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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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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 焊工防护手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手工金属焊接、气割和类似作业中使用的防护手套的技术要求、标识和制造商提供

的信息,描述了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焊接和相关作业过程中对手部和臂部起保护作用的焊工防护手套。
本文件不适用于水下焊接、真空电子束焊等在特殊场合或需要自动焊接设备的特殊焊接作业中使

用的防护手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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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5456—2009 纺织品 燃烧性能 垂直方向试样火焰蔓延性能的测定

GB/T12624—2020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

GB/T17599 防护服用织物 防热性能 抗熔融金属滴冲击性能的测定

GB/T22043 服装 防静电性能 通过材料的电阻(垂直电阻)试验方法

GB24541—2022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B/T38306—2019 手部防护 防热伤害手套

GB42298—2022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焊工防护手套 protectiveglovesforwelders
保护手部和臂部免遭熔融金属滴的伤害,防护接触有限火焰、对流热、接触热、机械性伤害且垂直电

阻满足直流电弧焊(电压小于100V)的防护手套。

4 焊工防护手套的防护类别

焊工防护手套的防护类别分为两类:
———A类:具有较高的热防护性能;
———B类:具有较低的热防护性能。

5 技术要求

5.1 无害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材质应符合GB42298—2022中5.2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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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手套最短长度

焊工防护手套的最短长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手套最短长度

手套尺寸编号 6 7 8 9 10 11

最短长度/mm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5.3 机械防护性能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磨损性、耐撕裂性、耐穿刺性应至少达到表2中列出的最低性能1级,耐切割性

应至少达到表2中列出的最低性能1级或表3中列出的最低性能A级。

表2 性能等级

性能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耐磨损性(摩擦次数) 100 500 2000 8000 —

耐切割性(指数)
(圆盘刀试验法)

1.2 2.5 5.0 10.0 20.0

耐撕裂性/N 10 25 50 75 —

耐穿刺性/N 20 60 100 150 —

表3 耐切割性能等级(直刀试验法)

性能 A级 B级 C级 D级 E级 F级

耐切割性(直刀试验法)/N 2 5 10 15 22 30

5.4 热防护性能

焊工防护手套的热防护性能应满足表4要求。抗熔融金属滴冲击试验时,若熔滴黏附在手套材料

上,则手套材料不应被点燃。

表4 热防护性能

性能
技术要求

A类 B类

阻燃性能

燃烧特征 燃烧不能蔓延至试样顶部或两侧边缘

续燃时间/s ≤2

阴燃时间/s ≤2

破洞尺寸/mm ≤5

熔融滴落 无

耐接触热/s 阈值时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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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热防护性能 (续)

性能
技术要求

A类 B类

耐对流热/s 对流热传递指数CHTI≥7 —

抗熔融金属滴冲击
经25滴金属熔滴冲击后,

试样升温不超过40K

经15滴金属熔滴冲击后,

试样升温不超过40K

5.5 灵活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灵活性等级应至少满足表5中1级的技术要求。

表5 灵活性等级

等级
试验条件下完成的最小测试棒直径

mm

1 11.0

2 9.5

3 8.0

4 6.5

5 5.0

5.6 垂直电阻

用于电弧焊的焊工防护手套内外部材料之间不应有导电连接,例如金属、导电碳纤维材料。手套的

垂直电阻应大于1×105Ω。

6 试验方法

6.1 手套最短长度

焊工防护手套的尺寸编号应按照GB42298—2022中5.3.2的要求进行选定,相应的最短长度应按

照GB/T12624—2020中4.2.2的规定进行测量。

6.2 机械防护性能

6.2.1 取样与环境

机械防护性能的取样和环境应按照GB24541—2022中第5章的规定进行。若用于测试的手套部

位由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如无特殊说明,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试。

6.2.2 耐磨损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磨损性应按照GB24541—2022中6.1的规定进行测试。当手套样品的掌部和

背部不是同种材质组成时,应分别测试其耐磨损性,按两者中较低的等级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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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耐切割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切割性(圆盘刀试验法)应按照GB24541—2022中6.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切割性(直刀试验法)应按照GB24541—2022中6.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2.4 耐撕裂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撕裂性应按照GB24541—2022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2.5 耐穿刺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穿刺性应按照GB24541—2022中6.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3 热防护性能

6.3.1 阻燃性能

焊工防护手套的阻燃性能应按照GB/T5456—2009中10.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并做如下修改。
———试样尺寸为 (200±2)mm×(160±2)mm。
———对试样点火10s,观察并记录:

● 火焰是否蔓延至试样顶部或两侧边缘;
● 续燃时间,精确到1s;
● 阴燃时间,精确到1s;
● 原始结构中不存在的破洞,记录最大的破洞尺寸,精确到1mm;
● 熔融滴落的情况。

6.3.2 耐接触热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接触热应按照GB/T38306—2019中5.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试验部位为手

套的掌部,接触温度为100℃。

6.3.3 耐对流热

焊工防护手套的耐对流热应按照GB/T38306—2019中5.7的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3.4 抗熔融金属滴冲击

焊工防护手套的抗熔融金属滴冲击应按照GB/T1759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4 灵活性

焊工防护手套的灵活性测试应按照GB/T12624—2020中4.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5 垂直电阻

用于电弧焊的焊工防护手套应在温度为(20±2)℃和相对湿度(85±3)%的大气环境中至少放置

24h,样品在这样的环境或者离开这样的环境5min内按GB/T2204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若手套的不同外表面已满足5.6的技术要求,则视为通过;若外表面没有通过,单外表面和衬里的

组合符合要求,则对手套的每一不同的外表面和衬里组合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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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识

7.1 手套本体标识

每只手套上的标识应以耐久以及清晰可见的方式呈现,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制造商或者其授权代表的名称、商标或其他识别方法;
———手套名称(商业名称或代码);
———手套尺寸;
———面料和里料的材质组成和阻燃类型(本质阻燃或后处理阻燃);
———执行标准号;
———生产日期;
———焊接防护图形符号:执行的标准编号和防护类别(A类或B类),见图1;
———机械危害防护图形符号:执行的标准编号和性能等级编号,见图2;
———洗涤方法,若不能洗涤应注明“不可洗涤”。

图1 焊接防护图形符号

图2 机械危害防护图形符号

7.2 手套最小外包装标识

手套的最小外包装上应包含以下标识内容:
———包括7.1中所有信息;
———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的全名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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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阅读使用说明的提示;
———手套的贮存期限和适当的存放条件。

8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焊工防护手套的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应符合GB42298—2022中6.2规定的要求,并包括以下内容:
———不同防护级别的焊工防护手套的穿用说明;
———对于防护级别为B类的焊工防护手套,应明确警示其不得接触明火;
———对于可以分离的多层手套,应说明所述性能等级仅仅适用于包括所有层的完整手套;
———用于电弧焊的焊工防护手套不能对由于设备故障或带电作业引起的电击伤害提供保护;
———焊工防护手套在误用或错用焊接设备的情况下将影响手套的防护性能,在本应使用带电作业

用绝缘手套的场合使用焊工防护手套不能防止电击伤害;
———手套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生使得手套潮湿、受到易燃物质的污染、环境含氧量升高等情况都将影

响手套的防护性能进而增加使用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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