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３４０．５０
犆７３
备案号：２５４６６—２０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

犃犙６１０５—２００８

足部防护　矿工安全靴

犉狅狅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犛犪犳犲狋狔犫狅狅狋犳狅狉犿犻狀犲狉狊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发布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实施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 布



书书书

犃犙６１０５—２００８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行 业 标 准

足部防护　矿工安全靴

ＡＱ６１０５—２００８



煤炭工业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３５号　１０００２９）

网址：ｗｗｗ．ｃｃｉｐｈ．ｃｏｍ．ｃｎ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开本 ８８０ｍｍ×１２３０ｍｍ １／１６　印张 １３／８

字数 ２６ 千字　　印数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版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１５　５０２０·３８３

社内编号 ６０５５　　定价 １６．００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书书书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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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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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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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技术要求 １…………………………………………………………………………………………………

４　测试方法 ６…………………………………………………………………………………………………

５　检验规则 ８…………………………………………………………………………………………………

６　标志和信息 ９………………………………………………………………………………………………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　非金属保护包头经过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后抗冲击性的测定 １０………………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非金属防刺穿垫经过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后抗刺穿性的测定 １３………………

Ⅰ

犃犙６１０５—２００８



前　　言

　　本标准的３．２、３．３、３．４、３．８、３．９、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４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参考了ＩＳＯ２０３４５：２００４《个体防护装备———安全鞋》、ＩＳＯ４６４３：１９９２《模压塑料

鞋———有衬里或无衬里聚氯乙烯工业靴》、ＩＳＯ２０２３：１９９４《橡胶鞋———有衬里工业靴》、ＱＢ／Ｔ２５９１—

２００３《抗菌塑料　抗菌性能试验方法和抗菌效果》等相关指标，测试方法分别与这些标准的相应规定

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１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武汉）、江苏省金湖县国祥工贸有限公司、

国家安全生产徐州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程钧、朱国侯、刘宏斌、许彪、竺宏峰、叶晓森、陶谦。

Ⅱ

犃犙６１０５—２００８



足部防护　矿工安全靴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工安全靴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矿工穿用的、保护矿工足腿部免遭作业区域危害的全橡胶和全聚合材料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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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２８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５２８—１９９８，ＩＳＯ３７：１９９４，

ＥＱＶ）

ＧＢ／Ｔ２４１１　塑料邵氏硬度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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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５１２—２００１，ＩＳＯ１８８：

１９９８，ＥＱＶ）

ＧＢ／Ｔ５７２３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试验用试样和制品尺寸的测定（ＧＢ／Ｔ５７２３—１９９３，

ＩＳＯ４６４８：１９９１，ＥＱＶ）

ＧＢ／Ｔ９８６７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９８６７—１９８８，ＩＳＯ４６４９：１９８５，ＮＥＱ）

ＧＢ２０２６５　耐化学品的工业用模压塑料靴

ＧＢ２０２６６　耐化学品的工业用橡胶靴

ＧＢ／Ｔ２０９９１　个体防护装备　鞋的测试方法（ＧＢ／Ｔ２０９９１—２００７，ＩＳＯ２０３４４：２００４，ＭＯＤ）

ＱＢ／Ｔ２５９１　抗菌塑料　抗菌性能试验方法和抗菌效果

ＦＺ／Ｔ７３０２３　抗菌针织品

３　技术要求

３．１　设计

３．１．１　式样

靴应符合图１给出的式样之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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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能适合穿着者的各种延长部分；

Ｂ———高腰靴；

Ｃ———半筒靴；

Ｄ———高筒靴；

Ｅ———长靴。

注：式样Ｅ是在高筒靴（Ｄ型）上装一种薄的、能延长帮面的不渗水材料，且该材料能裁剪以适合穿着者。

图１　靴的式样

３．１．２　反光带

在靴口的明显部位应有一圈宽度不小于５ｍｍ的反光带。

３．１．３　靴帮厚度

按照４．１方法测试，靴帮任何一处厚度应符合表１要求。

表１　靴帮厚度 单位为毫米

材料种类 厚　　度

橡胶 ≥１．５０

聚合材料 ≥１．００

３．１．４　靴帮高度

按照４．２方法测试，靴帮高度应符合表２要求。

表２　靴帮高度 单位为毫米

靴　　号
高　　度

式样Ｂ 式样Ｃ 式样Ｄ

≤２２５ ≥１０３ ≥１６２ ≥２５５

２３０～２４０ ≥１０５ ≥１６５ ≥２６０

２４５～２５０ ≥１０９ ≥１７２ ≥２７０

２５５～２６５ ≥１１３ ≥１７８ ≥２８０

２７０～２８０ ≥１１７ ≥１８５ ≥２９０

≥２８５ ≥１２１ ≥１９２ ≥３００

３．１．５　外底

除保护包头卷边下方区域外，至少图２所示的阴影部分应有向侧边开口的花纹。

按照４．３方法测量，厚度犱１ 不应小于３ｍｍ，厚度犱３ 不应小于６ｍｍ，花纹高度犱２ 不应小于４ｍ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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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防滑区域

３．２　拉伸性能

按照４．４方法测试，拉伸性能应符合表３要求。

表３　拉伸性能

部　件 材料种类 拉伸强度／（Ｎ·ｍｍ－２）
１００％定伸应力／

（Ｎ·ｍｍ－２）
扯断伸长率／％

靴帮
橡胶 ≥１３．０ — ≥４５０

聚合材料 — １．３～４．６ ≥２５０

靴底
橡胶 ≥９．８ — ≥３５０

聚合材料 — ２．１～５．０ ≥３００

３．３　耐磨性

按照４．５方法测试，相对体积磨耗量不应大于２５０ｍｍ３。

３．４　耐折性

按照４．６方法测试，靴帮应无裂纹产生，靴底割口增长不应大于４ｍｍ。

３．５　水解

全聚氨酯靴按照４．７方法测试，靴帮应无裂纹产生，靴底割口增长不应大于６ｍｍ。

３．６　挥发性

全聚合材料靴按照４．８方法测试，平均质量损失不应大于２．０％。

３．７　老化性

全橡胶靴按照４．９方法测试，拉伸强度的变化应为±２０％，扯断伸长率的变化应为－３０％～

＋１０％。

３．８　耐油性

按照４．１０方法测试，体积增大不应大于１２％。

如果试样体积收缩大于０．５％，或者硬度增加大于１０个邵尔Ａ单位，则按照４．１０方法进一步取样

和测试，割口增长不应大于６ｍｍ。

３．９　防漏性

按照４．１１方法测试，应没有空气泄漏。

３．１０　足趾保护

３．１０．１　一般要求

在不损坏靴的情况下，装入靴内的保护包头应不能移动。

３．１０．２　保护包头内部长度

按照４．１２方法测量，保护包头内部长度应符合表４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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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保护包头内部长度 单位为毫米

靴　　号 内　部　长　度

≤２２５ ≥３４

２３０～２４０ ≥３６

２４５～２５０ ≥３８

２５５～２６５ ≥３９

２７０～２８０ ≥４０

≥２８５ ≥４２

３．１０．３　抗冲击性

按照４．１３方法测试，保护包头内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５要求。此外，在保护包头的测试轴线上不

应产生任何贯穿材料的裂缝，即光线能透过裂缝。

表５　抗冲击或耐压力后保护包头内的最小间距 单位为毫米

靴　　号 最　小　间　距

≤２２５ ≥１２．５

２３０～２４０ ≥１３．０

２４５～２５０ ≥１３．５

２５５～２６５ ≥１４．０

２７０～２８０ ≥１４．５

≥２８５ ≥１５．０

３．１０．４　耐压力性

按照４．１４方法测试，保护包头内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５要求。

３．１０．５　金属保护包头耐腐蚀性

按照４．１５方法测试，金属保护包头腐蚀区域不应超过５处，且每处面积不应大于２．５ｍｍ２。

３．１０．６　非金属保护包头抗冲击性

按照４．１６方法测试，保护包头内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６要求。

表６　冲击后非金属保护包头内的最小间距 单位为毫米

包　头　号 最　小　间　距

≤５ ≥１９．５

６ ≥２０．０

７ ≥２０．５

８ ≥２１．０

９ ≥２１．５

≥１０ ≥２２．０

３．１１　抗刺穿性

３．１１．１　刺穿力

按照４．１７方法测试，穿透靴底所需的力不应小于１１００Ｎ。

３．１１．２　结构

防刺穿垫应装在靴底中，在不损坏靴的情况下应不能移动垫。防刺穿垫不应位于保护包头卷边上

方，也不应与之接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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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３　防刺穿垫尺寸符合性

按照４．１８方法测量防刺穿垫尺寸符合性，在后跟区域外，代表楦底边缘的曲线和防刺穿垫边缘之

间的最大距离（犡）应为６．５ｍｍ。在后跟区域内，代表楦底边缘的曲线和垫之间的最大距离（犢）应为

１７ｍｍ。

将防刺穿垫固定于靴底的最大直径为３ｍｍ 的开孔不应超过３个；孔不应位于阴影区域１中

（图３）；阴影区域２中的孔应忽略（图３）。

　　１———楦底边缘留下的曲线；

２———防刺穿垫可选择的形状；

３———防刺穿垫；

４———鞋座区域；

５———阴影区域１；

６———阴影区域２；

犔———鞋底内部长度。

图３　防刺穿垫的位置

３．１１．４　防刺穿垫耐折性

按照４．１９方法测试，不应出现看得见的裂缝痕迹。

３．１１．５　金属防刺穿垫耐腐蚀性

按照４．１５方法测试，金属防刺穿垫的腐蚀区域不应超过５处，每处面积不应大于２．５ｍｍ２。

３．１１．６　非金属防刺穿垫抗刺穿性

按照４．２０方法测试，穿透防刺穿垫所需的力不应小于１１００Ｎ。

３．１２　防静电性

按照４．２１方法测量，在干燥和潮湿环境中调节后，电阻值应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ｋΩ和小于或等于

１０００ＭΩ。

３．１３　耐化学品腐蚀性

３．１３．１　全橡胶靴

按照４．２２．１方法测试，浸泡后测试结果与未浸泡测试结果相比较应符合下述要求：

ａ）　拉伸强度的降低不应大于１５％；

ｂ）　扯断伸长率的变化应为±２０％；

ｃ）　质量变化应为±２％；

ｄ）　硬度变化应为±１０ＩＲＨＤ。

３．１３．２　全聚合材料靴

按照４．２２．２方法测试，每个试样均应符合下述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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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质量变化不应大于±２％；

ｂ）　硬度变化应为±１０ＩＲＨＤ；

ｃ）　靴帮试样连续屈挠后，应无裂纹产生；

ｄ）　靴底试样连续屈挠后，割口增长不应大于６ｍｍ。

３．１４　靴抗菌性

按照４．２３方法测试，抗细菌率不应小于９０％，长霉等级至少应为１级。

３．１５　靴垫

如果靴提供了可移动靴垫，则应符合下述要求。

３．１５．１　吸水性和水解吸性

按照４．２４方法测试，吸水性不应小于７０ｍｇ／ｃｍ
２，水解吸性不应小于水吸收的８０％。

３．１５．２　靴垫抗菌性

按照４．２５方法测试，抗菌级别应为ＡＡ级。

４　测试方法

４．１　靴帮厚度测定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按照ＧＢ／Ｔ５７２３的方法进行测试，采用测足直径１０ｍｍ和

压力１Ｎ的厚度计测量。鞋帮厚度应包括任何有关联的织物层。

４．２　靴帮高度测定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整靴作为试样。测量靴底内表面（即后跟腹部 Ｈｂ 和后跟后部

Ｂｈ之间）上最低点和帮上最高点的垂直距离（图４）。

　　１———靴帮；

２———靴底内表面；

３———靴底；

４———靴底内表面上最低点；

５———靴帮高度。

图４　鞋帮高度的测量

４．３　外底厚度测定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在对应图２的阴影区域的踏地处切开靴底后，用０．１ｍｍ刻

度的合适仪器测量图５所示尺寸。

６

犃犙６１０５—２００８



图５　外底厚度的测量

４．４　拉伸性能测试

按照ＧＢ／Ｔ５２８的方法，从靴的相应部件裁取１型哑铃状试样进行测试。测试方向应与靴底长度

方向一致或顺靴帮向上的方向，应小心地除去靴帮试样的衬里。

４．５　外底耐磨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按照ＧＢ／Ｔ９８６７的方法（在４０ｍ磨损行程中有一个１０Ｎ的

垂直作用力），每只靴上取一个试样进行测试。试样可取自靴底的任何地方。

４．６　耐折性测试

４．６．１　靴帮耐折性

橡胶靴帮按照ＧＢ２０９９１中６．５．１的方法进行测试。

聚合材料靴按照ＧＢ２０９９１中６．５．２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６．２　靴底耐折性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８．４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７　水解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靴帮按照ＧＢ２０９９１中６．１０的方法测试，靴底按照ＧＢ２０９９１

中８．５的方法测试，每只靴上切取靴帮试样和靴底试样各一个。

４．８　挥发性测试

按照ＧＢ２０２６５中４．３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９　老化性测试

靴帮和靴底分别按照ＧＢ／Ｔ３５１２的方法，采用哑铃状试样，在（７０±２）℃下老化处理１６８ｈ，再按照

ＧＢ／Ｔ５２８规定的方法分别测试靴帮和靴底拉伸性能的变化。

４．１０　耐油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只，从每只靴上制备规定试样各一个，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８．６．１

的方法进行测试。如果体积收缩超过０．５％，或者按ＧＢ／Ｔ２４１１方法测定的硬度增加超过１０个邵尔Ａ

单位，则应按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８．６．２．２和８．６．２．３进一步测试。

４．１１　防漏性测试

取两只靴作为试样，将试样顶部密封，通过适当的连接，输入压缩空气，然后将试样浸入水槽中，水

位至试样顶部边缘，持续施加（１０±１）ｋＰａ的内部压力３０ｓ。观察测试期间是否有连续气泡产生，以指

示空气泄漏与否。

４．１２　保护包头内部长度测定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小心地取出保护包头并除去贴在上面的所有其他物质，或用

新的相同的保护包头代替，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３的方法进行测量。

４．１３　抗冲击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４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１４　耐压力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５的方法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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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金属保护包头或金属防刺穿垫耐腐蚀性测试

取两只靴，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６．１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１６　非金属保护包头抗冲击性测试

非金属保护包头经过附录Ａ中Ａ．１的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后，再按附录Ａ中Ａ．２方法测试，保护

包头内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７要求。

４．１７　刺穿力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８．２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１８　防刺穿垫尺寸符合性测定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８．１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１９　防刺穿垫耐折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９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２０　非金属防刺穿垫抗刺穿性

非金属防刺穿垫经过附录Ｂ中Ｂ．１的温度和化学处理后，再按照附录Ｂ中Ｂ．２方法测试。

４．２１　防静电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一双，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１０的方法进行测量。

４．２２　耐化学品腐蚀性测试

４．２２．１　全橡胶靴

按照ＧＢ２０２６６中４．４的方法测试。

４．２２．２　全聚合材料靴

按照ＧＢ２０２６５中４．５的方法测试。

４．２３　靴抗菌性测试

按照ＱＢ／Ｔ２５９１中附录Ａ、附录Ｂ规定的方法，从靴帮和靴底分别取样，在其内侧进行抗菌测试，

分别测试靴帮和靴底的抗细菌率和长霉等级。

４．２４　吸水性和水解吸性测试

从最大、最小和中间号靴中各取出一只垫，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７．２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２５　靴垫抗菌性测试

按照ＦＺ７３０２３中规定的ＡＡ级要求进行耐水洗和测试。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出厂检验

ａ）　出厂检验由制造商的质量检验部门逐批进行；

ｂ）　以被检产品批量为一批，从中进行抽样检验，可只抽检一个靴号的产品；

ｃ）　选择设计、拉伸性能、耐磨性、耐折性、耐化学品腐蚀性、水解或挥发性或老化性中的３项进行

抽样检验，若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为不合格品；

ｄ）　对耐油性、防漏性、足趾保护、抗刺穿性、防静电性、抗菌性进行抽样检验，有一项不合格，则判

定该批为不合格品。

５．２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按标准规定对产品进行全项目的检验。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

ｄ）　产品停产六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ｅ）　当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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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包括靴的最大、最小和中间号，每号样品数至少为４双，以满足测试项目要求为

原则。

６　标志和信息

６．１　产品

产品上至少应有以下标志：

ａ）　制造商的识别标志；

ｂ）　靴号；

ｃ）　本标准号和年号；

ｄ）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６．２　包装

在最小销售包装内及最小销售包装上，应用清晰的中文提供或以持久方式标注以下信息：

ａ）　产品名称、商标或其他可辨别制造商或供货商的标注；

ｂ）　靴号和式样；

ｃ）　本标准号和年号；

ｄ）　生产日期（至少为年月）或生产批号；

ｅ）　适用范围和限制；

ｆ）　使用说明；

ｇ）　产品合格证；

ｈ）　运输和储存要求；

ｉ）　储存期（至少为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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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非金属保护包头经过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后抗冲击性的测定

犃．１　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

犃．１．１　高温处理

取一只保护包头，将精度为±０．５℃的热电偶粘在保护包头上表面，再将保护包头放入温度（６０±

２）℃烘箱中，４ｈ后取出，冷却至（４０±２）℃，立即按照Ａ．２方法测试。

犃．１．２　低温处理

取一只保护包头，将精度为±０．５℃的热电偶粘在保护包头上表面，再将保护包头放入温度

（－２０±２）℃低温箱中，４ｈ后取出，温度达到（－１±１）℃时，立即按照Ａ．２方法测试。

犃．１．３　酸处理

将一只保护包头完全浸入浓度为１ｍｏｌ／Ｌ的硫酸溶液中，在（２０±２）℃放置，２４ｈ后取出保护包

头，用流水洗净酸液，然后在（２０±２）℃存放２４ｈ，再按照Ａ．２方法测试。

犃．１．４　碱处理

将一只保护包头完全浸入浓度为１ｍｏｌ／Ｌ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２０±２）℃放置，２４ｈ后取出保护

包头，用流水洗净碱液，然后在（２０±２）℃存放２４ｈ，再按照Ａ．２方法测试。

犃．１．５　油处理

将一只保护包头完全浸入２，２，４三甲基戊烷（异辛烷）试液中，在（２０±２）℃放置，２４ｈ后取出保护

包头，用流水洗净试液，在（２０±２）℃存放２４ｈ，再按照Ａ．２方法测试。

犃．２　抗冲击性的测定

犃．２．１　装置

犃．２．１．１　冲击测试仪

同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４．１．１。

犃．２．１．２　夹持装置

由厚度至少１９ｍｍ、面积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硬度至少６０ＨＲＣ的钢板组成。有一个能夹住保护包

头的装置，冲击测试时不会限制保护包头的任何侧向扩展，合适的夹持装置见图Ａ．１。

保护包头前端用叉状夹具控制，依据保护包头的尺寸大小，在四个螺纹孔之一插入螺钉以固定叉状

夹具。保护包头后边缘用圆角板固定，圆角板用螺钉固定在滑轨上。圆角板压于保护包头后端的卷边

上，将保护包头紧靠着叉状夹具。滑轨支在弹簧上，当保护包头受到冲击锤打击时，滑轨可以沿轴线弹

回。更换保护包头时，应松开夹持柄，缩回圆角板。

犃．２．１．３　圆柱体

直径（２５±２）ｍｍ的雕塑黏土。用于不大于５号的保护包头时，高度为（２５±２）ｍｍ；用于大于５号

的保护包头时，高度为（３０±２）ｍｍ。

犃．２．１．４　千分表

带有半径（３．０±０．２）ｍｍ的半球形测足和一个平坦的底座，施力不超过２５０ｍＮ。

犃．２．２　步骤

按照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３．２方法确定测试轴线。

用夹持装置（Ａ．２．１．２）固定试样，并调节使冲击锤能冲击到保护包头的前部和后部。将圆柱体

（Ａ．２．１．３）放入保护包头内，圆柱体中心位于测试轴线上，圆柱体后边缘与保护包头后边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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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２）。使冲击锤从适当高度落至测试轴线上，达到（２００±４）Ｊ的冲击能量。

在保护包头后边缘压痕的１０ｍｍ范围内，用千分表（Ａ．２．１．４）测量圆柱体受压后的最低高度，精

确到０．５ｍｍ。此高度即冲击后的间距。

　　１———叉状夹具；

２———保护包头；

３———圆角板；

４———弹簧；

５———夹持柄。

图犃．１　夹持装置（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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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圆柱体；

２———测试轴线。

图犃．２　冲击时圆柱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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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非金属防刺穿垫经过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后抗刺穿性的测定

犅．１　温度处理和化学处理

犅．１．１　高温处理

取一只防刺穿垫，将精度为±０．５℃的热电偶粘在垫的表面，再将垫放入温度（６０±２）℃烘箱中，

４ｈ后取出，冷却至（４０±２）℃，立即按照Ｂ．２方法测试。

犅．１．２　低温处理

取一只防刺穿垫，将精度为±０．５℃的热电偶粘在垫的表面，再垫放入温度（－２０±２）℃低温箱中，

４ｈ后取出，温度达到（－１±１）℃时，立即按照Ｂ．２方法测试。

犅．１．３　酸处理

将一只防刺穿垫完全浸入浓度为１ｍｏｌ／Ｌ的硫酸溶液中，在（２０±２）℃放置，２４ｈ后取出垫，用流

水洗净酸液，然后在（２０±２）℃中存放２４ｈ，再按照Ｂ．２方法测试。

犅．１．４　碱处理

将一只防刺穿垫完全浸入浓度为１ｍｏｌ／Ｌ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２０±２）℃放置，２４ｈ后取出垫，

用流水洗净碱液，然后在（２０±２）℃存放２４ｈ，再按照Ｂ．２方法测试。

犅．１．５　油处理

将一只防刺穿垫完全浸入２，２，４三甲基戊烷（异辛烷）试液中，在（２０±２）℃放置，２４ｈ后取出垫，

用流水洗净试液，在（２０±２）℃存放２４ｈ，再按照Ｂ．２方法测试。

犅．２　抗刺穿性的测定

犅．２．１　装置

犅．２．１．１　测试设备

能测量的压力至少为２０００Ｎ。

犅．２．１．１．１　测试钉

同ＧＢ／Ｔ２０９９１中５．８．２．１．２。

犅．２．１．１．２　夹持装置

由一个在适当的位置夹住试样并引导测试钉的夹具组成（图Ｂ．１）。测试钉安装在直径２４．８＋０．００－０．０５ ｍｍ

的实心金属圆柱里，试样夹在两平板间，板上有直径（２５．００±０．０５）ｍｍ的圆孔。一个夹板装有内直径为

（２５．００±０．０５）ｍｍ的圆柱形套环，圆柱在套环中滑行，使测试钉前端顶住试样中心。

犅．２．１．２　步骤

按图Ｂ．１所示，在两板之间夹住试样，再将装置放入测试设备。开动设备，使测试钉以（１０±３）ｍｍ／

ｍｉｎ速度穿透试样，记录防刺穿垫穿透所需的最大力，单位为Ｎ。不应让测试钉的整个长度穿透试样。

测试分别在防刺穿垫的４个不同点处进行，任何两个穿透点之间应至少相距３０ｍｍ。

犅．２．１．３　结果表示

取每只垫四次测量的最小值作为该垫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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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测试钉；

２———试样。

图犅．１　夹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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