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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氧自救器初期生氧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氧自救器初期生氧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氧自救器用的氯酸盐热分解式初期生氧器、酸瓶起动药剂式初期生氧器、压缩氧

小气瓶式初期生氧器等（以下简称初期生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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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Ｊ８７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ＧＢ７２３０—８７　气体检测管装置

ＧＢ／Ｔ１０１１１　利用随机数骰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

ＭＴ６２　煤矿许用电雷管瓦斯安全性测定方法和判定规则

ＭＴ１３７．１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一氧化碳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ＭＴ２７４　二氧化碳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ＭＴ２７９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氮氧化物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ＭＴ４２５—１９９５　隔绝式化学氧自救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初期生氧器　狊狋犪狉狋犲狉

化学氧自救器为佩带者初期供氧的产品。

３．２

供氧时间　狅狓狔犵犲狀狊狌狆狆犾狔狋犻犿犲

初期生氧器起动后能够有效为佩带者进行初期供氧的时间。

３．３

总供氧量　狋狅狋犪犾狅狓狔犵犲狀狊狌狆狆犾狔犮狅狀狋犲狀狋

初期生氧器起动后能够有效为佩带者提供氧气的总量。

３．４

外壳温度　狊犺犲犾犾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初期生氧器起动后，外壳表面的最高温度。

３．５

起动力　狋犺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狅犳狊狋犪狉狋犻狀犵

正常起动初期生氧器时所需要的力。

３．６

引发率　狊狅犾犻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

引发初期生氧器的比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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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热稳定性　犺犲犪狋犻狀犵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单位时间内初期生氧器在高温下不自行放氧、不起动的性能。

３．８

安全性　狊犲犮狌狉犻狋狔

初期生氧器不自行起动，起动时不发出明火、不引燃（爆）瓦斯的性能。

３．９

闪火　犳犾犪狊犺犳犻狉犲

引发初期生氧器时，出气口或击发触点处出现火花的现象。

４　分类

化学氧自救器初期生氧器按原理和起动方式分为打火帽式、压电陶瓷式、酸瓶起动药剂式和压缩氧

小气瓶式。

５　要求

５．１　一般性要求

５．１．１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文件制造。

５．１．２　制造初期生氧器的材料应采用难燃材料（较高的氧指数）并具有很好的抗酸碱性。

５．１．３　机械撞击结构的撞击零件的制造材料应采用铜或不锈钢 （避免产生高能火花）。

５．１．４　外置型机械撞击“火帽”起动结构，应有对“火帽”采取的隔离保护结构，防止“火帽”在起动时被

意外击穿。

５．１．５　外置型机械撞击“压电陶瓷”起动结构，应采取适当结构防止放电火花外泄。

５．１．６　外置型初期生氧器的氧气出口与生氧罐的氧气入口的连接零件应采用金属材料或难燃材料制造。

５．１．７　采用压缩氧小气瓶供氧时，应保证开关有效，避免失灵、漏气。

５．１．８　内置型酸瓶起动药剂式初期生氧器，应保证粘接胶在有效期范围内，避免酸瓶脱落，初期生氧器

失灵、漏气。

５．２　供氧时间

温度（２０±２）℃、气压（１０１．３±１．３４）ｋＰａ时，初期生氧器供氧时间应大于３５ｓ，且小于８０ｓ。

５．３　总供氧量

温度（２０±２）℃、气压（１０１．３±１．３４）ｋＰａ时，初期生氧器总供氧量应大于４Ｌ。

５．４　外壳温度

温度（２０±２）℃、气压（１０１．３±１．３４）ｋＰａ时，初期生氧器外壳温度应低于２５０℃。

５．５　有害气体含量［温度（２０±２）℃、气压（１０１．３±１．３４）犽犘犪］

５．５．１　初期生氧器供氧时一氧化碳含量应不大于８０×１０
－６。

５．５．２　初期生氧器供氧时二氧化碳含量应不大于０．２％（Ｖｏｌ／Ｖｏｌ）。

５．５．３　初期生氧器供氧时氮氧化物含量（以ＮＯ２ 计）应不大于３×１０
－６。

５．５．４　初期生氧器供氧时氯气含量应不大于２×１０
－６。

５．６　起动力

正常起动初期生氧器时起动力，应大于２０Ｎ，且小于６０Ｎ。

５．７　引发率

引发初期生氧器的比例应为１００％。

５．８　抗跌落性能

将初期生氧器装入配套的化学氧自救器中，进行跌落试验后，初期生氧器整体结构应保持完好，初

期生氧器不自行起动放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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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抗滚动冲击性

将初期生氧器装入配套的化学氧自救器中，经滚动冲击试验后，初期生氧器整体结构应保持完好，

初期生氧器不自行起动放氧。

５．１０　热稳定性

初期生氧器经热稳定性试验，不自行放氧，冷却至室温，引发后应符合本标准５．２和５．４。

５．１１　耐低温性能

初期生氧器经过低温试验，引发后应符合本标准５．２。

５．１２　安全性

５．１２．１　初期生氧器引发时，出气口和击发触点处，应不出现闪火。

５．１２．２　初期生氧器进行瓦斯安全性试验时，不应引燃（爆）瓦斯。

５．１３　噪声

引发初期生氧器的噪声应不大于７５ｄＢ（Ａ）

５．１４　整体密封性

装配好的初期生氧器的壳体和各连接处在１ｋＰａ（１００ｍｍ水柱）压力下，１ｍｉｎ内压力下降数值应

不大于３０Ｐａ。

５．１５　外观和有效期

初期生氧器外观应光滑完整，不缺配件，无锈迹、划痕、尖锐棱角、毛刺等。

初期生氧器有效期，自出厂之日起为５．５年。

６　试验方法

型式试验除本标准５．１２条和５．１５条外，其余各项都在做完抗跌落性能和抗滚动冲击性能之后

试验。

６．１　供氧时间、总供氧量、外壳温度的测定

６．１．１　仪器、设备

ａ）　湿式气体流量计：额定流量０．５ｍ
３／ｈ；

ｂ）　秒表；

ｃ）　热电偶：测温范围应不小于（０～３５０）℃，误差应不大于±１．５℃，响应时间应不大于０．５ｓ；

ｄ）　高温计：测量范围应不小于（０～３５０）℃，误差应不大于±１．５℃，响应时间应不大于０．５ｓ；

ｅ）　专用固定架。

６．１．２　测定步骤

测定装置如图１所示。

　　１———专用固定架；

２———初期生氧器；

３———湿式气体流量计；

４———热电偶高温计。

图１　测定装置示意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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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释放初期生氧器击发机构，同时按秒表计时，供氧停止时记录下总供氧量和时间。与此同时记

录热电偶高温计指示的最高值，测量外壳温度时热电偶要放在预计的最高温度处并适当移动。

６．２　有害气体含量测定

６．２．１　器具

ａ）　专用固定架；

ｂ）　弹簧夹；

ｃ）　贮气袋。

６．２．２　测定步骤

气样收集装置如图２所示（内置型初期生氧器在化学氧自救器呼吸口具处取样）。

６．２．２．１　按图２组装气样收集系统。引发初期生氧器２，把发生的氧气，贮存在贮气袋４中，夹住弹簧

夹３。

　　１———专用固定架；

２———初期生氧器；

３———弹簧夹；

４———贮气袋。

图２　有害气体气样收集系统示意图

６．２．２．２　取下贮气袋，按以下方法测定有害气体含量：

ａ）　一氧化碳含量测定按附录Ａ．１进行；

ｂ）　二氧化碳含量测定按附录Ａ．２进行；

ｃ）　氮氧化物含量测定按附录Ａ．３进行；

ｄ）　氯含量测定按附录Ａ．４进行。

６．３　起动力试验

固定初期生氧器，用拉力计钩紧起动环或开关扳手，沿起动针施力轴方向施力至拔出起动针或拉动

扳手开启开关，记录其最大读数。

６．４　跌落试验

将初期生氧器装入配套的化学氧自救器，按 ＭＴ４２５—１９９５中６．１０条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５　滚动冲击试验

将做过跌落试验的初期生氧器，按 ＭＴ４２５—１９９５中６．１１条的规定，进行试验。

６．６　热稳定性试验

将初期生氧器在（６０±２）℃高温条件下，恒温２ｈ，观察是否自行放氧，然后冷却，在室温条件下放

置２ｈ后引发，观察能否正常起动，并测定各项指标。

６．７　低温试验

将初期生氧器在（－１０±１）℃低温条件下恒温４ｈ后，立即在室温条件下引发，观察是否能正常起

动，并测定各项指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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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安全性试验

６．８．１　闪火试验

在暗室内击发初期生氧器，观察是否出现闪火。

６．８．２　瓦斯安全性试验

由国家授权部门按照 ＭＴ６２的规定进行。

６．９　噪声测定

按ＧＢＪ８７规定，用声级计先测定环境ｄＢ（Ａ）值，再在距起动器周围１ｍ处测引发起动器时的总ｄＢ

（Ａ）值，二者之差为初期生氧器噪声值。

６．１０　整体密封性试验

６．１０．１　仪器、设备

ａ）　专用固定架厂；

ｂ）　水柱压力计：测定范围（１．２～１．５）ｋＰａ；

ｃ）　抽气装置；

ｄ）　秒表。

６．１０．２　试验步骤

试验装置如图３所示。

　　１———专用固定架；

２———初期生氧器；

３———橡胶套；

４———三通接头；

５———水柱压力计；

６———启闭开关。

图３　整体密封性测定装置示意图

６．１０．３　测定步骤

开启抽气装置，使水柱压力计５的压力指示值为１ｋＰａ。关闭启闭开关６，并用秒表计时，观察

１ｍｉｎ时的水柱变化值。

６．１１　产品外观质量和有效期标识用目测法检查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７．１．１　产品出厂检验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进行，产品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才可出厂。

７．１．２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见表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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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检验项目

序号
技术要求

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逐台检验 抽样检查 抽样检查
试验方法对应条款

１ ５．２ — Ａ组２个√ Ｅ组３个√ ６．１

２ ５．３ — Ａ组２个√ Ｅ组３个√ ６．１

３ ５．４ — Ａ组２个√ Ｅ组３个√ ６．１

４ ５．５ — Ｂ组２个√ Ｆ组３个√ ６．１６．２和附录Ａ

５ ５．６ — Ｂ组２个√ Ｆ组３个√ ６．３

６ ５．７ — 与Ａ、Ｂ、Ｃ、Ｄ组同时进行 与Ｅ、Ｆ、Ｇ组同时进行

７ ５．８和５．９ — 与Ａ、Ｂ、Ｃ、Ｄ组同时进行√ Ｇ组３个√ ６．４和６．５

８ ５．１０ — Ｃ组２个√ 单抽２个√ ６．６

９ ５．１１ — Ｃ组２个√ 单抽２个√ ６．７

１０ ５．１２．１ — Ｄ组２个√ 单抽２０个√ ６．８．１

１１ ５．１２．２ — — 单抽２５个√ ６．８．２

１２ ５．１３ — Ｂ组２个√ Ｆ组３个√ ６．９

１３ ５．１４ √ — Ｇ组３个√ ６．１０

１４ ５．１５ √ — ５８台全检√ ６．１１

　　注１：“√”为应检验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注２：将出厂检验抽检８个样品分为Ａ组２个、Ｂ组２个、Ｃ组２个、Ｄ组２个。

注３：将型式检验抽检５８个样品中分出Ｅ组３个、Ｆ组３个、Ｇ组３个。

７．１．３　组批、抽样和判定规则

以同一批配料初期生氧器数量为一批，每批不得多于１０００个。对每批初期生氧器按ＧＢ／Ｔ１０１１１

规定的方法随机抽取８个试样检验，检验结果中５．１２．１条，只要有一个初期生氧器，出现闪火判为全批

不合格；其余各项中如有二个项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如有一个项不合格，则加倍对全部项目进行复检，

如再有一个项不合格，则判不合格。复检合格则判合格。

７．２　型式检验

７．２．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产品停止生产一年以上，恢复产品生产时；

ｄ）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７．２．２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１。

７．３　抽样和判定规则

７．３．１　试样应从合格产品中抽取。

７．３．２　各个项抽检试样数量与抽检次数如表１所示。共抽５８个。检验结果中５．１２．１条，只要有一个

初期生氧器出现闪火，应判为全批不合格；５．１２．２条瓦斯安全性，只要有一发引燃（爆）瓦斯，应判为不

合格。其余各项检验结果中如有两项不合格，应判为不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则加倍抽样复检，如仍有

一项不合格，则判不合格。复检合格则判合格。

７．４　送检要求

型式检验由授权单位检验，并出具检验结果报告。检验合格，发给合格证后方能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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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每个产品外壳表面应有以下清晰标志：

ａ）　企业代码；

ｂ）　产品名称或型号；

ｃ）　生产日期及失效日期（年、月）；

ｄ）　批号。

８．１．２　外包装箱表面应有以下标志：

ａ）　产品名称；

ｂ）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ｃ）　产品数量；

ｄ）　包装箱尺寸、包装后重量；

ｅ）　“严禁受潮”、“小心轻放”、“远离火源”等有关文字或符号。

８．２　包装和运输

８．２．１　单个初期生氧器击发机构应有保护措施，确保不会由于运输的意外引发初期生氧器生氧。

８．２．２　包装箱内部减振定位可采用泡沫塑料或纸隔板。

８．２．３　外包装箱应有足够的强度承受运输的碰撞，应有很好的密封性防止产品受潮。

８．２．４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单、检验报告、产品使用说明书。

８．３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温度在（－１０～＋５０）℃，产品要远离热源、不得同易燃物和腐蚀

性物品存放在同一库房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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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化学氧自救器初期生氧器有害气体含量

犃．１　一氧化碳含量测定方法

犃．１．１　红外分析仪测定

把按６．２．２条收集氧气的贮气袋，与一氧化碳红外线分析仪（测量范围０％～０．１％，最小分度值

０．００２％）相连接，开动分析仪上的气泵，把气样送入仪器，待指针稳定后，读取指示值。

犃．１．２　检测管测定法

按 ＭＴ１３７．１规定的方法进行。

犃．２　二氧化碳含量测定方法

犃．２．１　红外分析仪测定

把按６．２．２条收集氧气的贮气袋，与二氧化碳红外线分析仪（测量范围０％～５％，最小分度值

０．０１％）相连接，开动分析仪上的气泵，把气样送入仪器，待指针稳定后，读取指示值。

犃．２．２　检测管测定法

按 ＭＴ２７４规定的方法进行。

犃．３　氮氧化物含量测定方法

犃．３．１　按 ＭＴ２７９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氮氧化物测定方法进行。

犃．４　氯含量测定方法

犃．４．１　按ＧＢ７２３０—１９８７气体检测管装置氯气测定方法进行。

８

犃犙１０５７—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