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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部分采用西德矿井救护委员会 《井下采矿用的过滤式自救器构造、试验的使用原理。

FSR原理(1982)》制订的。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矿用一氧化碳过滤式自救器(以下简称自救器)，是否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并可

作为该产品质量控制的试验手段。

1 性能试验

自救器性能试验，应在温度为20士5℃的试验室内进行

1.1 防一扭化碳性能试验

1.1.1 试验原理

在给定试验条件下，采用人工肺装置，将一氧化碳与空气的混合气体之脉动气流通过自救器，测定

过滤后气体中一氧化碳浓度是否超过产品性能指标的规定值，以评价自救器的防护性能。

1.1.2 试验条件

防一氧化碳性能试验条件，见表1,

                            表 1 防一氧化碳性能试验条件

项 目 数 值

呼吸量(脉动),L/mm

呼吸频率，次/min

呼吸比

试验气流,L/mum
试验箱内气体绝对湿度，g/m'

试验气体一氧化碳浓度.，写
进人试验箱的气流温度

呼气温度，℃

口具温度测量点与口具端面距离，mm

试验件预热要求

30士0. 6

24士1

1:1

30

20.7-24.5

0.25,1. 0,1. 5

按试验箱绝对湿度条件调节

37士2

45士 1

试验前在20士5℃环境内，放置2h以上

1.1.3 试验装置

防一氧化碳性能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

二。.25%.1.。%为常规检验浓度过.5%为型式试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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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一氧化碳防护性能试验装置示意图
    1一调节阀;2-缓冲瓶;3-流量计;4一进气湿度饱和器;5一进气温度计;6一试验箱;7一干湿球温度计;

    8一单向阀门;9-检验呼气阀逆向漏气的单向阀门。10一转接段;11一过滤器;12-吸气温度计，13一人工

    肺;14一呼气温度计;15一呼气湿度饱和器。16-0-2%一氧化碳气体分析仪;17一净化装置;18-抽气泵;

                            19一干澡剂;20- 0-1 000 pp.一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a 温度计:0 100℃;

    b. 一氧化碳红外线气体分析仪 (允许使用量程及精度相当的仪器)，量程10-2%，最小刻度

0.04 0o; 0-1000ppm，最小刻度20 ppm;

    c. 试验箱体用塑料制造，内部尺寸:30 cm X 30 cm X 26 cm(长X宽X高);
    d. 不包括人工肺时，试验装置管路的总容积不大于2 000 mL;

    e. 水封式或隔膜式人工肺(正弦波形)，

    f. 检验呼气阀逆向漏气的单向阀门:当顺向通过30 L/min的恒定气流时，云母阀门在弹簧力及

自重的作用下，其通气阻力不得大于29 Pa (3 mm H,O ).

  1. 1.4 试验准备
  1.1.4.1 按使用说明书要求，用标准一氧化碳气，标定一氧化碳红外线气体分析仪。

  1.1.4.2 对试验装置进行整体气密性检查:在1. 96 kPa(200 mm H,O)压力下，保持1 min，其压力下

降值不大于29 Pa(3 mm H,O)，即为合格。

  1.1.4.3 标定人工肺呼吸频率和呼吸量。

  1.1.4.4 调节恒温水槽温度。

  1.1.4.5检查水分饱和器水量。
  1.1.4.6 检查湿度测量装置。湿度测量见附录Ao
  1.1.4.7 按试验状态要求，标定一氧化碳进气流量，并在试验箱接近过滤器入口处采样。

  1.1.5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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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1.1.5.2

将过滤器迅速安装在试验箱内固定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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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启动人工肺、测尾气一

氧化碳浓度的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气泵和计时器

1.1.5.3

1.1.5.4

观察并记录初始峰值大小和出现的时间。最大值不允许超过600 ppm,

每隔5分钟，记录下列参数:

      试验气体一氧化碳浓度(%);

  b. 尾气中一氧化碳浓度(Ppm) ;

      进入试验箱的气流温度;

  d. 呼气温度;

      干球温度;

  f. 湿球温度;

  9. 吸气温度。

1.1.5.5 试验进行到规定的防护时间为止。

1.1.5.6 试验结果计算，一氧化碳透过积累量，按式(1)计算:

，一15X1叮珍CO0o)。十2 (Coy).)······，’············一
式中:M— 一氧化碳透过积累量，mL;

      。— 记录次数;

(CO % ),— 在每一时间分段终了，实测记录透过一氧化碳浓度(%);

(CO0o).— 在防护时间终了，实测记录透过一氧化碳浓度(%);

15 X 10'— 换算系数(记录间隔时间5 min X呼吸量30 L/min) .

  1.2 呼吸阻力试验

  1.2.1 试验原理

    当连续稳定气流通过过滤器时，由于其内阻存在，便在过滤器进、出口形成压差。该值，即为过滤器

对指定空气流量的阻力。

  1.2.2 试验条件

    a. 试验气流为:30士0. 6 L/min,85士1. 7 L/min;

    b. 呼吸阻力试验必须在防一氧化碳性能试验后立即进行。

  1.2.3 试验装置

  1.2.3.1 呼气阻力试验装置，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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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压缩冷气

                      图

1-过滤器;2-测压三通管

2 呼气阻力试验装置

畏;3一倾斜式微压计;4一空气流量计;5一调节阀

1.2.3.2 吸气阻力试验装置，如图3所示。

二三通接管:气流管内径0 16士0.5 mm，长loo..，传压孔开口不大于势6 mm(用金属、玻璃、塑料制作均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