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行业标准
MT 453一1995

隔绝式 压缩氧呼 吸器 代替 ZB C73 001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隔绝式压缩氧呼吸器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负压型隔绝式压缩氧呼吸器(以下简称呼吸器).

2 引用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226 一般压力表

    GB/T 141。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GB 2890过滤式防毒面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91过滤式防毒面具罩性能试验方法

    GB 5099钢质无缝气瓶
    GB 8982 医用氧气

    GB/T 10111利用随机数般子进行随机抽样方法

    MT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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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

3.1额定防护时间 nominal protection time
    在规定作功功率条件下，呼吸器符合防护性能要求的使用时间。

3.2 防护时间 protection time
    呼器在本标准规定的适用环境中能满足防护性能要求的使用时间。

3.3高压系统 high pressure system
    呼吸器的氧气瓶、氧气瓶阀门、减压器、手动补给阀、压力表、替报器和压力表开关等高压部分及其

连接件所形成的高压气路。

3.4 低压系统 low pressure system
    呼吸器的口具或面罩、呼吸软管、呼气阀、吸气阀、气囊(包括排气阀)、自动补给阀和清净雄等低压

部分及其连接件所形成的低压气路。

3.5呼气气路 exhalation air way
    呼气经口具或面罩、呼气软管、呼气阀、清净罐进人气囊的气路。

3.6 吸气气路 ，nhalation air way
    吸气由气囊经降温器、吸气阀、吸气软管到口具或面罩的气路。

3.7 呼气阻力 exhalation resistance

    呼气气流通过呼气气路的阻力。

3.8 吸气阻力 inhalation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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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气流通过吸气气路的阻力。

3.9手动补给供氧 oxygen delivery by manual switch
    用手按动，使手动补给阀直接向低压系统供氧。

3.10 自动补给供氧 oxygen delivery by demand valve
    低压系统内压力降到规定负压值时，自动补给阀自动开启向低压系统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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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辅助工作型呼吸器 assistant working respirator
    供矿山救护队员工作呼吸器发生故障时佩戴退出灾区、救护伤员和化工等部门救护站使用的防护

时间不大于2h的呼吸器。

3.16基本工作型呼吸器 rudimental working respirator
    供矿山救护队员和辅助救护队员进行抢险救灾等主要救护工作使用的防护时间大于2h的呼吸

器。

3.17成品质量 weight of respirator when in use
    包括氧气、二氧化碳吸收剂和冷却剂的呼吸器在佩戴使用时的质量。

3.18 短时间特重劳动 super heavy work in short time
    指在3-5 min内，完成呼吸量为78 L/min，呼吸频率为30次/min的劳动强度。

4 产品分类

4.1 产品类型

    呼吸器按用途分为辅助工作型和基本工作型两类。

    按额定防护时间分为1 h,2 h,3 h,4 h四个规格。

4.2 基本参数

    呼吸器基本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类 型
规 格

    h

额定防护

时 间

      刀lln

氧气瓶额定

压 力

    M P.

作功功率

    W

额定耗氧量

  L/min

氧气储量

    L

成品质量

  kg

辅助工作型

1 60

        20

54.4 1.2

100 <8

200 镇102 120

69. 2 1.4

300 提12

基本工作型

3 180

400 <144 240

5.1

技术要求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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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适用环境条件:

    呼吸在下列环境中使用时应能可靠地保护呼吸器官:

    大气成分:

    CO  0̂-100a;SOi  0̂-2%;H2S  0-1%;N02 0-1%;

    CO,  0̂ 100%;CHq  0-100%;N,    0 10000;浮尘10 g/m3;

    大气压力:70125 kPa;
    相对湿度:0-100%;

    温 度:一20-+40'C.

5.3 气密性:

5.3.1 高压气密性:

    高压系统在气密性试验中应不漏气。

5. 3.2 低压气密性:

  J低压系统经正压气密性和负压气密性测定，其压力变化值应不大于30 Pa.
5.4 防护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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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4.2 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呼吸器类型 面 体
作功功率

    w

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最大值 平均值

辅助工作型
口具

54.4

c1.5

G2全面罩

基本工作型

口具
69.2 Gl 镇0.25

短时间特重劳动 (2

全面罩
69.2 成1.5 簇0.4

短时间特重劳动 蕊2.5

5.4.3 吸气温度:

    在规定的试验温度下，吸气温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呼吸器类型 降温方式

吸‘气 温 度

试验温度26士2'C 环境温度40士20C

辅助工作型 无降温器 《45

基本工作型

带降温器 成42

无降温器 簇42

5.4.4 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

    在表7规定的条件下用仿人呼吸装置试验呼吸器时，测得的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应符合表4的规

定。



MT 453一1995

表 4

呼吸器类型 呼气阻力 吸气阻力 30 L/min稳定气流测定呼气阻力 备 注

辅助工作型 簇+550 (一450 蕊180

基本工作型

蕊+400 (一300 蕊180

簇+1 500 (一1 500 短时间特重劳动

5.4.5 防护时间:
    呼吸器的防护时间，应不小于表1规定的额定防护时间。

5.5 供氧性能:

5.5.1 定量供氧量:
    当氧气瓶压力为20---2 MPa时，定量供氧量基本工作型为1. 4士0. 1 L/min,辅助工作型为1.2士

0. 1 L/min,

5.5.2 自动补给供氧量:

    辅助工作型:当氧气瓶压力为20̂-5 MPa时，供氧量应不小于60 L/min,

    基本工作型:当氧气瓶压力为20-18 MPa时，供氧量应不小于100 L/min;当压力为5̂-3 MPa

时，供氧量应不小于80 L/min,
5.5.3 手动补给供氧量:
    辅助工作型:当氧气瓶压力为20̂-5 MPa时，供氧量应不小于60 L/min;当压力小于5 MPa时，供

氧量应不小于(60/5) L/min,
    基本工作型:当氧气瓶压力为20̂-18 MPa时，供氧量应不小于150 L/min;当压力为5̂-3 MPa

时，供氧量应不小于60 L/min,
5.6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

    当低压系统内的压力下降至一100一一300 Pa时，自动补给阀应开启。

5.7 排气阀开启压力:
5.7.1 通气流量为1. 4 L/min稳定气流时，排气阀开启压力应为100̂-300 Pa,

5. 7.2 通气流量为60 L/min稳定气流时，排气阀开启压力应不大于1. 5 kPa,

5.8 耐温性:
    无清净罐，接有氧气瓶的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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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本标准5. 3和5.4规定。

59 耐冲击性:

    包装的呼吸器经冲击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5.3和5.5要求。

5.10 佩戴性能:
    呼吸器的佩戴试验是防护性能试验的补充，其主要目的是检查呼吸器结构的合理性，零部件的可靠

性，实际的适用性和佩戴的舒适性，其防护时间应符合本标准表1的规定。

5.11 呼吸器所有零部件应保持清洁，低压系统应消毒，与氧气接触的零部件应无油。

5.12 涂漆、电镀表面保护层，其色泽均匀一致，应与基体结合良好，不得有针孔、斑点、条纹、脱皮、起

泡、擦伤、皱皮和流痕等缺陷。

5.13 主要部件和材料:

5.13.1 氧气瓶应符合GB 5099的有关规定。

5.13.2 压力表应符合GB/T 1226的有关规定。

5.13.3 减压器的安全阀开启压力应在0.7-1 MPa范围内。

5.13.4 呼气阀和吸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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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1 呼气阀和吸气阀的逆向漏气量应不大于0. 5 L/min,

5.13-4.2 呼气阀和吸气阀的通气阻力应不大于30 Pa.

5.13.5 面体:

5.13.5.1 口具:

    口具放在唇齿之间，闭嘴时应严密，便于咬紧，佩戴舒服。

5.13-5.2 鼻夹:

    鼻夹弹簧夹紧力应适度，与鼻夹垫配合后应紧密可靠地密封鼻孔，不能因急剧运动、汗液而脱落。

5.13-5.3 面罩:

    面罩应符合GB/T 2890的有关规定。

5.13.6 清净罐:

5.13.6.1 清净罐应不漏气。

5.13-6.2 装好二氧化碳吸收剂的清净罐的通气阻力应不大于150 Pa,

5.13.7 气囊:

5.13.7.1 气囊经热水浸泡试验后，应不开胶，气密性试验时应不漏气。

5.13-7.2 气囊的有效容积应在2. 7-5. 0 L范围内。

5.13.8 呼吸软管:

    其长度应保证头部能自由活动;其伸长率应大于20%;应不断裂、不漏气;弯曲时应不堵塞气路。

5.13.9 排唾液盒应气密。

5.13.10

5.13.11

5.13.12

5.13.13

5.13.13.1

水分吸收器应气密。

降温器应气密。

哨子的声级强度应不小于80 dB(A)o

防烟眼镜:

防烟眼镜与脸部接触应紧密、镜片透光性好，采取防雾措施后，在额定防护时间内镜片内表

面应不上雾。

5.13-13.2 防烟眼镜的总视野应不小于70%;双目视野应不小于200,

5.13.14 氧气应符合GB 8982的有关规定。

5.13.15 二氧化碳吸收剂应符合MT 454的有关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呼吸器气密性测定方法

6.1.1 高压系统气密性试验

    向呼吸器高压系统施加18-20 MPa压力，在接头处涂肥皂水，检查2 min内是否漏气.

6.1.2 低压系统气密性测定

6.1.2.1 仪器

    低压系统气密性试验用仪器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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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名 称 仪表名称 测量范围 准 确 度

氧气呼吸器检查仪

水柱压力计 一980--+1 176 Pa

2.5级转子流量计

A 0. 016-0. 16 m'/h

B 0. 6̂ 6 m'/h

氧气呼吸器校验台

标准压力表

A 0̂ -25 Pa

B 0̂ -1. 6 MPa 0.35级

转子流量计

A 0. 016̂ 0.16 m'/h

2.5级
B 0.6̂ 6 m' /h

6.1.2.2 正压气密性测定

    关闭排气阀，向低压系统内施加大于800 Pa的压力，关闭气路开关，待压力达到800 Pa时，记录

1 min内的压力下降值。
6.1.2.3负压气密性测定
    从低压系统抽气，至低压系统内压力小于一800 Pa时，关闭气路开关，待压力达到一800 Pa时，记

录1 min内的压力上升值。
62 防护性能测定

6.2.1 仪器、设备

    仿人呼吸装置示意图见图1，所用仪器、设备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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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仿人呼吸装置示意图
1一呼吸机;2一二氧化碳钢瓶;3,13,24,29一转子流量计;4,23-湿式气

体流量计;5-缓冲袋;6115-吸气阀，7,9,16一呼气阀;8-缓冲筒;1。一

鼓泡吸湿式水分饱和器;12一接点温度计和温控继电器;11,27一红外线

二氧化碳分析仪;14,31-薄膜式泵;17-热电偶数显温度计;18一三通;

19-差压变送器和显示仪表;20-呼吸器s 21一金属管，22一加热器s

25一热交换器;26一热磁式氧气分析仪，28一干燥塔;30-流量调节夹

                                宪 6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和说明

I 呼吸机

呼吸量 10--80 L/min

呼吸频率10̂ 30次/min;呼吸比1，1

用电子计算机按规定程序控制呼吸机

2 二氧化碳钢瓶 压力15 MPa,容积30̂-50 L

3 转子流量计 测量范围0.024̂ 0. 24 m1/h,准确度2. 5级

4 湿式气体流量计 额定流量0.5 m'/h，容积5L，准确度2.5级

5 缓冲气袋 橡胶布制造，容积2-3L

6 鼓泡吸湿式水分饱和器 用有机玻璃按图2制作

7 缓冲筒 金属制，容积1L

8 吸气阀、呼气阀 用呼吸器吸气阀代替

9 接点温度计 测量范围。一100'C ,最小分度值。.1c

10 电加热器 功率300-500W，电压220V

11 红外线二氧化碳分析仪 测量范围0-10%，准确度。.1%

12 薄膜式泵 最大流量6 L/min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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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完)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和说明

13 热电偶数显温度计
镍铬热电偶，直径。.2̂ 0.5 mm,测量范围0~  1000C，最小分度值
0, 05'C

14 差压变送器和显示仪表 测量范围一2 000̂-t2 000 Pa，准确度20 Pa

15 热交换器 按图3制作

16 热磁式氧气分析仪 测量范围。̂-100%，准确度25 %

17 干燥塔 容积250 mL，内装块状无水抓化钙

18 三通 按图4制作

19 人头模型及连接管 按图5制作

20 恒温箱

内部尺寸:1.3InX1.0mX1.Om;
箱内有电加热器、温控仪器和混合风扇等.其温度控制范围为(20-

45)士2'C

6.2.2 测定条件

    防护性能测定要求的呼吸参数和操作程序如表7所示。

                                                表 7

编 号 呼吸器类型

额定防护

时 间

    m m

恒温箱温度

      ℃
劳动强度

起止时间

      m m

呼吸参数

呼吸量

L/min

呼吸频率

次/min

二氧化碳

进 入 量

  L/min

抽氧最

L/mm

1 辅助工作型
60

26士2℃

中等劳动

0- 60

28 20 1.12 1.28

0- 120

120

2
基本工作型

(无降温器)

180 特重劳动 120̂ -125 78, 30 3.30 3.54

中等劳动

125̂ -180

28 20 1. 12 1.28

0- 120

240

特重劳动 120-125 78 30 3.30 3. 54

中等劳动 125̂ -180 28 20 1.12 1. 28

特重劳动 180̂ -183 78 30 3. 30 3. 54

  日，直它烤兮书石

183̂ 240

28 20 1.12 1.28

0- 120

3
基本工作型

(有降温器)
240 40士2 ̀C

曰， -i气，JJ夕J

120- 125 78

30

3.30 3. 54特里劳动

1.12 1.28中等劳动 125-180 28

3.30 3. 54180̂ -183 78符 里 9a切

中等劳动 183- 240 28 20 1. 12 1.28

注:呼吸参数中的呼吸量、二氧化碳进入量和抽氧量，是在环境温度为20,C，标准气压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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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测定步骤

6.2.3.1 测定准备工作

    a. 按图1组装仿人呼吸装置。要求除呼吸机和呼吸器以外的气路总体积不超过200 mL，从水分

饱和器10的出口到连接用三通18这段管路用保温材料保温;

            图2 鼓泡吸湿式水分饱和器

1一进气管乡2一补水瓶;3一接点温度计;4一出气管;5一电加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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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热交换器
1一连接呼吸机接口。2一冷却水入口;3-冷却水出口。4一连接进气管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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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三通

图5 人头模型示意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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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剖视

                                        图6 连接管
                    1-压力测点。2-吸气温度测点;3-呼气温度测点;4一呼气管接口》

                              5一吸气管接口布名一热电偶;7-差压变送器接口

    b 按表7要求把呼吸参数和操作程序输人计算机，并进行调试。标定辱吸机的呼吸频率，用标准
气样标定红外线二氧化碳分析仪12和27，按使用说明书标定热磁式氧气分析仪26,差压变送器19和

热电偶温度计17:
    c 在图1吸气回路金属管21处断开，封住连接三通18的呼吸软管口，开动呼吸机按中等劳动强

度标定呼吸量v(v=表7规定的呼吸量与二氧化碳进入量差值)。调至呼气出口处温度达到37士

0. 5 0C，相对湿度达到为95%以上。调节二氧化碳进入蚤达到1. 12 L/min时，检查呼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是否达到4%士。i%。开动薄膜泵31调节抽氧量达到1. 28 L/min,
    恢复断开处连接检查气路系统正压气密(接入水柱压力计，施加1 960 Pa压力，1 min内压力下降

值应不大于98 Pa),
    d. 将呼吸器放人恒温箱，与箱外管路连接，控温在26士2'C，开动风扇，保持1 h,使箱内温度达到

平衡。

    e 呼吸器面体为口具时，按图1连接。为面罩时，取下三通18，与图5的人头模型连接。

6.2-3.2 操作步骤

    a。 将受检呼吸器，与仿人呼吸装置接好，向热交换器25通入冷却水，记录湿式气体流量计4和

23的初始读数。
    b. 开动呼吸机1，同时打开二氧化碳钢瓶2的阀门，开动薄膜泵14和31，打开呼吸器氧气瓶阀

门，记录氧气压力，按秒表计时，开始检验。
    e.检验中随时注意观察，调节二氧化碳进入量，抽氧量。每隔5 mind h,2 h呼吸器)或10 min

t3 h,4h呼吸器)记录一次吸气温度，吸气和呼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吸气中的氧气浓度，呼气阻力，吸

气阻力。当按规定操作程序改变呼吸机呼吸参数时，应同时调节二氧化碳进入量和抽氧量。

    d 当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平均二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温度，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中任1项参

数超过本标准规定时停止试验，关闭二氧化碳钢瓶2，呼吸机1，薄膜式泵14和31，关闭加热器22和恒

温箱电源，关闭热交换器25水源。记录湿式气体流量计4和23的终了读数。检查二氧化碳进入量和抽

氧量是否符合本标准规定。记录呼吸器氧气瓶压力，关闭氧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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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测定结果表述

6.2.4.1 吸气中最低氧气浓度。

6.2.4.2 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a. 吸气中最高二氧化碳浓度;

    b. 吸气中平均二氧化碳浓度。

    平均二氧化碳浓度计算公式:

。一(艺c+%c,/2) /n

式中:c— 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

      ci— 任一次记录时间实测的二氧化碳浓度;

      ‘— 在试验终了时，二氧化碳浓度;

    n— 记录次数。
6.2-4.3 吸气中最高温度。

6.2-4.4 最大的呼气阻力、吸气阻力。

6.2.4.5 防护时间。

6.3 供妞能力测定

6.3.1 仪器

    仪器与表5相同。

6.3.2 定量供氧量测定方法
    当呼吸器高压系统压力分别为20̂ 18 MPa和3̂-2 MPa时，用呼吸器检查仪(或呼吸器校验台)上

的转子流量计A，分别测出定量供氧量。

6.3.3 自动补给供氧量测定方法
    当呼吸器高压系统的压力为20̂-18 MP。和5̂-3 MPa时，启动自动补给阀，用呼吸器检查仪(或呼

吸器校验台)的流量计B，分别测出自动补给供氧量。

6.3.4 手动补给供氧量测定方法
    当呼吸器高压系统的压力分别为20-18 MPa和5-3 MPa时，启动手动补给阀，用呼吸器检查仪

(或呼吸器校验台)的流量计B，分别测出手动补给供氧量。

6.4 自动补给阀开启压力的测定方法
    把呼吸器置于水平位置，打开氧气瓶，从口具或面罩以8̂ 12 L/min流量从低压系统抽气，观察自

动补给阀开启供氧时的水柱压力计指示的负压值。

6.5 排气阁开启压力的测定方法

6.5.1 通气流量为1. 4 L/min时的开启压力的测定
    将呼吸器置于水平位置，打开氧气瓶开关向低压系统以流量为1.4士0. 1 L/min供氧，用呼吸器检

查仪(或呼吸器校验台)的水柱压力计测出开启压力值。

6.5.2 通气流量为60 L/min时的开启压力的测定
    将呼吸器置于水平位置，关闭氧气瓶开关，从口具(或面罩)向低压系统通入60 L/min的稳定气流，

用呼吸器检查仪(或呼吸器校验台)的水柱压力计测出开启压力值。

66 耐沮性试验方法
    将接好氧气瓶，无呼吸面体的呼吸器，放在一30士2℃的试验箱内16 h，取出立即放在60士3℃的试

验箱内16h，再取出放在30士2℃条件下降至室温，检查各部件是否发硬，发粘和变形，按6. 2和6. 7方

法测定气密性和防护性能。

6.了 耐冲击性试验方法
    将呼吸器包装后，固定在冲击试验台上，以加速度30 m/s',频率每分钟80̂ 120 Hz，连续冲击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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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6. 1方法测定气密性、按6.2测定防护性能和按6.3测定供氧能力。

68 佩截试验方法

6.8.1 试验地点:在救护队演习巷道(或专设训练室)内进行，环境温度为室温。

6.82 佩戴试验程序

    a.拉检力计36次，每次拉重物25 kg，高度1. 5 m;
    b. 不低头步行125 m;

    c. 在1. 1-1. 5 m矮巷室内，弯腰行走200 m;

    d. 在0. 75 m特矮巷室内，爬行100 m;

    e 在梯子间垂直攀登20 m，穿过460 mm X 460 mm方孔，上、下梯1次;

    f.从背上取下呼吸器用手托住，放在头的前方，继续保持呼吸畅通，穿过。.5m高4m长的矮洞;

    8 铺设15 m水龙带，再卷好。
    以上7个作功程序为一个周期，各种规格的呼吸器要求完成的周期数和每个周期的时间(包括休

息)如表8所示。

                                                表 8

呼吸器规格，h 周期数，个 每个周期的时间，min 总试脸时间，min

1 2

30

60

1202 4

1803 6

2404 8

6.9外观质t检查方法
    用目视方法检查呼吸器外观质量。

6.10 主要部件性能试验方法

6.10.1 氧气瓶按GB 5099规定试验。

6.10.2 压力表按GB/T 1226规定试验。

6.10.3 减压器安全阀开启压力测定方法

    逐渐提高安全阀内压力，记录安全阀开启时压力表的压力值。

6.10.4 呼气阀、吸气阀逆向漏气量测定方法

6.10.4.1 仪器

    a. 装置示意图见图7。

                                图 7

1一水柱瓶，2一转子流量计;3一三通管;4一呼气阀或吸气阀，s-湿式气体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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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水柱瓶;水.柱高度100 mm;

    c 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016̂ 0.16 m'/h,准确度2.5级;

    d 湿式气体流量计:额定流量50o L/h，容量5 L,准确度2.5级;

    二 秒表。

6.10-4.2 测定方法

    呼气阀或吸气阀逆向接到测定装置气路上.通入流量为1. 5士。.1 L/min稳定气流，使通气压力保

持98。士10 Pa,测定1 min进入湿式气体流量计的漏气量。
6.10.5 呼气阀、吸气阀通气阻力测定方法

6.10.5， 仪器

    a‘ 测定装置示意图见图8。

                                                  图 8

                        1一水柱压力计;2一转子流量计;3一三通;4一呼气闷或吸气阀

    b 微差压力计，测量范围。̂-1 200 Pa，分度值10 Pa;
    c 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0. 4-4 m'/h,精度2.5级。

6.10-5.2 测定方法

    向呼气阀或吸气阀通入流量30̂-31 L/min稳定气流，记录微差压力计的指示值，减去测定装置空

白阻力即为通气阻力。

6.10.6 面罩按GB 2890规定检查。

6.10.7 清净罐的试验

6.10.3.1 清净翻的气密性试验方法

    将清净罐出气口密封，从进气口充气，压力表的压力达到10 kPa后，把罐体浸人水中，观察有无气

泡冒出。

6.107.2 清净罐阻力的测定

    测定装置示意图同图8。将清净罐换接到4上，通入(30士1) L/min的稳定气流，观察微差压力计指

示值，减去测定装置空白阻力即为清净罐阻力.

6.10.8 气囊的试验
6.10.8.， 气囊热水浸泡和气密性试验

    将气囊堵住进气、出气口，在65士5℃的热水中浸泡6h，取出擦干，观察粘接缝是否开胶。从一个通

气口通人气体使其内部表压达到980 Pa，把气囊浸入水中观察有无漏气。

6.10. 8. 2 气囊有效容积测定方法

    将呼吸器置于水平位置，堵住定量供气孔，向气囊内通气，到排气阀开始排气时停止通气，用抽气装

置从气囊中抽气，到自动补给阀开启止，用湿式气体流量计测量抽出气体体积。

6.10. 9 呼吸软管伸长率和气密测定方法

    把呼吸软管一端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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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5 min
后测量其长度为b，伸长率为((b-a)/aX 1000x;测定中目测是否断裂。在经拉伸试验后的呼吸软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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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1. 5 kPa压力，检查是否漏气。
6.10.10 排唾液盒气密性试验方法

    按6.10.8.1方法进行。

6.10.11水分吸收器气密性试验方法

    按6.10.8.1方法进行。
6.10.12 降温器气密性试验方法

    按。10.8.1方法进行。
6.10.13 哨子声级强度测定方法

    用声级计在距哨子lm处测定。

6.10.14 防烟眼镜的试验

6.10.14.1 防烟眼镜与面部配合气密性试验方法

    试验人员佩戴好呼吸器，夹好鼻夹，戴上防烟眼镜，用浸有氨水的毛巾包裹在眼镜密封罩周围，头部

上下左右活动3 min，眼睛是否感到有刺激。

6.10-14.2 防烟眼镜镜片内是否上雾试验方法

    在进行6.8.2佩戴试验时，检查镜片是否上雾。

6.10.14.3 防烟眼镜的视野测定方法

    按GB/T 2891的规定进行测定。

6.10.15 氧气质量测定方法

    按GB 8982规定进行测定。
6.10.16 二氧化碳吸收剂检验

    按MT 454规定进行试验。

7.1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产品由制造厂质盈检验部门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方准出厂。

1.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9.

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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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序 号 技术要求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序号 技术要求条款 出厂位验 型式检验

1 5。3.1 了 O 一 5.13.2 X O

飞2 5。3。2 侧 O 一 5。13.3 X 0

3 5.4.1 O { 5.13.4.1 了 O

4 5.4.2 O 一 5。13.4.2 侧 0

5 5.4 3 O 24 5。13.5.3 侧 O

6 5.4.4 O 1 5.13。6。1 丫 O

7 5。4。5 O 一26 5.13.6 2 X O

8 5.5.1 丫 O } 5。13.7.1 X .

9 5。5.2 了 O 一 5.13.7.2 X .

10 5.5.3 丫 O 一 5。13.8 X .

ll 5.6 丫 O { 5。13.9 侧 .

l2 5.7.1 X △ 一 5。13。10 甲 .

13 5 7.2 X △ } 5.13.11 了 .

14 5.8 ☆ 一} 5.13 12 丫 .

15 5。9 O 一 5.13.131 .

孟6 5.10 ☆ }35 5。13 13。2 ☆

飞7 5.11 丫 △ 】 5.13.14 丫

l8 5。12 侧 . 一 5.13。15 X

19 5.13.1 X 1
    注:侧一全检项目;

        一 一不检项目，

        X一抽检项目，

        0一关键项目;

        △一重要项目;

        .一一般项目;

        ☆一新产品，老产品改进.转厂生产.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的鉴定;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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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1次;

    d. 产品停产1年以上，再次恢复生产时;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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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9,

7.2.3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GB/T 10111方法抽样，抽样基数不少于30台，抽样至少3台。

7.3 判定规则

7.3.1对样品检验结果，如其中关键项目一项不合格，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重要项目有一台不合格，

应加倍抽样复检，仍有1台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有2台不合格，不能复检，判该批产品为

不合格。

7.3.2 与呼吸器本体可以分离的哨子、压力表、防烟眼镜、面罩、氢氧化钙等如出现不合格品，则判该部

件本身不合格，经更换部件检验合格后，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7.3.3 对部件的判定规则同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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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铭牌应包括以下项目:

    a.产品型号和名称;

    b. 产品出厂编号;

    c. 生产许可证号;

    d.安全标志编号;
    e. 制造日期(年、月);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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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Pa氧气。

8.2.2包装箱可用木板或瓦楞纸板制作，应有足够强度。箱内应有防潮、防振等材料。产品在箱内安放

牢固。

8.2.3 包装箱内应附有下列文件和附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和氧气瓶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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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标志，内容应包括:

    a. 制造厂名称;

    b 产品型号、名称和数量;
    c. 外形尺寸和毛重，

    d. 出厂日期(年、月);

    e. 包装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8.3 贮存

    呼吸器应贮存在通风良好的库房内，距热源不得少于1m，室内温度5̂ 400C，不得有腐蚀性气体和

蒸汽，与油类等可燃物应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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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隔绝式粗气呼吸器的结构和材料要求

              (补充件)

结构要求

呼吸器外形不得有向外凸出部分和棱角。

呼吸器从身上取下时，口具或面罩仍连通呼吸道。

呼吸器的结构要求简单、紧凑、结实。

氧气瓶布置合理，固定牢固，不影响减压器等部件拆装、更换。

呼吸器外壳应有足够强度;固定在外壳上的零件应牢固;护板与外壳连接的挂钩和扣鼻锁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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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可靠，扣合松紧适度，开扣灵活。

Al. 6背带应能承受不小于490 N的拉力且变形很小;背带上的肩垫应选用耐磨柔软阻燃材料。

Al. 7 背负垫应适合人背部外形，应保证背负时舒适。

Al.8 气囊和呼吸软管装配应安放平整，不得弯折、扭曲。

Al. 9 用手就能把氧气瓶同呼吸器进气接头气密地、可靠地连接。
Al. 10 氧气瓶阀门关闭后应保证不被碰开;阀门从关闭到全部开启手轮至少应转2圈;正常使用阀门

不需要全部打开。

Al. 11 必须有切断压力表的开关，要求用手能方便地启闭，并应气密。
Al. 12 自动补给阀动作应灵敏可靠，不得滞后。

Al. 13 呼气阀和吸气阀结构，应保证呼吸器阀片处于任何状态动作必须可靠。
Al. 14 清净罐内部结构应保证二氧化碳吸收剂充填实，不松动，不偏斜，应能防止二氧化碳吸收剂粉

尘漏出，便于清洗。

Al. 15排气阀的排气压力，应能调节并锁紧。
Al. 16 排唾液盒和连接管应有足够强度，受到磕碰应不变形，不漏气;应有足够的存液容积;应能有效

地排出唾液;排液时外部气体应不漏人。

A2 材料要求

A2.，金属材料
    所有金属件应采用耐腐蚀或经耐腐处理的材料;所采用金属材料应符合煤矿井下有关安全规定。

A2.2 橡胶材料

A2.2-1所有橡胶件在室温下存放3年，应不粘、不沾、不裂、不变形，应保持原有的性能。
A2.2-2 排气球应选用耐屈挠、耐老化、弹性好的橡胶材料制作，在正常情况下应能保证使用2年，不

开裂。

A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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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味和无刺激。

A3 塑料材料

A3.1 所有塑料零部件在常室温下存放5年，应不变形、不龟裂，应保持原有的性能。

A3. 2 用塑料作护板、外壳、背带等，应有足够强度，其表面电阻应小于1x1090。表面电阻值按

GB/T 1410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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