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 220. 10 

C 85 

量昌
和国国家标准J，、中华人民

GB 21976.7-2012 

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7部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Escape apparatus for building fire一

Part 7: Filtering respiratory protective devices for self-rescue from fire 

2012-11-05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 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3-06-01实施

发 布



GB 21976.7-2012 

目U 昌

本部分的 5. 1 ～5.8、第 7 章、8. 1. 1 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GB 21976《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分为以下部分：

一一第1部分：配备指南；

一一第2 部分z逃生缓降器；

一一第3部分：逃生梯；

一一第4部分：逃生滑道；

第5 部分：应急逃生器；

第6部分z逃生绳；

一一第7部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z

第8部分：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

本部分为GB21976的第7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 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参考了EN 403:2004《自救用呼吸保护器 火灾用带面罩的过滤装置 要求、试验和标志》

（英文版）。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消防器具配件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13/SC 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凌新亮、戴国定、杨小时、汪礼苗、曾悦雷、杨晓华。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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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7部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1 范围

GB 21976的本部分规定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型式、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发生火灾时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 17%的场所中，供人员逃生时佩戴的一次性使用

的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造用于本文件。

GB 2626-200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890 200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 14866-2006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道用于本文件。
3. 1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filtering respiratory protective devices for self-rescue from fire 

一种通过过滤装置吸附、吸收、催化及直接过滤等作用去除一氧化碳、烟雾等有害气体，供人员在发

生火灾时逃生用的呼吸器。
3.2 

3.3 

3.4 

3.5 

3.6 

半面罩 half mask 

与面部密合，能遮盖口和鼻，或覆盖口、鼻和下顿的面罩。

透过浓度 penetrating concentration 

介质气体通过过滤装置后测出的浓度。

防护时间 protective time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介质气体自开始通人过滤装置至透过的介质气体浓度达到限定值时的时间。

吸气温度 inhalation temperature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距离试样的过滤装置40 mm处测得的吸气气流的温度。

吸气阻力 inhalation resistance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试验装置的吸气口与环境大气之间的吸气瞬时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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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呼气阻力 exhalatlion resistmce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试验装置的呼气口与环境大气之间的呼气瞬时压力差。

4 型式、型号

4. 1 型式

按呼吸器的备用状态分为：存放型和携带型。 存放型省略表示，携带型用D表示。

按呼吸器的额定防护时间分为：15 min、20 min、25 min 和30 min o 

4.2 型号

呼吸器型号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T Z L 

U= 
一一←

备用状态

额定防护时间，min

过滤式

自救呼吸器

逃生避难器材
示例：TZL 15表示额定防护时间为15 min的存放型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5 技术要求

5. 1 结构

5. 1. 1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以下简称“呼吸器”）应由防护头罩、过滤装置和半面罩组成，或由防护

头罩和过滤装置组成。

5. 1. 2 呼吸器的基本设计尺寸应｜为成人使用。

5. 1. 3 呼吸器应在防护头罩的额部设置环绕头部一周的反光标志。 只有采用具有反光特性材料制造

的防护头罩，才允许不设置反光标志。｜

5. 1. 4 过滤装置与防护头罩间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5. 1. 5 呼吸器的密封一经打开，应元法恢复原样。

5.2 佩戴质量

呼吸器的佩戴质量不应大于1 000 go 

5.3 材料

5. 3. 1 金属材料表面质量

呼吸器的所有金属零部件应经过耐腐蚀处理，其表面应元龟裂、皱折、毛刺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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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橡塑材料老化性能

呼吸器使用的橡塑材料在高、低温试验后，不应出现明显的 变形、破损、粘附、龟裂、硬化以及其他异

常现象。

5. 3. 3 材料阻燃性能

呼吸器在阻燃试验后，所有可能接触到火焰的材料均不应出现持续燃烧、熔融等现象，不应对人体

产生附加的伤害。

5.3.4 包装材料强度

呼吸器应密封包装 ，包装材料应有足够的牢度，在进行抗跌落、抗穿孔、撕裂性能试验后，不应出现

损坏现象。

5.4 抗机械碰撞及环境变化性能

呼吸器对于规定的机械负荷、环境温度和湿度变化，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不应有裂纹、爆开、破碎

等导致失效的损坏，且应符合5.5～5.8的要求。

5.5 防护性能

5. 5. 1 一 氧化碳防护性能

在额定防护时间内，任何单个5 min过程中，一 氧化碳透过浓度的时间加权平均值不应大于

200 mL/m3 ， 吸气温度不应大于65℃，吸气阻力不应大于800 Pa，呼气阻力不应大于300 Pa o 

5.5.2 滤烟性能

滤烟效率不应小于95%。

5.6 防护头罩

5. 6. 1 漏气系数

防护头罩眼区的漏气系数不应大于20%，呼吸区的漏气系数不应大于5%。 若呼吸器中 不设半面

罩，则防护头罩的漏气系数不应大于5%。

5. 6. 2 视野

防护头罩的总视野不应小于70%，双目视野不应小于55%，下方视野不应小于35
。

0

5.6.3 眼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吸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按体积计算不应大于2%。

5.6.4 适光率

视窗的透光率不应小于85%。

5. 7 高浓度一 氧化碳时呼眼器的机械结构完整性

在高浓度一氧化碳条件下，呼吸器应保持其机械结构完整性，不对佩戴者形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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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1. 3 试验准备

试验准备按以下步骤进行z

a) 用标准气标定一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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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试验装置进行气密性检查：在 1. 96 kPa压力下，保持1 min，试验装置压力下降值不应大于
29 Pa;

c) 标定呼吸机的呼吸频率和呼吸量；

d) 检查恒温增湿箱内的水量；

e) 标定试验气体流量 E

f) 将试验用呼吸器在20℃土5℃环境内放置2 h以上。

6. 5. 1. 4 试验步骤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z

a) 将呼吸器的过滤装置及半面罩（设有呼气阔的呼吸器，应包括呼气阔）连接到试验箱内的试验
接口上；

b) 当试验箱内的一氧化碳浓度上升至试验条件所规定的数值时，立即启动呼吸机并计时，连续检

测过滤后的一氧化碳浓度。

6. 5. 1. 5 记录

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气体中一氧化碳浓度；

b) 过滤后气体中一氧化碳浓度；

c) 进入试验箱的气体温度；

d) 进入试验箱的气体湿度；
e) 呼气湿度；

f) 吸气温度；

g) 呼气阻力；
h) 吸气阻力。

6.5.2 滤烟性能试验

洁、烟性能试验按GB2890-2009中7.9.2～7. 9. 5的规定进行。

6.6 防护头罩性能试验

6. 6. 1 漏气系数试验

防护头罩漏气系数试验按GB2890 2009中6. 6. 2～6. 6. 5的规定进行。

6.6.2 视野试验

视野试验按GB2890-2009中6. 8. 2～6. 8. 5的规定进行。

6.6.3 眼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试验

6. 6. 3. 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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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在一起。

8.5 产晶有效期

产品有效期一般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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