种。 

4.2  分类 

按额定防护时间，可分为 60、120、180、240 型四种类型。 

4.3  型号 

H    Y     F  ——          —（**）   检验单位统一排列顺序号； 

有效使用时间，60、120、180、240min； 

 第二特征代号：负压型； 

 第一特征代号：氧气； 

 产品类型代号：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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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基本参数 

 设计参数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基本参数 

序号 
额定防护时间 

min 

氧气瓶额定压力 

MPa 

额定耗氧量 

L/min 

氧气储量 

L 

1 60 ≥110 

2 120 
≥20 ≥1.3 

≥220 

3 180 ≥330 

4 240 
≥20 ≥1.4 

≥440 

 

5 技术要求 

 

5.1  使用条件 

  在下列环境中使用，应能可靠地保护呼吸器正常工作，气体及含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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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温度：(-20～40)℃。 

5．2 外观检查 

5．2.1 所有零部件应保持清洁，与氧气直接接触部分应无油脂、涂漆，电镀表面色泽应均匀一致，与

基体结合良好，不得有针孔、斑点、条纹、脱皮、起泡、擦伤和流痕等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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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标志清晰可见。 

5．2.2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3 气密性 

5．3．1 高压系统气密性 

高压系统在18MPa条件下保持2min，气密性试验中不应漏气。 

5．3．2 低压系统气密性： 

低压系统经正压气密性试验，在1min内其压力变化值应不大于20Pa。 

5．4 防护性能 

5．4．1 吸气中氧气浓度 

在额定防护时间内，吸气中氧气浓度应不低于28%。 

5．4．2使用全面罩和半面罩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应符合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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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防护性能参数 

试验时间

min 

吸气中CO2最大值 

% 

吸气中CO2 

平均值 % 

吸气温度 

℃ 

呼气阻力 

Pa 

吸气阻力 

Pa 

30 

60 

120 

240 

① 呼 吸 量

50L/min时，应≤

1.0； 

② 呼 吸 量

30L/min时，应≤

1.5。 

≤0.5 

①试验条件在（26

±2）℃时，应≤

39，无降温器时，

应≤45℃； 

②试验条件在（40

±2）℃时，应≤

50℃。 

①呼吸量在30L/min时，

呼吸频率在20Min
-1
时，应

≤+400； 

②呼吸量在50L/min时，

呼吸频率在25Min
-1
时（试

验时间60min），应≤

+600。 

①呼吸量在30L/min时，

呼吸频率在20Min
-1
时，应

0～-400； 

②呼吸量在50L/min时，

呼吸频率在25Min
-1
时（试

验时间60min），应0～

-600。 

5．4．3 吸气温度应符合表2规定。  

5．4．4 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应符合表2规定。 

5．4．5 防护时间，见表3规定。 

表 3 供氧性能参数 

在30L/min条件下，

试验时间，min 

在50L/min条件下，

试验时间，min 
定量供氧量，L/min 自动补给供氧量，L/min 手动补给供氧量，L/min

60 

120 

30 

180 

240 
60 

≥1.4 

在20±3℃、101.3±1.34kPa规定条件下，（其

它条件时应按气态方程推算），气瓶压力在20～5MPa

时测定，应≥80。 

5．5 供氧性能 

5．5．1 定量供氧流量，见表3规定。 

5．5．2 自动补给供氧量，见表3规定。 

5．5．3 手动补给供氧量，见表3规定。 

5. 6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 

当低压系统的压力下降至（-100～-300）Pa时,其自动阀应能立即开启。  

5．7 排气阀开启压力 

当向气囊通入1.5L/min流量的稳定气流时，排气阀的开启力应为100～300Pa。 

5．8 耐温试验 

不接气瓶，不充填CO2吸收剂（或不接清净罐）不装冷却元件的呼吸器，经耐温试验后，检查各部

件应不发硬、不开裂、不发粘、不变形，并符合气密性5.2和5.4条的要求。 

5．9 耐冲击性能  

带包装的呼吸器经冲击试验后，应符合第5.2、5.4条款的要求。 

5．10 主要零件及有关材料 

5．10．1 氧气瓶应符合GB5099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5．10．2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应符合GB/T1226的有关规定。 

5．10．3 呼气阀和吸气阀 

5．10．3．1 呼、吸气阀的逆向漏气量应不大于0.3L/min。 

5．10．3．2 呼、吸气阀的通气阻力应不大于30Pa 

5．10．4 面罩，包括全面罩、半面罩应符合GB2890 的规定，并且在额定防护时间内镜片不应上雾。 

5．10．5 气囊或呼吸仓的气密性和有效容积，气密性其内部压力达到980Pa，有效容积应在（2.7～5.0）

L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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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 清净罐 

5．10．6.1 清净罐通气阻力，在防护时间试验后测试，通入30L/min稳定气流测定时通气阻力≤150Pa。 

5．10．6.2 清净罐气密性，在10kPa压力下，历时1min试验应不漏气。 

5．10．7 冷却器、水分吸收器气密性，冷却器在10kPa压力下，历时1min气密性试验应不漏气。 

5．10．8 呼吸软管，应气密、柔韧、弯曲时能保持畅通，伸长率不大于20%。 

5．10．9 二氧化碳吸收剂，其产品吸收率、强度等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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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求。 

5．10．10 压力声响报警，当气瓶在开启、关闭及余压为4～6MPa时应发出自动警示声响，余压报警声

级强度应大于80dB（A），采用手动报警时声级强度应大于90dB（A），且声响时间为30～60S，采用电

子报警装置时应符合防爆GB3836.4 标准要求。 

5．10．11 减压器安全阀或泄压孔的出口压力（阀门开启泄压值），应为膛室压力的1.2～2.0倍。 

5．10．12 氧气浓度，所用氧气气源应满足GB 8982 要求，氧气浓度应≥99.5%。 

5．10．13 外壳如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时，其表面绝缘电阻应小于1×10
9
Ω，应符合防爆GB3836.4 标

准要求。 

5．11 呼吸器使用有效期为3年。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质量检查 

用目测方法检查呼吸器的外观情况，并记录观察结果。 

6．2 气密性测定方法 

6．2．1 高压系统气密性测定 

接好气瓶，打开开关，在气瓶压力18MPa以上条件下保持2min，用皂沫涂擦呼吸器高压系统各个接

头处，检查是否漏气。 

6．2．2 低压系统气密性的测定 

关闭排气阀，用橡胶塞堵紧，连接面罩的呼气软管在系统中通过三通接入压差计和压气泵，然后向

系统内充气加压到800Pa，并关闭气路，开启秒表计时，观察并记录1min内压力的下降值。 

6．3 防护性能 

6．3．1 仪器、设备，见防护性能测试用主要仪器设备表4 

表 4 主要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和说明 

1 仿人工呼吸机 呼吸量（10～50）L/min，频率（10～30）次/分，呼吸比1∶1 

2 湿式气体流量计 （0～5） M
3
/h，精度±1% 

3 鼓泡式加温增湿器 （37±2）℃ 

4 温度测试仪 （0～100）℃ ±1℃ 

5 温度指示控制仪 （0～100）℃ ±2℃ 

6 采气泵 （4～6）L/min 

7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量程 （-2000～2000）Pa，精确度±20Pa 

8 热磁O2分析仪 （0～100）%，准确度0.1% 

9 红外线CO2分析仪 （0～5）%，准确度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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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恒温箱 1.0m×0.75m×0.60m，内有加热、温控、风扇等，20～45℃可调控 

11 采集器、计算机、打印机 接口为485 

6.3.2 试验条件 见防护性能试验参数表5 

表 5 防护性能试验参数 

呼吸试验条件 
额定防护 

时间 min 

恒温箱温

度 ℃ 
劳动强度 

测定起止时间

min 
呼吸量

L/min 

呼吸频率

Min
-1
 

CO2进入量

L/min 

耗氧量

L/min 

60 0～60 

120 0～120 

180 0～180 

240 

26±2 中等 

0～240 

30 20 1.15 1.28 

240 40±2 重型 0～60 50 25 2.0 2.2 

6.3.3 试验步骤 

6.3.3.1 准备工作 

按图1 连接仿人工呼吸装置系统 

1—仿人工呼吸机；2.14—单向逆止阀；3—CO2钢瓶；4.10.25—转子流量计；5.22—湿式气体流量计；6—缓冲气袋；

7—硅橡胶膜片呼气阀；8—温度测试仪；9.24—红外线CO2分析仪；11.26—采气泵；12.27—干燥塔；13—温度测试仪；

15—三通接头；16—温度指示控制仪；17—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18—负压氧气呼吸器；19—鼓泡式加温增湿器；20—

加热器；21—热交换器；23—热磁O2分析仪；28—专用接头；29—采集器与计算机；30—打印机；31—恒温箱；32—补

水器。 

图1  

除仿人工呼吸机、加温增湿器外，呼吸气路总容积不应超过2L。其中加温增湿器（水分饱和器）出

口和连接呼吸器口具三通管，这段管路应包上保温材料保温。 

a）标定气体分析仪和其它测量仪器；  

b）标定呼吸机的呼吸量、呼吸频率、CO2进入流量、O2耗量； 

c）检查系统的气密性； 

d）将呼吸器分别按表5要求接入恒温箱（26±2）℃或（40±2）℃的试验环境，进行防护性能试验。 

6．3．3．2 试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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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把被检呼吸器接到仿人呼吸装置上，记录湿式流量计读数； 

b） 打开呼吸器气瓶阀门，开动呼吸机，同时通入CO2并开启采气泵、红外线CO2分析仪和热磁式O2

分析仪的开关，再开启秒表计时，记下气瓶压力，试验正式开始； 

c） 检验中要随时观察和调节CO2进入量、耗氧量，每隔10分钟记录一次吸气温度、O2浓度、CO2浓

度、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及氧气瓶压力，直至试验结束，卸下呼吸器，作清净罐通气阻力试验； 

d） 当检验时间达到额定防护时间或吸气中CO2浓度、O2浓度、吸气温度、呼气或吸气阻力中任何一

项参数超过标准规定或气瓶压力降到0.5MPa时应停止试验，记录湿式流量计读数，复核CO2进入量和耗

氧量，记录氧气瓶压力，关闭气瓶。 

6．3．4 测定结果 

     ——防护时间； 

     ——吸气中最低O2浓度； 

     ——吸气中最高CO2浓度； 

     ——最高吸气温度； 

     ——最大呼气、吸气阻力（扣除系统阻力）。 

6．4 供氧性能测定 

6．4．1 定量供氧流量 

当呼吸器高压系统压力为（20～2）MPa时，用呼吸器检查仪或在呼吸器校验台上的转子流量计（2.5

级）测定。 

6．4．2 自动补给供氧量测定 

当呼吸器高压系统压力为（20～3）MPa时，用呼吸器校验台专项测试装置或呼吸器检查仪测定。 

6．4．3 手动补给供氧量测定 

当呼吸器高压系统压力为（20～3）MPa时，按手动补给阀，用呼吸器检查仪或校验台上的大流量计

（2.5级）测定。 

6．4．4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测定 

将呼吸器置于水平位置，连接呼吸器校验仪的水柱计和吸气泵，打开氧气瓶开关，从口具处或面罩

处以（8～12）L/min流量向外抽气，观察自动补给阀开启供氧时的水柱压力计指示的压力值。 

6．4．5 排气阀开启力测定 

将呼吸器水平放置，连接呼吸器检查仪或校验台的水柱计，关闭排气阀，打开氧气瓶阀门，向低压

系统内以定量供氧量供氧，观察并记录呼吸器排气阀开启时的压力值。 

6．5 耐温性能试验 

把不接氧气瓶且不带冷却元件，不带CO2吸收剂的呼吸器放入（-20±2）℃的低温箱内贮存16h，取

出后再放入（60±2）℃的高温箱内贮存16h，取出后冷却至室温，然后检查各零部件是否变形、开裂、

发粘、变脆、变硬情况，按6.2、6.4进行气密性、供氧性能试验。 

6．6 耐冲击性能试验 

将包装好的呼吸器固定在冲击试验台上，以加速度30m/S
2
旋转，频率（80～120）r/min，连续试验

2min后，按第5.2、5.4、5.5条款的要求进行试验。 

6．7 主要零部件试验方法 

6．7．1 气瓶按GB5099 规定的方法进行。 

6．7．2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见表6）及报警装置。 

6．7．2．1 机械式压力表按GB122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7．2．2 电子式压力表或变送器（报警功能）的防爆试验按GB3836.4中的规定进行测定。 

表 6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误差范围 

标准压力 MPa 压力或压力变送器压力值 MPa 允许误差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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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21 20±1 

10 9～11 10±1 

4 3.5～4 4
-0.5

 

6．7．3 呼、吸气阀的逆向漏气量测定 

呼、吸气阀的逆向漏气量测定装置如图2连接。把呼气阀或吸气阀逆向接到装置气路上，通入流量

为（1.5±0.1）L/min的稳定气流，使通气压力保持在（980±10）Pa，测定1min进入湿式气体流量计的

漏气量。 

 

32 4 5

1

10
0

气源

 

1—水柱瓶；2—转子流量计（2.5级）；3—三通管；4—呼气或吸气阀；5—湿式气体流量计。 

图 2  

6．7．4 呼、吸气阀的通气阻力测定 

呼、吸气阀的通气阻力测定装置如图3连接。从流量计入口处向装置系统内通入（30±2）L/min的

稳定气流，记录压力计指示值，减去测试装置的系统初始阻力，即为通气阻力。 

 

 

1— 水柱压力计（0～1200Pa，分度值10Pa）；2—转子流量计（2.5级）；3—三通管；4—呼或吸气阀。 

图 3  

6．7．5  面罩、眼窗或防烟眼镜的视野应按GB/T2890规定进行，非金属外壳抗静电试验应符合

GB3836.1-2000中25规定。 

6．7．6 气囊或呼吸仓的试验 

a)把气囊或呼吸仓的气密性，对进、出气口堵封好，在（65±5）℃的热水中浸泡6h，取出擦干，

观察粘接缝连接部位是否开胶、渗漏，从一个通气口通入气体使其内部压力达到980Pa，把气囊或呼吸

仓浸入水中观察有无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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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效容积的测定，把呼吸器置于水平位置，堵住定量供气孔，向气囊内或呼吸仓内通气，到排气

阀（孔）开始排气时停止通气，用抽气装置（采气泵接湿式流量计）从中向外抽气，到自动补给阀开启

为止，在湿式气体流量计上测出的体积即为有效容积。 

6．7．7 清净罐 

6．7．7.1 气密性测定时用橡胶塞住清净罐的出口，从进气口充气，使其内部压力达到10kPa后把罐体

浸入水中,观察有无气泡冒出。 

6．7．7.2 阻力测定其装置图3，将清净罐换接到4上，通入（（30±1）L/min的稳定气流，观察压力计

的指示值，减去测定装置的空白阻力即为实际清净罐阻力。 

6．7．8 冷却器、水分吸收器的气密性测定，可以在呼吸器低压系统气密性测试中一起进行，也可采用

封堵其进出气口，然后充气加压至10kPa再浸入水中观察有无气泡冒出。 

6．7．9 呼吸软管的伸长率和气密性测定，把软管一端吊起，测量其自然长度为a（不包括接头），然

后在其另一端施加负荷10N，5min后测其长度为b，伸长率则为（b-a）/a×100%；测定时目测是否有开

裂、脱胶、洞穿现象。在拉伸试验后的呼吸软管内，施加1.5kPa，慢慢通入气体形成压力，检查是否漏

气。 

6．7．10 CO2吸收剂应符合MT454规定进行测试。 

6．7．11 压力声响报警的声级强度测定 

a）在下列四种情况下，应发出提示报警声响：打开气瓶时；当气瓶压力降到（4～6）MPa时；当关

闭气瓶从低压系统向外抽气时；当关闭气瓶进行呼吸时。 

b)当气瓶压力降到（4～6）MPa时，为余压自动报警，其声级强度要用声级计和秒表测定，在距离

呼吸器讯响器正前方1米处测定报警声响强度和报警时间，手动报警与其测试方法一致。 

6．7．12 减压器安全阀或泄压孔的出口压力，在减压器膛室内输入（2～2.5）MPa压力时，用（0～150）

m
3
/h(精度在2.5级以上)的转子流量计测定其输出流量值；用（0～1.6）MPa精度在2.5级以上的压力表，

测膛室工作压力。 

6．7．13 O2浓度应按GB8982规定方法进行，也可用热磁式O2分析仪进行测定。 

6．7．14 呼吸器外壳选择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塑料）制造，应符合附录A2。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产品经制造厂质检部门逐台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准出厂。 

7．1．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7。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7。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时； 

b） 产品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正常生产满3年或生产台数达1000台时； 

d） 产品停产2年，再次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测试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相关授权机构提出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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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出厂和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 

检验 
备注 

1 外观检查 5.2 6.1 √ √ √ ☆ 

2 高压气密性能 5.3.1 6.2.1 √ √ √ ☆ 

3 低压气密性 5.3.2 6.2.2 √ √ √ ☆ 

4 吸气中O2浓度 5.4.1 6.3 — √ √ ☆ 

5 吸气中CO2浓度 5.4.2 6.3 — √ √ ☆ 

6 吸气温度 5.4.3 6.3 — √ √ ☆ 

7 呼、吸气阻力 5.4.4 6.3 — √ √ ☆ 

8 防护时间 5.4.5 6.3 — √ √ ☆ 

9 定量供氧流量 5.5.1 6.4.1 √ √ √ △ 

10 自动补给流量 5.5.2 6.4.2 √ √ √ ☆ 

11 手动补给流量 5.5.3 6.4.3 √ √ √ ☆ 

12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 5.6 6.4.4 — √ √ △ 

13 排气阀开启压力 5.7 6.4.5 — √ √ △ 

14 耐温性能试验 5.8 6.5 — — √ ☆ 

15 耐冲击性能试验 5.9 6.6 — — √ ☆ 

16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5.10.2 6.7.2 √ — — △ 

17 呼、吸气阀逆向漏气量 5.10.3.1 6.7.3 √ — — △ 

18 呼、吸阀的通气阻力 5.10.3.2 6.7.4 √ — — △ 

19 面罩 5.10.4 6.7.5 √ — — △ 

20 气囊或呼吸仓试验 5.10.5 6.7.6 — √ — △ 

21 清净罐通气阻力 5.10.6.1 6.7.7.1 — √ — △ 

22 清净罐气密性 5.10.6.2 6.7.7.2 — √ — △ 

23 冷却器、水分吸收器气密性 5.10.7 6.7.8 √ — — △ 

24 呼吸软管 5.10.8 6.7.9 √ — — △ 

25 CO2吸收剂 5.10.9 6.7.10 — √ — △ 

26 压力声响报警 5.10.10 6.7.11 √ √ √ ☆ 

27 
减压器安全阀或泄压孔开启

压力 
5.10.11 6.7.12 — √ — △ 

28 O2浓度 5.10.12 6.7.13 — √ √ △ 

29 呼吸器外壳 5.10.13 6.7.14 — — √ △ 

注: √—检验项目； —不检项目；“☆”主要项目；“△”一般项目。 

7．2．3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GB/T10111方法抽样，抽样基数量为批产量的3％（10台以上），但

检验数量不应少于2台。 

7．3 判定规则 

7．3．1 样品检验结果中，其中如主要项目有一台、项不合格或一般项目有一台二项不合格，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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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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另部件检验结果判定应符合7.3.1条款。 

 

8  标志、包装和贮存。 

 

8．1 标志 

每台呼吸器应在外壳明显处牢固安设产品铭牌，产品铭牌包括以下项目： 

a） 产品型号、名称； 

b） 出厂编号； 

c） 安全标志编号； 

d） 制造日期（年月）； 

e） 制造厂名称。 

8．2 包装 

8．2．1 呼吸器装箱时，氧气瓶内应充填≥0.1MPa氧气。 

8．2．2 包装箱可用足够强度的纸箱、木箱、皮箱、复合塑料箱等。箱子应有防潮、防震，安放牢

固等功效，上壳内部应设置防伪条码（防止假冒贴牌生产）。 

8．2．3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文件和附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包括压力表和氧气瓶合格证书）； 

c） 使用说明书； 

d） 专用工具和必要备件。 

8．2．4 包装箱外壁应有明显的文字和安全标志图示，内容包括： 

a） 制造厂名称； 

b） 安全标志编号； 

c） 产品型号、名称和数量； 

d） 外型尺寸和毛重； 

e） 出厂日期（年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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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存 

呼吸器应贮放在通风良好的库房内，距热源不得少于1m，室内温度（+5～+40）℃，不得有腐蚀性

气体和蒸气，与油类等可燃物应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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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隔绝式负压氧气呼吸器的结构和塑料材料要求 

 

A.1 结构要求 

 

A.1.1 呼吸器以高压氧气瓶充填压缩氧气为气源，呼吸时使用氧气瓶内的氧气，不依赖外界环境气体，

其结构应简单、紧凑、结实 

A.1.2 呼吸器的外形不得有防碍使用的向外凸出部分和尖角。 

A.1.3 呼吸器从佩戴者身上取下，面罩未取下时，佩戴者仍可继续呼吸。 

A.1.4 呼吸器外壳应有足够强度，背壳（下壳）应符合人体背部外形，保证背负时舒适；用于固定上、

下壳的扣合应松紧适度，开扣灵活，能防止意外挂开。 

A.1.5 呼气阀、吸气阀和排气阀的结构，应保证性能可靠。 

A.1.6 佩戴者应能方便地开启氧气瓶阀；方便地观察压力指示。 

A.1.7 背带、腰带应能方便地调节长度并能锁紧；肩垫应选用耐磨柔软的阻燃材料。 

A.1.8 呼吸器所用化学药品、佩戴时的唾液或冷凝水不应影响呼吸器的功能，或对佩戴者造成危害。 

A.1.9 与氧气接触的零部件应清洗除油；低压系统必须清洗消毒。 

 

A.2 塑料材料要求 

 

A.2.1 呼吸器选用的材料，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耐老化，耐腐蚀，且不燃或阻燃，壳外零部件其氧指

数不大于 28%。 

A.2.2 呼吸器外壳等部件的表面电阻（除金属与橡胶件外）应小于 1×109Ω，按 GB3836.1-2000 中 25

规定的方法进行。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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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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