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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 XXXX-XXXXX 《职业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基础要求； 

——第2部分：测量方法。 

本部分为GB XXXX-XXXX《职业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的第2部分。 

本部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2/SC1）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3M中国有限公司、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研发有限公

司、霍尼韦尔综合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和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德裕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本部分代替GB 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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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 2 部分：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的光学和非光学性能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工业中用于保护眼部或面部安全的平光防护具或部件；不适用于： 

a) 一般用途太阳镜或降低太阳光辐射的医学处方镜； 

b) 在诊断或治疗时，用来控制患者眼部曝光量的设备；  

c) 直接观测太阳辐射的产品，如日食观测镜； 

d) 运动眼面部防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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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10—2008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T 2428 中国人头面部尺寸 

GB ××××  职业眼面部防护 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 ××××  职业眼面部防护 名词术语》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4 通则 

4.1 试验环境 

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所有试验均应在温度为（23±5）℃和湿度为（30～８0）%的室内环境中进

行。 

4.2 试验用头模 

测试用头模应符合GB/T 2428中人体头面部尺寸的要求。 

4.3 参考测试点 

测试前，职业眼面防护具应置于合适的头模上并正确佩戴，如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且生产商也未明

示测试位置，则应按如下方法确定测试位置： 

a) 覆盖单眼的未装成镜片——覆盖单眼的且未装配到镜框上的单个镜片，参考测试点位于图中标

注的水平中心线和垂直中心线的交叉点（R，即矩形中心，见图 1）。 



GB/T XXXXX—XXXX 

1 5 
 

 

图1 覆盖单眼的未装成镜片 

b) 覆盖双眼的未装成镜片——覆盖双眼的且未装配到镜框上的单个镜片，参考测试点 R 位于镜片

的水平中心线上，并与其垂直中心线各相距 PD/2（PD 为瞳距，b 为镜片高度，见图 2）。 

 

图2 覆盖双眼的未装成镜片 

c) 装成镜片——装配到镜框或者是作为眼护具不可分割的装成镜片，参考测试点 R 位于瞳孔水平

和垂直平面在镜片上的交叉点（见图 3）。 

 

图3 装成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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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学性能测量方法 

5.1 球镜度、柱镜度和未装成且覆盖单眼镜片的棱镜度 

5.1.1 焦度计法 

5.1.1.1 仪器 

焦度计，精度不大于±0.01D。 

5.1.1.2 试验步骤 

测量职业眼面防护具佩戴位置处或生产商明示测试点的球镜度、柱镜度和棱镜度，如果无法确定其

佩戴位置或生产商未明示测试点，则应按4.3 确定其参考测试点后再测量。 

5.1.2 望远镜法 

5.1.2.1 仪器 

a) 望远镜：使用标称孔径为 20 mm，放大倍率在 10×和 30×之间，带有分划板可调目镜的望远

镜。 

b) 照明目标：如图 4 所示，目标板为一个带有切割图案的黑片，把一个可调亮度的聚光灯放在目

标板后面并将其照明，如果必要，可将光源的放大像聚焦在望远镜的物镜上。目标的大外环直

径为（23.0±0.1）mm，环孔为（0.6±0.1）mm，内小环的直径为（11.0±0.1）mm，环孔为（0.6±0.1）
mm。目标中心孔的直径为（0.6±0.1）mm。长形靶的标称长度为 20 mm，宽为 2 mm，间隔为 2 mm。 

c) 滤光片：为了减小色差，可以使用在绿光光谱部分具有峰值透射比的滤光片。 

d) 校准片：使用球镜度为 0.06m
-1
，0.12m

-1
和 0.25m

-1
（允差为±0.01m

-1
）的正、负校验镜片。 

 

图4 望远镜目标板 

5.1.2.2 试验步骤 

a) 把望远镜和被照明的目标放置于同轴且相距（4.60±0.02）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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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观测者对分划板和目标进行调焦，调节望远镜使之得到清晰的目标像。该位置为望远镜调焦刻

度的零点。调节望远镜，使目标中心成像在十字分划板的中心位置处。该位置为棱镜刻度的零

点； 

c) 把镜片放在望远镜前面，测量职业眼面防护具佩戴位置处或生产商明示测试点的球镜度、柱镜

度和棱镜度，如果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或生产商未明示测试点，则应按 4.3 确定其参考测试

点后再测量； 

d) 转动目标或者镜片，使镜片的主子午面对齐目标板的长条靶。望远镜先对一组长条靶聚焦（测

量值为 D1），然后对与其垂直的另一组长条靶聚焦（测量值为 D2）。两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 1 2

2
D D+ ）即为球镜度，两次测量结果的绝对值之差 1 2D D−  即为柱镜度； 

e) 未装成且覆盖单眼镜片的棱镜度：将被测镜片放在望远镜之前，如果十字分划板的交叉点落在

目标大圆环的成像区域之外，则棱镜度超过 0.25 △。如果分划板的交叉点落在目标小圆环的

成像区域内，则棱镜度小于 0.12 △。 

5.2 装成镜或覆盖双眼镜片的棱镜度互差 

5.2.1 仪器 

棱镜度测试仪，精度不大于±0.01△，原理图见图5。 

单位为毫米 

 
说明： 

La——光源，例如，小型白炽灯或波长为（600±70）nm的激光； 

J——在绿光区具有峰值透射比的干涉滤光片（仅在使用小型白炽灯作为光源时需要）； 

L1——消色差透镜，焦距范围在20 mm到50 mm； 

LB1——光阑，标称直径为1 mm； 

P——试样； 

LB2——光阑，具体要求如A所示； 

L2——消色差透镜，标称焦距为1000 mm，标称直径为7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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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像面； 

a——越小越好； 

Xb——PD/2（PD为头模的瞳距）。 

图5 棱镜度测试仪 

5.2.2 试验步骤 

测量职业眼面防护具佩戴位置处或生产商明示测试点的棱镜度，如果无法确定其佩戴位置或生产商

未明示测试点，则应按4.3 确定其参考测试点后再测量。 

a) 在未放入试样（P）之前，调整被光源照明的光阑 LB1，使其在 B 平面成一个像； 

b) 将试样放在头模的佩戴位置处，并置于透镜 L2之前； 

c) 调节试样以满足镜片与测试系统的光轴垂直； 

d) 测量两镜片所成的像之间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位移。 

测得的位移距离以厘米为单位，除以2以后即可得到以棱镜度（cm/m，△）为单位的水平和垂直方

向上的棱镜度互差。 

如果与双眼区域所对应的光束发生交叉，称为棱镜度底朝内，如果光束未发生交叉，称为棱镜度底

朝外。 

5.3 透射比 

5.3.1 仪器 

分光光度计，光束发散角不大于±5°；光谱半高宽不大于10 nm。 

5.3.2 试验步骤 

在规定的波长范围和波长间隔下，测量镜片的透射比，并依据相应的权重函数计算出平均值。 

5.4 广角散射（雾度） 

5.4.1 仪器 

雾度计，精度不大于±0.1 %，光源应符合国际照明委员会（CIE）测定要求的A光源。 

5.4.2 试验步骤 

测量方法同GB/T 2410—2008中7.1；该方法使用雾度计测量光束入射并透过试样时由于散射而产生

的光的偏移量，并同由检测设备产生的散射量和穿过试样的透射量进行比较。 

5.5 狭角散射（光漫射） 

5.5.1 原理 

如果用亮度（Ls）来表示被照亮镜片的漫射， E 表示入射到镜片上光的照度，则Ls是与E 成正比的，

其比例系数即为亮度系数l = Ls /E，亮度系数l的量纲为
lx

mcd 2/ 。为了得到与镜片透射比无关的系数

l*
，需要将亮度系数再除以透射比τv，即： 

 
* s

v v

L ll
Eτ τ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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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简约亮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每勒克斯（

lx
mcd 2/ ）； 

Ls——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 2/cd m ）； 

E——照度，单位为勒克斯（ lx ）； 

τv——透射比，无量纲。 

多数镜片的光散射特性都是与其光轴对称的，对这些镜片而言，通过测量图6中两个圆锥体之间散

射光即可得到简约亮度系数的平均值，显然，简约亮度系数的平均值是与α和△α相关的。 

 
说明： 

1——沿入射光轴的入射光； 

2——散射光； 

3——镜片。 

图6 散射角 

5.5.2 通则 

基于5.5.1中的原理，5.5.3和5.5.4皆可用来测量镜片的简约亮度系数，且这两种方法测得的结果

是等效的。 

5.5.3 基本方法 

5.5.3.1 仪器 

光漫射测试仪，精度不大于0.1 cd/m²/lx，原理图见图7。 

凹球面镜H1将光源L的像成在圆形光阑LB上，凹球面镜H3将光阑LB的像成在BL或BR的平面上，消色差

透镜A紧贴BL或BR光阑后面放置，使P处被测试试样的缩小像成在漫射屏MS上，同时，可变光阑IB1的像和

IB2的像也成在MS上。 

该测试仪收集了所有通过镜片且与入射光轴夹角在α＝1.5°和α+△α＝2°之间的散射光。环形

光阑直径的精度不应低于0.01 mm，以保证立体角ω精确的测定，由光阑直径而导致的误差应在计算中

予以修正。 

5.5.3.2 试验步骤 

测量时，先将试样置于图7中的P位置，同时选用BL圆形光阑，光电探测器上得到的光通量Φ1L对应

于透过试样的非散射光光通量。然后将BL圆形光阑换成BR环形光阑，光电探测器检测到由试样和装置共

同引起的散射光光通量Φ1R。 后将试样置于P’位置，光电探测器检测到仅由装置引起的散射光光通量

Φ2R。差值（Φ1R－Φ2R）则表示通过被测试样所产生的散射光，立体角ω内的平均简约亮度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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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R R

L

l φ φ
ω φ

−
= × ................................. (2) 

式中： 

Φ1R——无试样时环形光阑的光通量； 

Φ2R——有试样时环形光阑的光通量； 

Φ1L——圆形光阑的光通量； 

ω——由环形光阑测定的立体角。 

 

说明： 

L——高压氙灯（如XBO 150 W，或CSX 150 W）； 

H1——凹球面镜，标称焦距150 mm，标称直径40 mm； 

H2——凹球面镜，标称焦距300 mm，标称直径40 mm； 

H3——凹球面镜，标称焦距300 mm，标称直径70 mm； 

A——消色差透镜，标称焦距200 mm，标称直径30 mm； 

U1 ,U2——平面镜； 

BR——环形光阑，外圈直径（21.0±0.1）mm，内圈直径（15.75±0.10）mm； 

BL——圆形光阑，通光直径（7.5±0.1）mm； 

M——根据明视觉函数V（λ）修正过的光电探测器； 

IB1——调节测量区域直径的束光光阑； 

IB2——消除来自IB1边缘效应的束光光阑； 

LB——圆形光阑，通光孔径（1.0±0.1）mm； 

MS——漫射屏幕； 

P、P’——待测试样位置。 

图7 光漫射测试仪（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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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简化方法 

5.5.4.1 仪器 

光漫射测试仪，精度不大于0.1 cd/m²/lx，原理图见图8。 

使用透镜L1和L2将激光L的光束进行扩展并准直于放置镜片处（P），镜片能够绕光束旋转。 

光束的偏离程度是镜片棱镜度的函数。 

圆形或环形光阑位于镜片中心处（400±2）mm。 

透镜A将镜片中心的像成在光电探测器S上。 

测试仪的部分组件，包括光阑、透镜和探测器应能绕与镜片中心垂直的轴线旋转。为了消除镜片的

棱镜效应，镜片和探测器部分应能在支点转动。 

环形光阑直径的精度不应低于0.01 mm，以保证立体角ω精确的测定，由光阑直径而导致的误差应

在计算中予以修正。 

 

说明： 

L——波长为（600±70）nm的激光光源； 

注：推荐使用2类激光产品，功率小于1 mW，光束直径在0.6 mm到1.0 mm之间。 

L1——标称焦距为10 mm的透镜； 

L2——标称焦距为30 mm的透镜； 

B——圆形光阑（孔径为0.1 mm，可产生均 的光束）； 

P——试样； 

BR——环形光阑，外圈直径（28.0±0.1）mm，内圈直径（21.0±0.1）mm； 

BL——圆形光阑，通光直径10 mm； 

A——标称直径为30 mm和标称焦距为200 mm的透镜； 

S——探测器。 

图8 光漫射测试仪（简化方法） 

5.5.4.2 试验步骤 

5.5.4.2.1 仪器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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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图 8 的方式搭建好测试仪，P 处不放待测试样； 

b) 将环形光阑 BR放置于图示位置处； 

c) 以 P 为中心水平旋转探测器 S、透镜 A 和环形光阑 BR，直到通过 L1、L2和 B 的扩展光束与环形

光阑 BR的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d) 探测器 S 上测得的光通量Φ1R对应于总散射光光通量； 

e) 将 BR环形光阑换成 BL圆形光阑； 

f) 探测器 S 上测得的光通量Φ1L对应于总的非散射光光通量。 

g) 由装置产生的简约亮度系数为： 

 * 1

1

1 R
a

L

l φ
ω φ

= × ..................................... (3) 

式中： 

Φ1R——无试样时环形光阑BR的光通量； 

Φ1L——无试样时圆形光阑BL的光通量； 

ω——由环形光阑BR测定的立体角。 

5.5.4.2.2 测试镜片的简约亮度系数 

a) 将待测镜片放置于 P 处（见图 8）； 

b) 重复 5.5.4.2.1 中的过程并旋转镜片，直到镜片的棱镜效应水平为止； 

c) 旋转仪器的探测器部分，直到光束落在 BR环形光阑的中心处； 

d) 由镜片和装置产生的总简约亮度系数为： 

 * 2

2

1 R
g

L

l φ
ω φ

= × ..................................... (4) 

式中： 

Φ2R——有试样时环形光阑BR的光通量； 

Φ2L——有试样时圆形光阑BL的光通量； 

ω——由环形光阑BR测定的立体角。 

则由试样产生的简约亮度系数按如下公式计算： 

 
* * *

g al l l= − ..................................... (5) 

6 非光学性能测量方法 

6.1 抗冲击性能试验 

6.1.1 镜片 

6.1.1.1 仪器 

试验仪器见图9。基本结构可分上下二个部分，上半部是标高柱，与标高柱连接的部分是定位尺，

并可任意调节，上下自由滑动。所需高度可用固定螺栓定位，定位尺的外端有一钢球投放孔，孔中心的

正上方固定一支激光笔，用于对准钢球投放孔的中心与测试试样的中心。下半部分为试样基座，有钢制

圆筒和压圈组成，圆筒的内径比待测镜片的直径小约5 mm，压圈的质量约为250 g，其内径与圆筒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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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相同，外径略大于圆筒。待测镜片的上、下两个表面各放有一厚度约为3 mm，布氏硬度为（40±5）

的橡胶垫圈，其内径与圆筒相同。对于有曲率的镜片，则圆筒和压圈的曲率应分别与镜片的凹凸面相符。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标高柱； 

2——压圈； 

3——定位支架； 

4——钢球投放孔； 

5——试样； 

6——橡胶垫圈； 

7——试样基座。 

图9 抗冲击性能试验仪器（镜片） 

6.1.1.2 试验步骤 

把垫有橡胶垫圈的镜片安放在圆筒上，把一张白纸和复写纸衬于镜片下，复写纸位于镜片一侧，再

用压圈和螺栓固定镜片的位置。调节装置到所需高度，激光笔发射的光斑投影到镜片中心位置，然后，

不施加任何动能，使一直径为22 mm，重约45 g 的钢球从1.3 m 高处垂直下落到待测镜片上。钢球撞击

点按4.3 确定。 

6.1.1.3 试验温度要求 

a) 试验前将镜片加热到（55±2）℃并至少保温 1 h； 

b) 试验前将镜片冷却到（-5±2）℃并至少保温 1 h； 

c) 每一次冲击试验和每一次高、低温处理都应使用新的镜片，试验应在完成保温后 30s 内实施。 

6.1.2 装成职业眼面防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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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仪器 

试验仪器见图10。将头模水平放置在底座上，并用螺栓固定其位置。 

单位为毫米 

1

2

90o

3

4

5

 

说明： 

1——标高柱； 

2——定位支架； 

3——钢球投放孔； 

4——试样； 

5——头模。 

图10 抗冲击性能试验仪器（装成职业眼面防护具） 

6.1.2.2 试验步骤 

将待测职业眼面防护具按正常使用的位置戴在头模上。头模和职业眼面防护具间插入一张白纸和复

写纸，白纸在头模一方，复写纸在镜片一方，钢球投放点在职业眼面防护具的正上方，钢球撞击点为： 

a） 职业眼面防护具左右眼镜片中心，以镜片参考测试点为中心距镜片边缘 5 mm 的范围内； 

b） 职业眼面防护具左右侧面防护板中心，无侧面防护者，钢球应撞击镜腿。 

试验温度要求 

a) 试验前将防护具加热到（55±2）℃并至少保温 1 h； 

b) 试验前将防护具冷却到（-5±2）℃并至少保温 1 h； 

c) 每一次冲击试验和每一次高、低温处理都应使用新的防护具，试验应在完成保温后 30s 内实施。 

6.2 耐热性能试验 

把试样放入温度为（67±2）℃的水中，保温3 min后取出，立即放入4℃以下的水中后取出目测。 

6.3 紫外线老化性能试验 

6.3.1 仪器 

紫外线照射箱内应设计合理，保证镜片表面与紫外线照射方向垂直，且镜片不触及箱体的内壁。 



GB/T XXXXX—XXXX 

1 10 
 

紫外线照射源应为高压氙灯，在工作状态下，灯内氙气的压强应稳定在100 kPa左右。高压氙灯的

外罩应为石英玻璃，其在200 nm处的透射率至少为30%。 

6.3.2 照射时间与距离 

试样在紫外照射箱里的曝光时间应为48 h，试样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距离按下式计算： 

 15.7D P= ...................................... (6) 

式中： 

D ——试样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P ——高压氙灯的功率，单位为瓦（W）。 

示例： 

当高压氙灯的功率为 500 W 时，试样表面与高压氙灯的距离为 351 mm。 

6.3.3 试验步骤 

试样的表面应与高压氙灯的辐射方向垂直，试样表面到高压氙灯的距离按6.3.2中的公式（6）计算。

如果照射试样的厚度不均 ，则应将试样较薄处朝向高压氙灯放置。 

6.4 耐腐蚀性能试验 

6.4.1 试剂 

a) 水：三级水； 

b) 氯化钠：分析纯。 

6.4.2 试验步骤 

本项试验用来测定职业眼面防护具金属部件的耐腐蚀性能。首先通过清除其粘附物，然后浸入质量

分数为10%的NaCl沸水溶液，浸泡15 min。从此溶液中取出，再浸入质量分数为10%的NaCl常温水溶液，

浸泡15 min，取出后勿擦除粘附液，放在室温下干燥24 h，然后用温水清洗，并待其干燥。视表面有无

氧化现象。 

6.5 阻燃性能试验 

6.5.1 仪器 

a) 长（300±3）mm、直径为 6 mm 的钢棒，底部为平面且垂直于钢棒的轴向； 

b) 热源； 

c) 热电偶温度计及显示装置； 

d) 计时器，精度不大于 0.1s。 

6.5.2 试验步骤 

将钢棒的一端加热，至少有50 mm长度的钢棒应达到（650±20）℃，测温点距离钢棒加热端（20±

1）mm。将试样表面与钢棒垂直接触并持续（5.0±0.5）s，然后移去钢棒。 

除弹性头带和边缘的装饰织物外，职业眼面防护具的所有外露部分都应做此项测试。 

移除钢棒后观察试样是否有燃烧或续然现象。 

6.6 防高速粒子冲击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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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仪器 

试验仪器由发射器、计时器和头模组成，见图11。 

头模用金属制成，发射器主要由一适当尺寸的钢管组成，并能规定的速度发射直径为6 mm，质量不

小于0.86 g的钢球，钢球位于发射管的尾部，用弹簧或压缩空气提供动力，以保证钢球有一恒定的出射

速度和撞击方向。计时器可由传感元件和计时器组成，并能记录钢球通过二个传感元件的时间，单位为

微秒级，传感元件的距离应不超过150 mm，试样、钢球的弹着点周围都应密封，以防伤人。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动力源； 

2——钢球； 

3——传感元件； 

4——试样； 

5——头模； 

6——防护罩 

图11 防高速粒子冲击试验仪器 

6.6.2 试验步骤 

将待测职业眼面防护具按正常使用要求置于头模上，职业眼面防护具头箍的松紧程度按制造厂说明

书调节，用适当尺寸的复写纸和白纸插入镜片和头模之间（复写纸在职业眼面防护具的一方，白纸在头

模的一方），职业眼面防护具和头模的组合装置位于发射器的正前方。从发射管的喷嘴到钢球撞击点的

直线距离尽可能小，然后以选定的速度，对准撞击点。发射方向应与职业眼面防护具镜片表面垂直。钢

球撞击点为： 

a) 职业眼面防护具左右眼镜片中心，以镜片参考测试点为中心距镜片边缘 5 mm 的范围内； 

b) 职业眼面防护具左右侧面防护板中心。 

6.7 防高重物体冲击性能试验 

6.7.1 仪器 

将头模面朝上水平固定在一个大于30 kg的基座上。头模的硬度需要能够承受额头处竖直向下的20 

kg的压力，头模的背面不能倾斜超过2 mm。撞击物需要由不锈钢制成，头部为30度的锥形，尖端为3.175 

mm的球径，质量不应小于500 g，直径 25.4 mm，见图12。撞击物需要被置于头模的上方1270 mm高度处，

尖端朝下。需要注意保持尖端构造以及冲击物的质量。 

撞击物应从一个内径均 的松套导管内自由下落，用以阻止撞击物的倾斜或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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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试验步骤 

将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按正常使用要求置于头模上，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头箍的松紧程度按制造

厂说明书调节。当撞击物落下后，撞击点需要与头模任一眼睛的中心点保持在一直线上。为了保护测试

人员，套管必须被固定且套管下端距离撞击点高度为 180 mm。 
撞击点为： 

a）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左右眼镜片中心，以镜片参考点为中心距镜片边缘 5 mm 的范围内； 

b）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左右侧面防护板中心。 

单位为毫米 

 

图12 冲击物尺寸 

6.8 防熔融金属和炽热固体性能试验 

6.8.1 防熔融金属性能试验 

6.8.1.1 仪器 

试验仪器如图13所示。由一带有抛射头的弹簧加重的活塞组成，抛射头的中心凹陷，用来盛放熔融

金属。一固定台架安装在抛射头的上面，其中心孔允许熔融金属通过。熔融金属向上抛射到试样表面的

距离为（250±25）mm。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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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缸体； 

2——弹簧释放扳机； 

3——抛射物； 

4——试样； 

5——夹具； 

6——防护罩； 

7——压板（重约 7.5 kg）； 

8——试样底座； 

9——止动板； 

10——抛射头； 

11——弹簧； 

12——踏板。 

图13 防熔融金属性能试验仪器 

6.8.1.2 试验步骤 

把试样固定在规定的位置，并对准抛射头中心。加载抛射物，抛射物为（100±5）g灰口铸铁，将

抛射物加热到（1450±20）℃的温度，放到抛射头上，释放踏板，弹簧驱动抛射头垂直向上直到撞击止

动板，抛射物向着试样被抛出。取下试样并目测是否有熔融金属粘附于其表面。另取一副新的试样重复

上述试验，并将抛射物更换为（38±2）g的铝，温度加热到（750±20）℃。 

6.8.2 防炽热固体性能试验 

6.8.2.1 仪器 

试验仪器见图14，漏斗由隔热材料制成并与试样中心对准。 



GB/T XXXXX—XXXX 

1 14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漏斗； 

2——试样； 

3——夹具； 

4——支架。 

图14 防炽热固体性能试验仪器 

6.8.2.2 试验步骤 

把试样按要求装入夹具，预热一直径为6 mm的钢球到（900±20）℃，从炉内取出，立即放进漏斗

内，并开始记录试验时间。 

6.9 防液滴和液体飞溅性能试验（适用于眼罩型防护具） 

6.9.1 仪器 

a) 头模。 

b) 喷洒器：应能产生细小液滴（不是雾）。 

c) 测试用纸：一张能够覆盖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且超出职业眼面部防护具边缘至少 20 mm 的吸

墨水纸。 

d) 一块用于将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密封于头模上的脱脂棉布，棉布的克重为 185 g/m
2
。 

e) 试剂 

1) 水：三级水； 

2) 乙醇：分析纯； 



GB/T XXXXX—XXXX 

1 15 
 

3) 酚酞：分析纯； 

4) 碳酸钠：分析纯； 

5) 指示剂：将（5.0±0.5） g 酚酞溶解到（500±50） mL 的乙醇中，再加（500±50） mL

的水，不断搅拌，滤去沉淀物，以获得（1.0±0.1）L 的指示剂。 

6) 喷洒溶液：浓度为 0.1 mol/L 的碳酸钠水溶液。 

6.9.2 试验步骤 

将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按使用的正常位置戴在用脱脂棉布包裹的头模上。在脱脂棉布和职业眼面

部防护具间放入经指示剂浸润过的吸墨水纸。喷洒浓度为0.1 mol/L的碳酸钠溶液5 mL ～ 10 mL，直到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边缘处的吸墨水纸变为均 的深红色。喷洒器和头模相隔600 mm，从各个方向对头模

进行喷射。然后，查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内的吸墨水纸。 

6.10 防大颗粒粉尘性能试验 

6.10.1 仪器 

试验仪器由发尘箱和光电反射计组成，如图15，16。 

 

说明： 

1——发尘箱（约560 mm×560 mm×560 mm）； 

2——试样； 

3——头模； 

4——支撑架； 

5——粉尘收集装置； 

6——鼓风机。 

图15 发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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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尘箱：内部尺寸为 560 mm×560 mm ×560 mm，下接一漏斗形底，要求密封，粉尘收集装置

连接空气压缩机，其风量约为 2.8 m
3
/min，压力为 2250 Pa，以一个合适的搅拌器，使得从空

压机里吹出的气流产生涡动。发尘箱的出口与鼓风机的入口相连。发尘箱应设置合适的支撑架，

应保证支撑架的安装不影响粉尘的自由流通，头模应安装在支撑架上。 

b) 试验粉尘：（1000±50） g 的煤尘，且煤尘的粒径分布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1 煤尘的粒径分布 

滤网的额定网孔径 （mm） 通过百分比 小值 （%） 

0.300 95 

0.150 85 

0.090 40 

0.040 3 

c) 一块用于将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密封于头模上的脱脂棉布，棉布的克重为 185 g/m
2
。 

d) 一张潮湿的白色吸墨水纸。白色吸墨水纸应放置于脱脂棉布和待测试样之间，在白纸上用铅笔

标上直径为（57 ±1）mm 的 2 只圆，其中心的水平间距为（66±1） mm。 

e) 光电反射计：用于反射率的测量。 

仪器组成：干涉滤光片，透镜，水银灯（放置在透镜的焦点处）以及感光器，如图16所示。水银灯

的辐射应在可见光范围内，感光器应仅在可见光范围内响应，且其响应峰值应在绿光部分。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待测白色吸墨水纸； 

2——感光器； 

3——水银灯； 

4——透镜； 

5——干涉滤光片（λ= 546 nm）。 

图16 光电反射计 

f) 参考试样 

在6.10.1 e）的测试中反射率能够保持一个常数的任何白色物质均可作为参考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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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坩埚熔制乳浊玻璃，瓷砖，压制硫酸钡，碳酸镁等。 

6.10.2 试验步骤 

将白色吸墨水纸浸湿，甩掉多余的水份后测试其上每个圆圈处的反射率（相对6.10.1 f））中的参

考试样），并计算其平均值。 

将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按使用的正常位置戴在用脱脂棉布包裹的头模上。在脱脂棉布和职业眼面

部防护具间放入浸润过的吸墨水纸。调整脱脂棉布的层数，保证职业眼面部防护具与头模之间是密合的。

将戴有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的头模放入发尘箱中，关紧玻璃罩，打开鼓风机，保持（60±2）s。发尘箱静

置（30±2）min，直到粉尘全部沉降，小心地取出白色吸墨水纸后2 min 内测试白色吸墨水纸上两个圆

圈的反射率（相对6.10.1 f）中的参考试样），然后计算其平均值。 

后，计算出发尘前后白色吸墨水纸平均反射率的比值。 

6.11 防气体和细小粉尘性能试验 

6.11.1 仪器 

a) 头模。 

b) 试验箱：一个密封性良好的玻璃罩，其内部尺寸为 560 mm×560 mm×560 mm，以及一个密封

并装有铰链的盖。试验箱借助于鼓风机通气，鼓风机的风量为 1.4 m
3
/min，排气管通到外面大

气中。 

c) 测试用纸：一张能够覆盖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且超出职业眼面部防护具边缘至少 20 mm 的白

色吸墨水纸。 

d) 一块用于将职业眼面部防护具密封于头模上的脱脂棉布，棉布的克重为 185 g/m
2
。 

e) 试剂 

1) 水：三级水； 

2) 乙醇：分析纯； 

3) 氨水：分析纯； 

4) 酚酞：分析纯； 

5) 试验气体：首先配制浓度约为 0.9 g/mL 的氨水溶液，然后移取适量的氨水溶液至洗瓶中，

洗瓶的进气口连接鼓风机，出气口连接试验箱； 

6) 指示剂：将（5.0±0.5） g 酚酞溶解到（500±50） mL 的乙醇中，再加（500±50） mL

的水，不断搅拌，滤去沉淀物，以获得（1.0±0.1）L 的指示剂。 

6.11.2 试验步骤 

将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按使用的正常位置戴在用脱脂棉布包裹的头模上。在脱脂棉布和职业眼面

部防护具间放入经指示溶液浸润过的吸墨水纸。调整脱脂棉布的层数，保证职业眼面部防护具与头模之

间是密合的。将戴有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的头模放入试验箱中，并在试验箱的底部放置一条经指示溶液浸

润过的吸墨水纸。缓慢打开氨气发生器的供气阀，待氨气充满试验箱后关闭供气阀（试验箱底部经指示

溶液浸润过的吸墨水纸均 变色即可视为氨气充满试验箱）。测试试样在氨气中保留（5.0±0.2） min，

然后，开启试验箱的排风装置，待试验箱内的气体清除干净后，取出试样，同时查看试样内试纸是否变

色。 

6.12 防热辐射性能试验 

6.12.1 试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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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装置主要由头模、辐射热源和辐射热计组成，见图17。在（175±5） mm处的中心线测量时，

辐射热源应能提供（7±0.1）kW/m
2
的热通量。 

辐射热计用于校准。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试验用金属头模； 

2——试样； 

3——辐射热源； 

4——反射板。 

图17 防热辐射性能试验仪器 

6.12.2 试验步骤 

a) 将待测职业眼面部防护具按使用的正常位置戴在金属头模上，调节金属头模，使得职业眼面部

防护具离辐射源（175±5）mm，职业眼面部防护具镜片中心位于辐射源的中心线上。热通量应

垂直地照射在职业眼面部防护具上。 

b) 将辐射热计放置在离辐射源（175±5）mm 处，调节辐射源，使（175±5）mm 处的辐射热通量

达到（7±0.1）kW/m
2
。必要时应保持电源稳定。 

c) 重新将佩戴好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的头模放置在离辐射源（175±5）mm 处，测试时间为 3min，

镜面直接面向辐射源，镜面的中心与测试系统的中心轴线应成垂直状态。 

6.13 镜片表面耐磨性能试验 

6.13.1 仪器 

落砂试验仪器见图 18。 

6.13.2 试样清洗 

镜片表面宜用浓度为（1.0±0.2）%的清洁剂水溶液清洗，清洁液温度应为（27±3）℃。然后用蒸

馏水将镜片上的残留溶液冲洗干净。 后用洁净布或镜头纸将镜片上的水分擦干。 
清洗后的试样不应被污染或损坏，可手持其边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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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 试验步骤 

选择合适形状的试样，应将试样固定于图 18 所示的镜片夹持台上，转盘转动时，落下磨料，待磨

料全部落下后，取下镜片按 6.13.2 中的方法清洗镜片，然后按照 5.4 的方法测定其雾度值或按 5.5 方法

测定其光漫射值。 

6.13.4 试验条件 

a) 磨料质量为 400 g； 

b) 磨料下落量每分钟约为 60 g ～ 80 g； 

c) 磨料应垂直下落在镜片中心，并与镜片表面成 45°； 

d) 镜片夹的转速为 5 rpm； 

e) 磨料为人造金刚砂（SiC），粒度为（125 ～ 297）μｍ； 

f) 磨料每应用 10 次后，检验一次粒度，使其在规定的范围内。以使用 50 次为限度。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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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漏斗                               b）镜片夹持台 

说明： 

1——固定漏斗； 



GB/T XXXXX—XXXX 

1 21 
 

2——磨料承接箱； 

3——镜片夹持台； 

4——电动机； 

5——导管； 

6——漏斗； 

7——导管； 

8——皮带； 

9——镜片夹持台； 

10——夹具 

图18 落砂试验仪器 

6.14 镜片防雾性能试验 

6.14.1 仪器 

试验仪器用于测定镜片非漫射光透射率的变化，如图19所示。 

平行光束的直径为10 mm，分束器、接收器和透镜L3的选择应能保证捕捉到0.75°的散射光。如果

L3的焦距为400 mm，则接收器光圈的直径应为10 mm，接收器光圈所在的平面应与透镜L3的焦平面重合。 

透镜L1和透镜L2的标称焦距为10 mm和100 mm。 

光源应选择能发射（600±70）nm激光的激光器。 

水浴池中无水的空间 小要有4 L。环形底座的直径和高度分别为35 mm和24 mm。如果试样是柱面

镜片，则环形底座的顶端应调整到与试样的曲率一致。环形底座的高度应从环形底座的 高点开始测量。

厚3 mm、宽3 mm的橡胶软环应置于环形底座和试样之间。 

水浴池中还应有促进空气流通的风扇，此外，还应有保持水浴池恒温的装置。 

6.14.2 试样 

至少应准备4副相同型号的待测试样。测试前，先将试样置于（23±5）℃的蒸馏水中1～2个小时（试

样表面每平方米应至少有5 cm
3
的水），然后将试样取出用布轻拍拭干，并置于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别为

（23±5）℃和50%的空气中至少12 h。 

6.14.3 试验步骤 

水浴池的温度应设定在（50±0.5）℃。开启水浴池内的风扇，保证水浴池中充满水蒸气。在此期

间，测量窗口应遮挡。测量前风扇应关掉。试样应放置于测试位置2s。 

为了测试试样透射率的变化，首先将试样放置于环形底座上，然后记录当 降低到试样测试前80%

时的时间。 

 
2 b
r

u

φτ
φ

= ......................................... (7) 

式中： 

bφ ——试样起雾时的光通量； 

uφ ——试样起雾前的光通量。 

初起雾的0.5s不应作为起雾的时间。 

注：在测量过程中，因光束通过试样两次，所以上述公式中透射率以平方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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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平面镜； 

2——环型底座； 

3——橡胶软环； 

4——激光器； 

5——分束器； 

6——光圈； 

7——接收器 

8——试样； 

9——风扇； 

10——水浴池。 

图19 镜片防雾性能试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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