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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本标准与GB2626—200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从《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调整为《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

颗粒物呼吸器》;
———删除了“烟”“雾”“微生物”三项术语,增加了“穿透率”“佩戴气密性检查”“指定防护因数”“计数

中位径”“质量中位径”“空气动力学粒径”和“空气动力学质量中位径”七项术语(见3.14和

3.19~3.24);
———修改了各类呼吸器的吸气阻力和呼气阻力要求(见5.5);
———修改了呼气阀气密性的要求和检测方法(见5.6.1和6.7);
———将呼气阀盖的称呼调整为呼气阀保护装置(见5.6.2和6.8);
———修改了对各类呼吸器的视野要求(见5.8);
———增加了对制造商声称过滤元件可清洗和/或消毒后重复使用的产品的要求和检测方法[见

5.14.1、5.16d)和6.2.3];
———增加了实用性能的要求和检测方法(见5.15和6.16);
———在制造商应提供的信息部分增加了对过滤元件使用寿命判断方法的说明,对不阻燃的产品增

加了应用限制(见5.16);
———在过滤效率检测方法部分增加了过滤效率检测用颗粒物粒径的换算方法(见附录B)、过滤效

率检测设备的颗粒物检测器精度及分辨率要求(见6.3.2)和对加载终点的判断方法(见6.3.4.4、

6.3.4.5、6.3.4.6和附录C),对加载量也增加了要求(见6.3.3);
———在泄漏性检测方法部分增加了对样品检查的要求(见6.4.1.4),增加了颗粒物检测器精度要求

(见6.4.2.4),增加了按受试者计算泄漏率的公式[见式(5)];
———增加了用于呼吸阻力检测和死腔检测的试验头模内置呼吸管构造的示意图(见图4);
———在呼吸阻力检测方法中,修改了对微压计参数要求(见6.5.2.3),增加了呼吸器面罩和试验头

模之间应气密的要求(见6.5.4和6.6.4);
———修改了死腔检测装置的示意图(见图6);
———在头带检测方法中增加了按照头带正常使用被拉伸方向施加测试拉力的要求(见6.11.3)。
注:本标准与2006年版标准的主要区别参见附录E。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3M 中国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程钧、丁松涛、杨小兵、姚红、周小平、蔡夏林、张守鑫、余晶晶。
本标准于1981年首次发布,1992年修订为GB/T2626—1992,2006年修订为GB262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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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检测方法和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防护颗粒物的自吸过滤式呼吸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防护有害气体和蒸气的呼吸器,不适用于缺氧环境、水下作业、逃生和消防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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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文件。

GB2890—200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T5703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

GB/T10586 湿热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10589 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11158 高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23465—2009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能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颗粒物 particle
悬浮在空气中的固态、液态或固态与液态混合的颗粒状物质,如粉尘、烟、雾和微生物。
[GB/T18664—2002,定义3.1.15]

3.2 
粉尘 dust
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固体颗粒物,一般由固体物料受机械力作用破碎而产生。
[GB/T18664—2002,定义3.1.16]

3.3 
自吸过滤式呼吸器 non-poweredair-purifyingrespirator
靠佩戴者呼吸克服部件气流阻力的过滤式呼吸器。
[GB/T18664—2002,定义3.1.3]

3.4 
密合型面罩 tight-fittingfacepiece
能罩住口和鼻,与面部密合的面罩,或能罩住眼睛、口和鼻,与头面部密合的面罩。
注1:密合型面罩分半面罩和全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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