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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气胀式救生衣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气胀式救生衣的产品分类、标记、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存贮等。

    本标准适用于水上航行各类船舶和水上设施救生用的气胀式救生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303-1984 船用救生衣
    ISO 105-1304:198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1304部分:耐气候色牢度:氖弧灯试验

    ISO 105-1302:198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1302部分:耐人造光色牢度:氨弧灯试验

    ISO 105-X12:1995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X12部分:摩擦色牢度
    ISO 105-E02:197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第E02部分:耐海水色牢度

    ISO 188:1982 硫化或热塑性橡胶加速老化或耐热试验

    ISO 1421:1997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ISO 2411:1991 橡胶或塑料覆织物 涂层粘合强度的测定

    ISO 4674:1977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抗撕裂性测定
    ISO 5082:1982 纺织品 机织物 拉断强度(抓法)

    ISO 7854:1984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弯曲损坏性的测定
    ISO 9227:1990 人造环境中的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AATCC  Method30:1981 抗菌性:纺织材料防酶防腐性的评定

3 分类和结构

3.1 分类

3.1.1 分类

    船用气胀式救生衣分为背心式(B)和套头式(T) o

3 1.2 型号

厅习 二 {二二

L一生产代号;
— -— 类型;

    示例 1:船用气胀式救生衣背心式 I型:

    7‘例2:船用气胀式救生衣套头式11型

3.2 结构

一产品名称代号:船用一C，气胀式一Q，救生衣一Yo
CQYBI.

:CQY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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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船用气胀式救生衣(以下简称救生衣)由救生衣主体和救生衣附件组成。
3.2.2 救生衣主体

    救生衣主体由气室、充气系统和气瓶组成。

    每件救生衣有两个以上独立气室，每一气室前后衣片之间宜设置软质拉筋。

    充气系统包括自动充气装置、手动充气装置、嘴吹气管和放气装置。

    每一气室均应与一套充气系统和一个气瓶紧密连结。

3.2.3救生衣附件

    救生衣附件主要包括反光带、哨笛和求救示位灯。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救生衣质量应轻而舒适，带结及扣件应少而简单。
4.1.2 救生衣的尺寸应能适合于各种体型的成人穿着，包括衣服多穿者和少穿者;救生衣应能正反两

  面均可穿着，或是明显地只能单面穿着。

4.1.3 救生衣在所有有助于探测的表面应有鲜明易见的颜色，如橙黄色。
4.1.4 每件救生衣在平静的水线上方应装贴不小于《IOc.Z的由逆向反光材料制作的反光带。

4.1.5 每件救生衣应配置一枚示位灯，且在正常使用时高出水面。示位灯对其附着的救生衣性能及穿

着者不应有任何负面影响。

4.1.6 每件救生衣应配置一枚哨笛。连接哨笛的线绳长度要足够使用，将它固定连接在救生衣或辅助
装置的口袋里，使用时，穿着者任何一只手应能将哨笛移出或放人。
4.1.7 救生衣上的金属零件和部件应耐海水腐蚀，且对船上的磁罗经的影响较小。

4.1.8 救生衣的附件均应经船检机构认可。

4.1.9救生衣有效期为六年，三年全面检修一次，每年对气瓶中C02的含量进行一次测量。
4.2 水中性能

4.2.，救生衣能使穿着者在静水中处于筋疲力尽或失去知觉时，满足下列临界浮态稳性性能的要求:

    a) 复正时间:穿着者从最后一次划水动作完成起至穿着者口部离开水面的时间应不大于5s，此时

        救生衣应没有脱出或对穿着者造成伤害;
    b) 口部离开水面的距离:穿着者在水中呈静止状态时其口部离水面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120mm;

    c)躯体角度:穿着者最终后仰躯体平面与垂直面所成平均角度应大于或等于300，其中有个别穿

        着者角度可大于或等于200;
    d)面部角度:穿着者最终后仰面部平面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应大于或等于40-，其中有个别穿着

        者的角度可大于或等于30o;
    e) 活动能力:在确认设计型式时，应考虑穿着者在水中和出水后的活动能力。

4.2.2 从大于或等于4.5m的高处落水后，穿着者应不受伤害，且救生衣无移位和损坏等异状出现。
4.3 耐温度性

4.3.1救生衣应能承受高温+ 65C，低温一30℃变化，其材料应无损坏迹象，无破裂，胀大或力学性能
的改变，自动及手动充气系统工作正常。
4.4 气室和充气系统的性能

4.4.1 救生衣应具有两个以上独立的气室，在任何一个气室失去浮力时，救生衣仍能符合4.2的要求。

4.4.2 气室应能在室温环境下承受内部超压后，救生衣无损坏迹象，无破裂、胀大或力学性能的改变，
充气部件应无明显损坏，同时应确保释放阀工作的有效性。

4.4.3正常包装好的救生衣，承受75比的动载荷和静载荷后应无胀大或机械性质的改变，且无漏气现
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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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充气头子应能承受来自各个方向的大小为(2201 1.0) N的作用力后，救生衣应能保持完好。

4.4.5 在15℃一25℃环境温度下，救生衣应在手动充气装置触发后5s内充气完毕。救生衣人水计时

自动充气时间不大于8so
4.4.6 自动充气装置应可靠，且具有防止误充气的能力;手动充气装置的手动拉力应不大于68No

4.4.7充气后的救生衣在空气中经12h后，压力降低应不大勺二10% a
4.4.8 在淡水中浸泡24h后，其浮力损失不超过5%.

4.4.9 放气装置应简单，且能快速放气。

4.4.10 嘴吹气管应无毛口，并带一个单向阀。单向阀初始打开压力应为1.OkPa一3.OkPa。当嘴吹气

管在压力为7kPa时的最低流量为85Umino

4.4.11 嘴吹气胀救生衣时，应允许一个成人在lmin内充气完毕，且肺功能不受损坏。

4.5 材料

4.5.1 充气室、充气系统及组件材料

4.5.1.1充气室、充气系统及组件材料应具有耐腐烂性、颜色稳定性、耐光照性和具有耐海水、油类及

霉菌的特性。

4.5.2 用于制造充气室的涂层织物

4.5.2.1 涂层的附着力应不小于50N/50， 宽。

4.5.2.2 涂层的湿态附着力应不小于50N/50mm宽。

4.5.2.3 撕裂强度应不小于35N0

4.5.2.4 经抗挠裂后不应有可见裂纹或损坏。
4.5.2.5 断裂强度应不小于200N/50mm宽。

4.5.2.6 湿态断裂强度应不小于200N/50mm宽。

4.5.2.7 延伸断裂率应不大于60%.

4.5.2.8 湿态延伸断裂率应不大于60%o

4.5.2.9 干态和湿态抗摩擦性应不小于三级。

4.5.2.10 耐海水性应不小于四级，试样的颜色变化应不小于四级。

4.6 气瓶

4.6.1用于救生衣充气的气瓶应具有船检机构颁发的产品证书和标记。用于制造气瓶的材料，应由制
造商提供材质证明书。

4.6.2 气瓶应整体冷镀锌，镀层均匀美观。

4.6.3 气瓶应无缝，表面应光洁、无折叠、夹杂、裂纹、严重划痕等影响气瓶强度的缺陷。表面印字应清

晰、完整、耐久。

4.6.4 瓶体爆破压力不得低于45MPa，破口应在瓶体上呈塑性，无碎片。

4.6.5 气瓶封口应采用高频焊接一次性封口。封盖膜片应光洁平整，爆破压力不得低于45MPao
4.6.6 气瓶与封盖膜片焊接应牢固，整体爆破时，爆破压力不得低于45MPa，破口不应在焊接处。

4.6.7 气瓶成品应进行60℃水浴试验，不得泄漏。

4.6.8 气瓶内的C仇纯度不低于99%，含水率不大于0.1%ao

4.6.9  C02充装系数不得大于0.67kg/Lo
4.6.10 气瓶内的C02经存放一年后应不少于其原贮气质量的85%0
4.6.11 气瓶限一次性使用。

4.6.12 在镀锌后的气瓶表面应清晰、完整地印有:
    — 制造厂标志及产品代号;

    —     C02贮量;

    — 气瓶成品的总质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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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造年份及生产批号;

    — 船舶检验机构的检验标志。

5 试验方法

5.， 一般检查

5.1.，确认救生衣附件已被船检机构认可。
5.1.2用目测方法检查救生衣外观，应符合4.1.1,4.1.2,4.1.3,4.1.5的要求。
5.1.3用测量方法检查反光带的总面积和装贴情况，应符合4.1.4的要求。

5.1.4 当参试者正确穿着救生衣落人水中，左、右手分别从哨笛袋中取出哨笛放至嘴部，又从嘴部放人

哨笛袋，哨笛放置的位置和线绳的长度应满足4.1.6的要求。

5.1.5 救生衣上的金属零件和部件按IS09227:1991)进行周期为%h的试验，然后对这些金属部件进行
检查，不应有明显的腐蚀或对救生衣的其他部分有不良影响，且不应降低救生衣的性能。
5.1.6 当救生衣置于相距小艇磁罗经500二 的位置时，金属部件对小艇上磁罗经的影响不应超过100

5.2 穿着试验

5.2.1穿着试验至少应由六名按表1选取的体格健壮的人员参加，每个参试者首先应穿着日常衣服受
试，然后改穿恶劣天气服装重复进行试验。经示范后，参试者应不经帮助在 lmin之内正确地穿上救生

衣 。

5.2.2 每一参试者应使用已充气和未充气两种状态的救生衣来进行。

5.2.3 观测者应评判:

    a) 穿着的难易与否及其速度;

    b)合身与否及其调整性。

5.3 水中性能试验

5.3.1试验方法
5.3.1.1水中性能试验由至少六名身高和体重如表1所要求擅长游泳的人员参试。全部试验应在平
静的淡水中进行，参试者应只穿游泳衣。

                                  表1 参试者的身高和体重

身 高 m 体 重 kg

1.40一1.60 1人:60以下;1人:60以 上。

1.60一1.80 1人 70以下;1人:70以上。

超过1.80 1人:80以下;1人:80以上。

注]:至少一人但不多于两人应为女性，但每一身高档中不应多于一名女性;

注2:除另有规定外，每一参试者获得的试验结果都应是救生衣认可的依据之一

5.3.1.2 参试者应熟悉每项试验，特别是对于放松及脸朝下时呼气的要求。参试者应不经帮助，只按

由制造厂所提供的说明书穿上救生衣。观测者应注意5.2.3的要求。

5.3.1.3 每一参试者应使用业经自动充气及人工充气同时还有一个气室未充气的救生衣来进行。对
于有一个气室充气的试验应按需要重复多次，让每个气室均在未充气的情况下参试一次。
5.3.1.4 复正试验:参试者应慢慢地至少划水三下(蛙泳)，然后在最小前进状态下放松，头朝下，肺部

半吸气，模仿一种极度衰竭的状态。记录从最后一次划水动作完成起至参试者口部离开水面的时间。
参试者呼气后 应重作上述试验，并按上述方法记录时间。当参试者静止时记录从水面至日部的高度、

躯体的角度和面部的角度。

5.3.1.5 落水试验:参试者完成复正试验后，应即刻从至少4.5m高度以双脚向下垂直跳落水中，当跳

人水中时应允许参试者在人水的片刻扶住救生衣以防止可能的伤害。待参试者静止下来后，记录从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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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至口部的高度、躯体的角度和面部的角度。
5.3.1.6 所有参试者，不穿救生衣，应尽力游过25m并登上一只救生筏或者其平面高出水面300mm的
一个刚性平台。所有能顺利完成上述动作的参试者应穿上救生衣再进行上述试验，应至少有2/3的参

试者能完成上述动作。

5.3.1.7 上述试验的记录数据均应满足4.2的要求。

5.4温度循环试验
5.4.1 将两件救生衣在未充气状态下按GB 4303-1984中5.3要求进行高、低温循环，应满足4.3的要

求。

5.4.2在每一温度循环后应立即按如下要求对自动及手动充气系统进行试验:
    a)在高温循环后，自十65℃的存放温度中将两件救生衣取出，其中一只放人十30℃的海水中采用

        自动充气系统充满气，另一只采用手动充气系统充满气;

    b)在低温循环后，自一30℃的存放温度中将两件救生衣取出，其中一只放人一1℃的海水中采用

        自动充气系统充满气，另一只采用手动充气系统充满气。

5.5 气室和充气系统的性能试验

5.5.1 压力试验
5.5.1.1充气浮力室应能在室温环境下承受内部过度压力。将一件救生衣用手动方法充气，充后释

放阀应不起作用，并将一个充满气体的气瓶按制造厂说明书装在同一充气机构上使之开始充气，救生衣

应满足4.4.2的要求。该试验所用的所有已充满气体的气瓶大小应与救生衣上标明的一致。
5.5.1.2将一个浮力室充气，并将另一个浮力室的充气头子用手动使之供气，所用的这个气瓶应充满

气体并且其大小应按制造厂说明书确定。应注意释放阀的工作情况是否能确保对超过部分的压力进行

释放。救生衣应满足4.4.2的要求。
5.5.1.3 空气保持试验:向一件救生衣上的一个充气浮力室灌人空气直至空气从过压阀中逸出;或者
对没有过压阀的救生衣，直至压力达到图纸和说明书所规定的设计压力。经 12h后，压力降低应满足

4.4.7的要求。
    然后将此试验在不同的气室内重复多次，直到每个气室内都按此方式进行过试验为止。

5.5.2 受压试验
    将救生衣以其正常包装的形式置于桌上。从150mm高处用is时间将一个底部直径为320mm的装

有75kg砂子的沙袋压在救生衣上。重复压10次，然后将沙袋放在救生衣上不少于3h。之后将救生衣

浸在水中使之完成充气。检查该救生衣应满足4.4.3的要求。

5.5.3 充气头子载荷试验
    充气头子载荷试验应用两件救生衣进行，一件已在一30℃的环境下存放达8h，另一件已在+65℃的

环境下存放8h。将它们穿在假人身上或试验模具上然后使之充气，再在充气头子上尽量靠近充气浮力
室的位置施加一个(200土10) N的稳定的力。这个载荷应保持5min，并在此期间不断改变该力的方向和

角度。完成此试验后，救生衣应满足4.4.4的要求。

5.5.4 防止误充气试验

    应通过将整个救生衣置于喷射水雾之中达到一定的时间来评估自动充气装置的防止误动作的能

力。救生衣应被正确地穿在肩高1500二 的成年型号的独立假人(如图1所示)身上。救生衣应处于穿

好的状态但不是处于能在水中使用的状态(即;如果在穿着状态下设备的盖子是盖着的，则让其在盖着

的状态下进行试验)。采用如图2所示的两股水雾向救生衣喷射淡水。一股水雾位于救生衣最高点以

上500mm,喷射角度为自假人垂直中心线至救生衣的底部线方向取150。另一喷嘴位于救生衣的底部水
平线上距救生衣500mm，指向救生衣。两喷嘴的喷射锥角为300，每个喷嘴上应均布多个小孔，每个小孔

的直径为(1.5t0.1)mm，所有小孔的总面积为(5015)mm2o
    此时空气温度为2090，并应以温度为18℃一20 ̀1C，压力为0.3kPa一0.4kPa和流量为600Uh状态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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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喷嘴后，救生衣的防止误充气能力应按以下顺

序进行:

    a) 向救生衣的正面用高位喷嘴喷射5min;

    b) 向救生衣的左侧用高位喷嘴喷射5min;
    c)向救生衣的背面用高位喷嘴喷射5min;

    d) 向救生衣的右侧用高位喷嘴喷射5mino

    在进行a),b)和d)的高位喷射的同时，水平喷嘴应

向正面、左侧和右侧(不包括背面)各喷 10次，每次3so

完成上述试验后，应将救生衣从假人身上脱下，浸入水中

以验证自动充气系统功能，应满足4.4.6的要求。

5.5.5 浮力损失试验
5.5.5.1 浮力损失试验应按GB 4303-1984中5.1进

行，应满足4.4.8的要求。

5.5.6 嘴吹气管气流测试

5.5.6.1 将一根吹气管于一水压计并联，在其用于正
常吹气的一头施加压力气体，另一头连于一个可测量 图2 自动充气系统的试验装置

0.工7m3/min的空气流量计。吹气管应直立安装。逐渐加大气体压力直至吹气管阀门打开，记录此时的
压力作为初始打开压力。然后继续加压，直至水压力计读数为(7.0士0.1)kPa，保持稳定状态，读取空气

流量计的读数作为吹气管的通过流量。以上二次的记录值均应满足4.4.10的要求。

5.6 充气室、充气系统及组件材料的试验

5.6.1材料试验
    充气室、充气系统及组件材料的耐腐烂和耐光照试验应按AATCC Method 30:1981和ISO 105-1304:

1988进行。光照按Class 4一Class5调定，应满足4.5.1.1的要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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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上述耐腐烂和光照试验后，应按IS05082:1982的抓取法试验材料的抗拉强度。在经向和纬向

的最小抗拉强度应不小于300N/25二 宽。

5.6.2 涂层积物的性能试验
5.6.2.1 涂层的附着力应按】SO 2411:1991中5.1所述方法试验，取值 100nun/min，应满足4.5.2.1的

要求。

5.6.2.2 涂层的湿态附着力。选按IS0188:1982进行老化试验，在(70.0士1.0)℃的淡水中浸泡(336士

0.5)h后，按IS02411:1991中5.1所述方法试验，取值100mm/min，应满足4.5.2.2的要求。
5.6.2.3 撕裂强度试验应按IS04674:1977方法Al进行，应满足4.5.2.3的要求。

5.6.2.4 抗挠裂试验应按IS07854:1984方法A进行，采用9000次挠曲，应满足4.5.2.4的要求。

5.6.2.5 断裂强度试验应按IS01421:1977进行，采用CRE或CRT方法，事先置于室温中历时(24土

0.5)h，应满足4.5.2.5的要求。
5.6.2.6 湿态断裂强度试验应按IS01421:1977进行，采用CRE或CRT方法，事先置于室温淡水中历时

(24土0.5)h，应满足4.5.2.6的要求。

5.6.2.7 延伸断裂试验应按IS01421:1977的CRE或CRT方法进行，事先置于室温中历时(24士0.5)h,

应满足4.5.2.7的要求。

5.6.2.8 湿态延伸断裂试验应按IS01421:1977的CRE或CRT方法进行，事先置于室温淡水中历时(24

土0.5)h，应满足4.5.2.8的要求。
5.6.2.9 耐光照试验应按IS0105-B02:1988进行，照过的试样与未照过的试样的反差应不小于五级。
5.6.2.10 干态和湿态抗摩擦试验应按IS0105-X12:1995进行，应满足4.5.2.9的要求。

5.6.2.11 耐海水试验应按IS0105-E02:1978进行，应满足4.5.2.10的要求。

5.7 气瓶的试验
5.7.， 核查船检机构颁发的气瓶的产品证书和制造商提供的材质证明书。

5.7.2 气瓶瓶体用专用工具与水压试验机连接后缓慢升压至瓶体爆破，其升压速度应不大于 1MPa/s,

管路中不得有气体，并应满足4.6.4的要求。
5.7.3 封口膜片试验如下:

    a) 日光下目测封口膜片的光洁和平整度。

    b)在专用试验装置上装有质量为lkg的重物，该重物上装有不小于。2管状头部呈45。斜刃的钢质
        撞针，将重物(此时撞针刃口垂直于封口膜片)从 IOOmn.高处作自由坠落，封口膜片应一次击穿。

    c)封口膜片用专用工具与水压试验机连接后，缓慢升压至45MPa以上，其升压速度应不大于

        1 MPa/s，管路中不得有气体，并应满足4.6.5的要求。

5.7.4     CO:纯度和含水率用ST-04型微量水色谱仪检查，应满足4.6.8的要求。

5.7.5 将气瓶浸没于60℃温水中，待水温恢复至60℃时，保温15nun，应满足4.6.7的要求。

5.7.6 在C02充灌前的半成品中抽样品，经封口后在气瓶底部钻不大于8mm的小孔，焊上进水管后整

体进行水压爆破试验，其升压速度不大于1 MPa/s，管路中不得有气体，并应满足4.6.6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
6.1.1制造商应按标准和有关产品的技术要求对外购件进行验收检查，并应检查外购件的各项试验报

告、证明及合格证是否齐备，并应提供船检机构出具的型式认可证书和产品证书。

6.1.2 制造商应按主管机关颁布的检验规定，向船检机构申请船用产品检验。

6.2 型式检验
62.1 首批试制的救生衣，船检机构在制造商的协助下按第4章和第5章的要求进行各项检查和试

验，经船检机构检验认可后始可投产   在制造商申请救生衣认可之前，应按本标准要求进行原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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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6.2.2 初始投产、转厂投产、停产两年后再生产，或更换工艺、材料时，均应视作首批试制，并应符合

6.2.1的规定，经船检机构检验认可后方可投产。

6.3 出厂检验
6.3.， 同工艺、同材料连续生产的救生衣以不超过500件为一批，每批救生衣的出厂检验抽样数量取

2%，但应不少于两件。
6.3.2 按5.1.1一5.1.4,5.2,5.3进行试验，并分别满足4.1,4.2中的有关要求。
6.3.3 出厂检验有一项不合格时，应取双倍数量进行复查。复查时，有一项结果不合格，则整批不合

格 。

7 标志、包装和存贮

7.1

7.1.1

标 志

  每件救生衣的明显部位应标明其名称、型号、制造厂名、制造编号、制造日期及批号、船检机构检

验标志和下次检修日期。

7.2 包装
7.2.1 经验收合格的救生衣应根据产品的要求分批量、件数包装。每件均用透明塑料袋密封包装。

7.2.2 每件救生衣均应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7.2.3 救生衣的包装应确保其不受雨雪侵蚀和在运输中不受损坏。

7.3 存贮

7.3.1救生衣应存放在温度为0一35̀C，相对湿度不大于85%的库房内，且不受挤压。

7.3.2 救生衣应避免直接接触油、酸、碱等有严重腐蚀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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