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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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２６２４—２００９《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的测试方法部分。本标准

与ＧＢ／Ｔ１２６２４—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通用条件部分；

———删除了舒适性和适应性部分；

———增加了无害性的测量（见４．１）；

———增加了手套尺寸的测量（见４．２）；

———增加了防护手套穿戴时间与脱卸时间的测定（见４．３）；

———增加了抓握性能测试方法（见４．８）。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代尔塔（中国）安全防护有

限公司、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山东登升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双安劳保橡胶公司、浙江东亚手套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童遂放、唐一鸣、杨晓彪、徐毅、周星余、赵磊、刘钢、俞捷、马罡亮、任克京。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２６２４—１９９０、ＧＢ／Ｔ１２６２４—２００６、ＧＢ／Ｔ１２６２４—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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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护手套（以下简称“手套”）的无害性、手套尺寸、穿戴时间与脱卸时间、灵活性、水蒸

气渗透性、水蒸气吸收性、抗渗水性、抓握性能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用防护手套的通用测试方法。

本标准不适用于消防员用防护手套、医疗用防护手套以及防护手套的特殊防护性能测试方法。

注：特殊防护性能是指针对特定危害种类而提供的防护性能，例如机械危害防护、化学危害防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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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４７４４　纺织物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静水压法

ＧＢ／Ｔ７５７３　纺织品　水萃取液ｐＨ值的测定

ＧＢ／Ｔ１１０４８　纺织品　生理舒适性　稳态条件下热阻和湿阻的测定（蒸发热板法）

ＧＢ／Ｔ２２８０７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六价铬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８９０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柔软皮革防水性能的测定

ＱＢ／Ｔ２７２４　皮革　化学试验　ｐＨ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手套　犵犾狅狏犲

用来保护手部免受伤害的手部防护装备。

注：也可以增加长度覆盖前肢和整个胳膊。

［ＧＢ／Ｔ１２９０３—２００８，定义８．１．１］

３．２

手套背部　犵犾狅狏犲犫犪犮犽

手套覆盖手背的部分。

３．３

手套掌部　犵犾狅狏犲狆犪犾犿

手套覆盖手掌的部分。

３．４

灵活性　犱犲狓狋犲狉犻狋狔

手戴上手套后完成一项任务的灵活程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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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测试方法

４．１　无害性测试方法

４．１．１　狆犎值的测试

试样应从手套掌部提取。如手套其他部位的材料与掌部不同，应同时就其他材料进行取样测试。

如果手套由多层组成，应按整体进行测试。

皮革材料手套，按ＱＢ／Ｔ２７２４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纺织品材料手套，按ＧＢ／Ｔ７５７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１．２　六价铬的测试

皮革类材料按照ＧＢ／Ｔ２２８０７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如手套含有不同种类的皮革材料，应对所有种类皮革分别进行测试，取所有测试结果的最高值。

４．２　手套尺寸测试方法

４．２．１　手部尺寸的测试

测量以下两个部位：

ａ）　掌围（拇指和食指的分叉处向上２０ｍｍ处的围长）；

ｂ）　手长（从腕部到中指指尖的距离）。

结果精确到１ｍｍ。

测量部位见图１。

　　说明：

１———手长；

２———背部；

３———掌部。

图１　手部尺寸的测量

４．２．２　手套长度的测试

手套长度以精度不低于０．１ｍｍ的直尺测量，由手套背面中指的顶部至手套的底部。

如果手套是用弹性材料制成的，或者手套有弹性护腕，则测量手套长度时应保持样品自然伸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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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结果精确到１ｍｍ。

４．２．３　手套宽度的测试

手套的宽度以精度不低于０．１ｍｍ的直尺测量。

测量时，手套应自然平放于测试平台上，在手套拇指和食指的分叉处向上２０ｍｍ处测量手套掌部

的最短距离。

结果精确到１ｍｍ。

４．３　穿戴时间与脱卸时间测试方法

４．３．１　试样的数量和状况

试样为３双同一规格的新手套，未经过任何软化处理（例如拍打或挤压等）。应在（２３±２）℃和相对

湿度（５０±５）％的条件下至少放置２４ｈ。

４．３．２　测试设备

精度为０．１ｓ的计时器。

４．３．３　测试步骤

应由１名穿戴人员与１名计时者进行测试。

穿戴人员应在了解手套的佩戴要求后开始测试。

穿戴人员手部尺寸应与所测试的手套尺寸规格匹配。

测试前试样应置于易于拾取的平台上。

穿戴时间计时从穿戴人员从平台拿起手套开始，至穿戴完成后向计时者展示穿戴状态为止。

脱卸时间计时从穿戴人员双手穿戴手套完好开始，至穿戴人员将手套置于平台上为止。

注：为保留测试过程，可使用视频记录的方式作为补充。

４．３．４　测试结果

每双试样的穿戴时间和脱卸时间应分别记录，并计算３双试样的算术平均值。

穿戴时间与脱卸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应修约至整数。

４．４　灵活性测试方法

４．４．１　试样的数量和状况

试样为２双同一规格的新手套，未经过任何软化处理（例如拍打或挤压等）。应在（２３±２）℃和相对

湿度（５０±５）％的条件下至少放置２４ｈ。

４．４．２　测试设备

５根研磨过的不锈钢测试棒。每根长４０ｍｍ，直径分别为５．０ｍｍ、６．５ｍｍ、８．０ｍｍ、９．５ｍｍ、

１１．０ｍｍ。

４．４．３　测试步骤

将测试棒放在一个平整表面上，１名手部尺寸与手套匹配的穿戴人员戴上手套，用食指和拇指夹拾

测试棒。穿戴人员应在３０ｓ内顺畅地连续拾起测试棒３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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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　测试结果

分别记录按照４．４．３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４次测试后所能拾起的最小的测试棒的直径，即为测试

结果。

４．５　水蒸气渗透性测试方法

４．５．１　皮革手套的水蒸气渗透性测试

４．５．１．１　原理

将皮革试片固定在装有固体干燥剂的测试瓶口，测试瓶在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运动，水蒸气通过皮

革试样被固体干燥剂吸收，在规定时间内称量测试瓶，确定这段时间内水蒸气通过皮革被干燥剂吸收的

重量。

４．５．１．２　测试设备和材料

测试设备和材料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ａ）　测试瓶。如图２所示。配有带螺纹的盖子，盖子上有直径３０ｍｍ的圆孔，圆孔与瓶颈内径大

小相等。瓶口平面与瓶颈内壁垂直。

ｂ）　测试瓶支架。由电机带动，以（７５±５）ｒ／ｍｉｎ的速度旋转。测试瓶安放在此圆形支架上，测试

瓶的轴线与圆轴线平行，两轴线相距６７ｍｍ（见图２）。

ｃ）　风扇。正对测试瓶口，由３个互为１２０°角的叶片组成。扇叶平面与圆轴线平行，扇叶尺寸为

７５ｍｍ×９０ｍｍ。运动时，扇叶距瓶颈最近距离不应小于１５ｍｍ。风扇转速为（１４００±１００）ｒ／ｍｉｎ。

ｄ）　刚烘干的硅胶。应在（１２５±５）℃的烘箱内烘干至少１６ｈ，然后在密闭容器中至少冷却６ｈ。

硅胶颗粒直径应大于２ｍｍ。

ｅ）　天平。精确到０．００１ｇ。

ｆ）　游标卡尺。精度０．１ｍｍ。

单位为毫米

图２　水蒸气渗透性测试瓶和测试瓶支架

４．５．１．３　试样的数量和状况

从准备测试的３只手套上分别切取边长为５０ｍｍ的方形试片。试片应平整没有裂痕。

除非有特别指定方法，否则按以下方法轻轻抛光粒面：将试片粒面朝上放在桌上。取１８０目的金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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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纸放在试片上，用大约２Ｎ的压力均匀地朝各个方向滑行１０次。从抛光后的皮革试片上切取一块直

径与瓶颈外径相等（约为３４ｍｍ）的圆形试样。

４．５．１．４　测试步骤

测试环境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

测试按以下顺序进行：

ａ）　在测试瓶中放入半瓶的刚烘干的硅胶。将试样使用面向内固定在瓶口上。把瓶子固定在机器

上，开动电机。

ｂ）　在两个垂直方向用游标卡尺测量第二个瓶子的瓶颈的内径，记录直径平均值犱，精确到

０．１ｍｍ。

ｃ）　当机器转动１６ｈ后，停机，取下第一只测试瓶。将另一半刚干燥的硅胶（５９．０±０．５）ｇ装入第

二只测试瓶。同时把试样从第一个瓶子取下，装到第二个瓶上，粒面朝里，夹紧并确保试样与

瓶口密封（见图２）。

ｄ）　迅速将第二个装有硅胶、试样的瓶子称重并记录称重时间。把瓶子放入机器上的固定位置，

开动电机。

ｅ）　在电机运行不小于７ｈ，不大于１６ｈ的时候，关闭电机，取出瓶子并称重。记录称重时间。

４．５．１．５　测试结果

按式（１）计算水蒸气渗透性犘：

犘＝
６０犿·４００

π·犱
２·狋

…………………………（１）

　　式中：

犘 ———水蒸气渗透性测试值，即增重与时间间隔的比值，单位为毫克每平方厘米小时［ｍｇ／（ｃｍ
２·ｈ）］

犿 ———两次称重的增重，单位为毫克（ｍｇ）；

犱 ———瓶子的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狋 ———两次称重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分（ｍｉｎ）。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手套的水蒸气渗透性应为从３个试样上测得的３个结果的平均值。

４．５．２　织物手套的水蒸气渗透性测试

按照ＧＢ／Ｔ１１０４８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６　水蒸气吸收性测试方法

４．６．１　试样制备

从３只手套上分别切取１块直径８５ｍｍ的圆形试样。试样应平整，没有缝线或材质缺陷。

试样应在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的环境下放置２４ｈ。

４．６．２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为一个由顶盖和底座组成的吸水汽性测试盘，开口直径为５６ｍｍ，深（３０±１）ｍｍ（见

图３）。顶盖和底座之间应放置橡皮或金属密封垫帮助夹紧试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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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顶盖；

２———密封垫；

３———样品；

４———底座。

图３　水蒸气吸收性测试装置

４．６．３　测试步骤

测试环境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

先对预处理后的试样称重，再把试样放在测试设备的底座上，下盖内已装有５０ｃｍ３的水。注意手

套内面应朝下放置。垫好密封圈后将盖上顶盖，轻轻拧紧固定螺栓。

８ｈ后，移开顶盖，迅速取出试样进行称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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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　测试结果

吸水汽性以增重与试样表面积的比值计，数值以ｍｇ／ｃｍ
２表示，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结

果取３个试样的测试结果的最小值。

４．７　抗渗水性

４．７．１　皮革材料手套抗渗水性测试

按ＧＢ／Ｔ２２８９０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７．２　纺织品材料手套的抗渗水性测试

按ＧＢ／Ｔ４７４４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８　抓握性能测试方法

４．８．１　原理

对试验人员不戴手套拉绳索的能力与同一人员戴上手套后拉绳索的能力进行比较，判断手套的抓

握性能。

４．８．２　测试装置

本试验所需试验装置包括：

三股预拉聚酯绳：１根，直径为９．５ｍｍ；

测力仪：量程为０Ｎ～１０００Ｎ，精度为±１Ｎ；

角铁架：高度为２ｍ。

４．８．３　试样的数量和状况

至少要有２位试验人员参加试验，对每种规格至少测试４双新手套，未经过任何软化处理（例如拍

打或挤压等）。应在（２３±２）℃和相对湿度（５０±５）％的条件下至少放置２４ｈ。

４．８．４　测试步骤

测试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选择手部尺寸符合试样规格的试验人员；

ｂ）　将绳索接在测力仪的拉钩上，并将测力仪挂于角铁架上；

ｃ）　每位试验人员应通过绳索和双手３次成功拉起尽可能多砝码。试验时，试验人员的双脚不应

离地。３次拉起砝码的平均重量即为徒手拉重能力；

ｄ）　每位试验人员至少试验两副手套，每个试验应进行３次，取其平均值。

４．８．５　测试结果

每副手套试验后均应按式（２）计算戴手套与徒手的拉重力之比：

犚Ｐ＝
犘ｗ

犘ｂ

×１００％ …………………………（２）

　　式中：

犚Ｐ ———拉重力比；

犘ｗ———戴手套拉重力，单位为牛（Ｎ）；

犘ｂ———未戴手套拉重力，单位为牛（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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