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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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6568—2008《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与GB/T6568—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屏蔽效率和面罩定义(见3.3、3.5,2008年版的3.3、3.6);

c) 更改了分类(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适用于交流1000kV、直流±660kV~±1100kV等电压等级屏蔽服装技术要求(见

5.1.4、5.1.9和5.2.5,2008年版的5.2.1、5.2.6和5.3.5);

e) 删除了技术要求中的总则(见2008年版的5.1);

f) 增加了技术要求中撕裂强力的要求(见5.1.1);

g) 增加了撕裂强力试验项目(见6.1.1);

h) 更改了屏蔽效率试验主要设备(见6.1.4.1,2008年版的6.1.1.1);

i) 更改了耐磨损试验方法,增加了最大耐磨转数的确定(见6.1.3,2008年版的6.1.7);

j) 增加了外观检查(见6.2.1);

k) 删除了试验方法中试验报告(见2008年版的6.1.1.7、6.1.2.6、6.1.3.6、6.1.4.5、6.1.5.5、6.1.6.5、

6.1.7.7、6.1.8.7、6.2.1.5、6.2.2.5、6.2.3.4、6.2.7.4、6.2.8.4、6.2.9.5);

l) 删除了试验方法中试验结果(见2008年版的6.1.6.4、6.1.7.6、6.2.1.4、6.2.2.4、6.2.3.3);

m) 更改了试验方法中试验结果(见6.1.2.5、6.1.4.6、6.1.5.5、6.1.6.5、6.1.7.4、6.1.8.4、6.2.8.3、

6.2.9.3,2008年版的6.1.8.5、6.1.1.6、6.1.2.5、6.1.3.5、6.1.4.4、6.1.5.4、6.2.7.3、6.2.8.3);

n) 删除了耐洗涤性能试验总体要求(见2008年版的6.1.6);

o) 删除了帽子屏蔽性能试验、面罩屏蔽效率试验和整套屏蔽服装电阻试验中与第5章重复的要

求内容(见2008年版的6.2.4~6.2.6);

p) 更改了整套屏蔽服装内部电场强度试验的主要设备及试验程序中场强表测量位置(见6.2.8,

2008年版的6.2.7);

q) 更改了整套屏蔽服装内流经人体电流试验的主要设备(见6.2.9,2008年版的6.2.8);

r) 删除了整套衣服通流容量试验项目(见2008年版的6.2.9);

s) 更改了型式试验需要的布料尺寸要求(见7.1,2008年版的7.1);

t) 删除了验收试验总体要求(见2008年版的7.4);

u) 更改了基本检查(见7.3.1,2008年版的7.4.1)

v) 更改了例行试验为预防性试验(见7.4,2008年版的7.3);

w) 更改了产品装箱单和合格证要求(见9.2,2008年版的9.2);

x) 增加了使用和号型(见9.4、9.5);

y) 更改了服装号型中部分可选号型的尺寸(见C.2,2008年版的C.1.2)。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0895:2020《带电作业 导电服装》。
本文件与IEC60895:2020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见附

录A。
本文件与IEC60895:2020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空白位置用垂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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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标准名称改为《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和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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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带电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金华供电公司、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广州局、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州

供电公司第二名称:湖州电力局、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

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丹东安和兴服装有限公司、江苏永盛电力器

材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莹、方玉群、郑武略、刘凯、张永、陈柔、陈崇敬、彭勇、岳灵平、唐盼、闸勇、

楼鑫、扎西、雷兴列、李龙、罗达、郑孝干、尹朋博、王云锋、王宁、刘泰蔚、翁珠奋、高冬、王建山。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6首次发布为GB/T6568.1—1986、GB/T6568.2—1986,2000年第一次修订;
———2008年第二次修订时,合并GB/T6568.1—2000和GB/T6568.2—2000的内容;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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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和使用,给出了服装分

类说明,描述了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交流110(66)kV~1000kV、直流±50kV~±1100kV等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

上进行带电作业时,作业人员所穿戴的屏蔽服装的设计、生产、试验及使用。
  注: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包括上衣、裤子、手套、袜子、鞋子和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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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35.1 服装号型 男子

GB/T2662 棉服装

GB/T2668 单服、套装规格

GB/T12624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

GB/T14286 带电作业工具设备术语(GB/T14286—2021,IEC60743:2013,MOD)
GB/T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GB/T16927.1—2011,IEC

60060-1:2010,MOD)
DL/T976 带电作业工具、装置和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IEC60456 家用洗衣机 性能测量方法(Clotheswashingmachinesforhouseholduse—Methods
formeasuringtheperformance)

3 术语和定义

GB/T1428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分流连接线 shuntconductivewire
安置在衣、裤、袜、帽、手套等接缝处,能承担衣服中的主要电流通路,并能保证良好电气连接的金属

软线。

3.2
撕裂强力 tearforce
在规定条件下,使试样上初始切口扩展所需的力。
[来源:GB/T3917.2—2009,3.3]

3.3
屏蔽效率 screeningefficiency
没有屏蔽时接收电极上的电压(Uref)与经屏蔽后接收电极上的电压(U)比值的对数值。

  注:衡量屏蔽服装衣料屏蔽性能的一项相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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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衣料电阻 clothingmaterialelectricalresistance
衣料表面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环形面积的直流电阻值。

3.5
面罩 facescreen
由导电材料和阻燃材料编织的网格状织物。

  注:网格的大小以不影响视力,又能屏蔽面部的电场强度为原则,面罩与屏蔽服装的帽子间电气连接良好,保护人

体面部免受电场伤害。

4 分类

屏蔽服装根据样式的不同分为Ⅰ型、Ⅱ型。Ⅰ型为分体式,即上衣和裤子分开,用于交流110(66)kV~
500kV、直流±50kV~±500kV电压等级的带电作业;Ⅱ型为连体式,即连体式衣裤帽并配有面

罩,可根据电压等级配备针织式手套袜子或长筒式手套袜,用于交流1000kV及以下、直流±110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带电作业。屏蔽服装分类示意图见图1。

a) Ⅰ型屏蔽服装 b) Ⅱ型屏蔽服装

  标引序号说明:
1———帽子;
2———面罩;
3———连体式服装;
4———导电手套;
5———上衣;
6———等电位连线;
7———裤子;
8———导电袜;
9———导电鞋。

图1 屏蔽服装分类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5.1 衣料技术要求

5.1.1 撕裂强力

用于制作屏蔽服装的衣料,按6.1.1描述的方法试验,其撕裂强力不应小于15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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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用于制作屏蔽服装的衣料,按6.1.2描述的方法试验,对导电纤维类衣料,衣料的经向断裂强度不应

小于343N,纬向断裂强度不应小于294N;对导电涂层类衣料,衣料的经向断裂强度不应小于245N,纬向

断裂强度不应小于245N。经向、纬向断裂伸长率均不应小于10%。

5.1.3 耐磨性能

衣料应耐磨损,使衣服具有一定的耐用性。用于制作屏蔽服装的衣料,按6.1.3描述的方法试

验,经过500次摩擦试验,衣料电阻不应大于1Ω,衣料屏蔽效率应满足5.1.4要求。

5.1.4 屏蔽效率

用于制作屏蔽服装的衣料,按6.1.4描述的方法试验,其屏蔽效率应满足表1要求。

表1 衣料屏蔽效率

适用电压等级
交流750kV及以下/

直流±660kV及以下

交流1000kV/

直流±800kV
直流±1100kV

屏蔽效率

dB
≥40 ≥60 ≥70

5.1.5 衣料电阻

用于制作屏蔽服装的衣料,按6.1.5描述的方法试验,其电阻不应大于800MΩ。

5.1.6 熔断电流

用于制作屏蔽服装的衣料,按6.1.6描述的方法试验,其熔断电流不应小于5A。

5.1.7 耐电火花性能

衣料应具有一定的耐电火花能力,在充电电容产生的高频火花放电时不烧损,仅炭化而无明火蔓

延,按6.1.7描述的方法试验,衣料炭化破坏面积不应大于300mm2。

5.1.8 耐燃性能

衣料与明火接触时,应能阻止明火蔓延。
按6.1.8描述的方法试验,试样的炭长不应大于300mm,燃烧炭化面积不应大于100cm2,且烧坏

面积不应扩散到试样的边缘。

5.1.9 耐洗涤性能

应确保在多次洗涤后,衣料的电气和耐燃性能无明显降低。
按6.1.9描述的方法试验,在衣料做过洗涤试验后,电阻不应大于1Ω,屏蔽效率满足5.1.4要求,熔

断电流不应小于5A,燃烧炭化面积不应大于100cm2。

5.2 成品技术要求

5.2.1 上衣、裤子

上衣、裤子采用屏蔽服装的衣料制成,按6.2.2描述的方法试验,上衣、裤子各最远端点之间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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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应大于15Ω。

5.2.2 手套、袜子

手套和袜子均应采用导电材料制成,按6.2.3描述的方法试验,手套及袜子的电阻均不应大于

15Ω。

5.2.3 鞋子

鞋底、鞋垫及分流连接线均应采用导电材料制成,鞋里的底面与鞋底能电气导通,按6.2.4描述的

方法试验,鞋子的电阻不应大于500Ω。

5.2.4 帽子

应确保帽子和上衣之间的电气连接良好。帽子应能通过屏蔽性能试验,帽子的屏蔽性能试验应在

整套衣服的屏蔽性能试验中,按6.2.8描述的方法一起进行试验。对Ⅰ型屏蔽服装,帽子的保护盖舌和

外伸边沿应确保人体外露部位(如面部)不产生不舒适感,并应确保在最高使用电压情况下,人体外露部

位的表面场强不应大于240kV/m。

5.2.5 面罩

Ⅱ型屏蔽服装应配置屏蔽面罩,按6.1.4描述的方法试验,±1100kV屏蔽服装配置面罩屏蔽效率

不应小于30dB,其余电压等级面罩屏蔽效率不应小于20dB。

5.2.6 整套屏蔽服装

对屏蔽服装膝部、臀部、肘部及手掌等易损部位,宜用双层衣料适当加强,以提高整套屏蔽服装的耐

用性能。根据屏蔽服装款式设计,可采用屏蔽服装面料制作导电头罩、围巾等,以提高整套屏蔽服装屏

蔽性能。
应对组装好的整套屏蔽服装进行试验检查。按6.2.7描述的方法试验,整套屏蔽服装最远端点之

间的电阻值均不应大于20Ω。按6.2.8描述的方法试验,衣服胸前以及帽内头顶等两个部位的体表场

强均不应大于15kV/m,测量人体外露部位(如面部)的体表局部场强不应大于240kV/m;按6.2.9描

述的方法试验,屏蔽服内流经人体的电流不应大于50μA。

5.2.7 分流连接线及连接头

上衣、裤子、手套、袜子、帽子等适当部位应安放分流连接线,每路分流连接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1mm2,且不易折断。上衣、裤子均应有两路独立的分流连接线及连接头通道,手套与上衣之间或袜子

与裤子之间若能通过衣料直接接触而使其在电气上导通,手套和袜子可分别只装配一个连接头,若不能

导通则应装配两个独立连接头。

6 试验方法

6.1 衣料试验

6.1.1 撕裂强力试验

6.1.1.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台指示或记录撕裂强力的试验仪,其撕裂强度误差不应超过±1%,记录夹钳间距的误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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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超过±1mm。

b) 仪器两夹具的中心点应处于拉力轴线上,夹具的端线应与拉伸直线成直角,夹持面应在同一平

面内。夹具应保证既能夹持住试样而不使其滑移,又不会割破或损坏试样。如果夹具不能防

止试样滑移,可在夹持面上使用适当的衬垫材料。

6.1.1.2 试样

6.1.1.2.1 取样

试样可在大匹布料上剪取,也可在样品布上剪取。如在大匹布料上剪取时,应在离开布端至少2m
处取样;如在样品布上剪取,应在距布边至少50mm处剪取。试样的中心点应在样品布料的45°对角线

上,试样上不应有影响试验结果的严重疵点及整理剂浸轧不匀等。试样面积根据试验操作要求决定。

6.1.1.2.2 试样准备

剪取并精确修整边纱,使试样宽50mm,长200mm,每个试样应从宽度方向的正中切开一长为

100mm的平行于长度方向的裂口,将试样尾端切开成2条,每条称为裤腿,在试样中间距未切割端

25mm处标出撕裂终点(见图2)。试样长度方向分别与布料经向和纬向方向一致的各3块,共计6块。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撕裂终点;

2———切口。

图2 衣料抗撕裂试验试样尺寸

6.1.1.2.3 试样处理

试验前应将试样放置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24h以上,以适应试

验环境。

6.1.1.3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 的环境中进行。

6.1.1.4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将试验仪的隔距长度设定为100mm。

b) 将试样的每条裤腿夹入一只夹具中,切割线与夹具的中心线对齐,试样的未切割端处于自由状

态,试样布置如图3所示。注意保证每条裤腿固定于夹具中使撕裂开始时是平行于切口且在

撕力所施方向上。试样不用预加张力;

c) 开启试验仪,以100mm/min的拉伸速度,将试样持续撕破至试样的终点标记处,记录撕裂

强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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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上夹具;

2———试样;

3———下夹具;

T———试验加载力,单位为牛(N)。

图3 衣料撕裂强力试验试样布置

6.1.1.5 试验结果

取6块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衣料撕裂强力。

6.1.1.6 试验注意事项

试验注意事项如下:

a) 在试验中,如果试样在夹具处滑移不对称或滑移量大于2mm、撕裂不完全且撕裂未按照施力

方向进行的,应重换试样试验;

b) 操作时,应防止夹钳口内试样扭转歪斜。

6.1.2 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试验

6.1.2.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台具有指示或记录加于试样上使其拉伸直至脱离的最大力以及相应试样伸长率的等速伸长

试验仪。试验仪指示或记录断裂力的误差不应超过±1%,指示或记录夹钳间距的误差不应超

过±1mm。

b) 仪器两夹具的中心点应处于拉力轴线上,夹具的端线应与拉伸直线成直角,夹持面应在同一平

面内。夹具应保证既能夹持住试样而不使其滑移,又不会割破或损坏试样。如果夹具不能防

止试样滑移,可在夹持面上使用适当的衬垫材料,夹持宽度不小于60mm。

6.1.2.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剪取并精确修整边纱,使试样宽50mm,长200mm,试样长度方向分别与布料经向和纬向方

向一致的各3块,共计6块;

b) 取样方法同6.1.1.2.1;

c)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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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进行。

6.1.2.4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在铗钳中心位置夹持试样,并保证拉力中心线通过铗钳中点。

b) 给试样施加10N的预张力,记录试样长度L0。

c) 开启试验仪,以100mm/min的速度拉伸试样至断脱。记录断裂强度,断裂长度L1。
断裂伸长率按下列公式(1)计算:

E=
L1-L0

L0
×100% …………………………(1)

  式中: 
E ———断裂伸长率,% ;

L1———断裂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0———初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6.1.2.5 试验结果

以经向及纬向的3块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衣料经向、
纬向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指标。

6.1.2.6 试验注意事项

试验注意事项如下:

a) 在试验中,如果试样在钳口处滑移不对称或滑移量大于2mm时,应重换试样试验;

b) 操作时,应防止夹钳口内试样扭转歪斜。

6.1.3 耐磨性能试验

6.1.3.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台圆盘式织物耐磨试验机,其工作盘直径为140mm,工作盘转速为75r/min,砂轮磨擦轨

迹宽24mm,选用砂轮规格为150粒碳化硅砂轮;

b) 一副求积仪。

6.1.3.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试样为各边分别与经纱和纬纱平行的矩形,尺寸为240mm×240mm的方形试样,共3块;

b) 取样方法同6.1.1.2.1;

c)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6.1.3.3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及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进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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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修整砂轮,使砂轮露出新磨擦面,并用砂纸手磨砂轮棱角。砂轮每使用500r后,应重复修整

一次,以保证试验的正确性。

b) 将试样放在工作盘上固定,使试样平整舒展,并给试样表面施加2.5N的压力。

c) 启动耐磨试验机,同时启动吸尘器,并用毛刷清扫砂轮,保持砂轮上无粉末吸附。当砂轮转数

小于500r时,观察试样表面变化,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则停止耐磨试验机,记录砂轮转数(该
值即为试样的耐磨转数),试样结束:
———出现网格状损坏的面积大于或等于6cm2 时;
———出现单个洞眼的面积大于或等于2cm2 时。

d) 当砂轮转数达到500r时,停止耐磨试验机,并按6.1.4测量衣料屏蔽效率,按6.1.5在试样5个

不同位置测量衣料电阻。

6.1.3.5 最大耐磨转数的确定

试样程序按照6.1.3.4。但应每隔200r停机一次,按6.1.4测量衣料屏蔽效率,按6.1.5在试样5个

不同位置测量衣料电阻。
最大耐磨转数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若试验过程中,试样表面变化出现6.1.3.4c)的任一情形,但此时试样的屏蔽效率和电阻分别

满足5.1.3要求,则试验中砂轮总转数即为试样的最大耐磨转数;
———否则,试样的最大耐磨转数等于试验中耐磨试验机上一次停机时的砂轮转数。
试验结果取3块试样最大耐磨转数的算术平均值。
每块试样的最大耐磨转数与试验结果之间的差不应大于40%,否则舍去误差最大的试样测量

值,重新补充试样试验,直至符合规定为止。

6.1.4 屏蔽效率试验

6.1.4.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台频率为50Hz、电压有效值为600V的正弦波电压发生器(波形符合GB/T16927.1的要

求);

b) 一个按图4制造的黄铜电极,内装10MΩ负载电阻,总质量为3kg;

c) 一台输入阻抗大于2MΩ的电压测量仪器(电压表或示波器);

d) 一台精度不低于1.5级的电压表;

e) 一块直径为400mm、厚度为5mm±0.5mm的橡胶板,其表面硬度为肖氏级60度~65度;

f) 一块直径为300mm并带有接线柱的黄铜板;

g) 一块直径为400mm的圆形绝缘板。
衣料屏蔽效率试验电极装置结构详见图4。

8

GB/T6568—2024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上盖;

2———屏蔽外壳;

3———固定电缆螺孔;

4———电缆连接测量仪表;

5———接地螺母;

6———屏蔽电极;

7———绝缘板;

8———接收电极;

R———负载电阻。

图4 衣料屏蔽效率试验电极装置

6.1.4.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在样品布上距布边至少50mm处剪取尺寸为180mm×180mm的方形试样,共计3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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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取样方法同6.1.1.2.1;

c)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如试品是使用中的旧衣服,则在衣服不同部位测试,不必剪样。

6.1.4.3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及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进行。

6.1.4.4 试验安装

6.1.4.4.1 将下列部件按顺序放置在一个水平支架上:

a) 直径为400mm的圆形绝缘板;

b) 直径为300mm的圆形金属板;

c) 直径为400mm的合成橡胶板;

d) 最小尺寸为120mm×120mm的试样;

e) 电极装置(放置位置不应超出试样边缘)。

6.1.4.4.2 将下列端子连接在一起并接地:

a) 电压发生器的低压端;

b) 电极装置的接地部分;

c) 电压表的低压端。

6.1.4.4.3 将下列装置连接在一起并对地绝缘:

a) 电压发生器的高压端;

b) 直径为300mm的金属板的连接柱;

c) 电压表的高压端。

6.1.4.5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在没有试样的情况下,将频率为50Hz的600V电压有效值施加到测量设备的电极之间,在测

量仪表上读出电极输出端的电压值,此值即为基准电压,用符号Uref表示;

b) 拿起电极装置,将试样紧贴在合成橡胶板的上面铺展平整,放上电极装置,读出电极输出端的

电压值,用符号U 表示。

6.1.4.6 试验结果

屏蔽效率按公式(2)计算:

SE=20lg(Uref/U) …………………………(2)

  式中: 
SE ———屏蔽效率,单位为分贝(dB);

Uref ———基准电压值(没有屏蔽时),单位为伏(V);

U ———屏蔽后的电压值,单位为伏(V)。
取3块试样屏蔽效率的算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衣料的屏蔽效率。

6.1.5 衣料电阻试验

6.1.5.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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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台精度不低于0.2级电桥。

b) 一个圆柱形四端环形电极,其四个圆环用厚度为15mm的有机玻璃圆盘装配在一起,底面加

工成同一水平面,并镀以5μm厚的黄金。电极柱总高为53mm,有效测试面是一个内圆直径

为44mm、外圆直径为114mm的环形面。电极材料选用黄铜,自重2.8kg,附加质量20kg
[电极尺寸详见图5a),电极附加重块尺寸见图5b)]。

单位为毫米

a) 衣料电阻测量电极

图5 衣料电阻测量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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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b) 衣料电阻测量电极附加重块

标引序号说明:

1  ———中心圆柱形电极;

2,4,5———环形电极;

3 ———有机玻璃绝缘板;

6 ———与试样接触的水平表面;

7 ———定位螺丝;

8 ———接线柱;

9,10 ———铸铁材料附加重块;

11 ———有机玻璃绝缘板。

图5 衣料电阻测量电极 (续)

6.1.5.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在试品布上距布边至少50mm处剪取尺寸为240mm×240mm的方形试样,共计3块;
b) 取样方法同6.1.1.2.1;
c)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如试品是使用中的旧衣服,则在衣服不同部位测试,不必剪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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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3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进行。

6.1.5.4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连接电桥与测量电极之间的连接线,电极内、外两个圆电极为电流端,中间两个圆电极为电压端。
b) 将试样用绣花框绷平,以尽量减少试样折皱,然后放在光滑平整的绝缘板上,绝缘板上垫有

5mm厚毛毡。
c) 测量电极放在试样上,使之接触良好,然后将附加重块20kg压在电极上。此时电桥指示值即

为测量的电阻值。
分别在每块试样5个不同位置测试,3块试样共测得15个数据。

6.1.5.5 试验结果

在3块试样的15个试验数据中去掉最大读数值和最小读数值,取中间13个读数值的算术平均值

(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衣料电阻值。

6.1.6 熔断电流试验

6.1.6.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个用绝缘材料构成的电极支撑架(见图6),用来固定测试电极和试样;
b) 4块用3mm厚的黄铜板做成的测试电极板,在电极支撑架的两端各由两块电极板构成测试

电极,每块电极板尺寸为20mm×90mm,与试样的接触面积为20mm×20mm,电极板表面

应光滑平整;
c) 一台精度不低于1%的调压器;
d) 一台精度不低于1%的交流电流表;
e) 一个秒表;
f) 一个防风试验柜,如图7a)所示,其尺寸见图7b)。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电极;

2———绝缘支撑架。

图6 熔断电流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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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试验柜外形图

b) 试验柜加工图

标引序号说明:

1———通气孔。

图7 试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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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在样品布上距布边至少50mm处,分别按经向和纬向各剪取3块尺寸为200mm×25mm的

矩形试样,共计6块,然后精确修整边纱,使其宽度为20mm(公差为1/2根纱);

b) 含有金属丝的样品取样时,如能取样不包含金属丝,采用不包含金属丝的试样进行试验;

c) 取样方法同6.1.1.2.1;

d)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6.1.6.3 试验安装

将试样的两端分别置于两个测试电极的两块铜板之间,铜板两端用直径为10mm的螺栓固定,如

图6所示。

将安装好试样的电极支撑架置于防风试验柜中,试验柜放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

45%~55%的环境中。

6.1.6.4 试验程序

先加3A试验电流,停留5min以后,按每级1A试验电流分阶段上升,每阶段停留5min,直至试样

熔断为止,记录上一级试验电流即为试样的熔断电流。

6.1.6.5 试验结果

取6块试样熔断电流的算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衣料熔断电流。

6.1.7 耐电火花性能试验

6.1.7.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台电火花真空检测器,其工作电压为220V±20V,电源频率为50Hz,输入功率不大于60W,火
舌长度不小于25mm;

b) 一块直径为140mm的圆盘形平板电极;

c) 一个秒表。

6.1.7.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在样品布上距布边至少50mm处剪取尺寸为180mm×180mm的方形试样,共3块;

b) 取样方法同6.1.1.2.1;

c)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6.1.7.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将试样置于圆盘形平板电极上固定,使试样平整舒展且不起皱,并将该圆盘形平板电极接地;

b) 将电火花真空检测器发射极置于与平板电极垂直的位置,试样距电火花发射嘴的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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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m±1mm;

c) 启动电火花真空检测器并开始计时,2min以后停止电火花,记录试样变化情况并测出炭化破

坏面积。

在每块试样上测试5个点,3块试样上共测15个点。应保证燃弧部分离试样边缘20mm以上,每
点间隔40mm以上。

6.1.7.4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应满足以下内容。

a) 试样在电火花的作用下应无明火蔓延、仅炭化,取15个测试点的炭化破坏面积的算术平均值

(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衣料的耐电火花性能。

b) 炭化破坏面积允许最大相对误差不应大于平均值的20%,当计算结果超过允许相对误差

时,去掉误差最大的观察值,然后将剩余的观察值再按上式计算,直至符合规定为止。舍去的

观察值的个数不应超过测试点的40%,否则应重新取样试验。

最大相对误差按公式(3)计算:

δ=
|Smax(Smin)-S|

S
×100% …………………………(3)

式中:

δ ———最大相对误差,%;

Smax———面积最大值,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Smin ———面积最小值,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S ———面积平均值,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6.1.8 耐燃性能试验

6.1.8.1 主要设备

6.1.8.1.1 试验柜

试验柜由1.5mm厚的钢板构成,柜内壁涂成黑色。

试验柜的结构如图7a)和图7b)所示:

a) 柜的前后两面由两块钢板组成,分别开有尺寸为116mm×440mm(高×长)通气孔一个;

b) 柜子的前面一块钢板的通气孔上部装有一个玻璃门,以方便安装式样和观察;

c) 柜子的顶板有一个直径为200mm的孔,一块尺寸为300mm×300mm的钢板架设在此孔上

方,构成挡板;

d) 在试验柜中安装一副垂直固定的试样夹具,夹具的下端距离柜内底部约110mm。

6.1.8.1.2 试验夹具

试样夹具用于试验中夹紧试样,它由两部分组成,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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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夹具支撑件;

2———固定棒;

3———活动棒;

4———试样。

图8 试样夹具

试验夹具要求如下。
a) 一个夹具支撑件“1”,其上应固定有两根厚度为5mm、相距150mm的金属棒“2”。
b) 两根厚度为5mm的活动金属棒“3”,应用卡钳或钢夹固定在金属棒“2”上。棒“2”和棒“3”之

间夹上试样,以达到很好地悬挂试样的目的。

6.1.8.1.3 附件

附件要求如下:
a) 标准点火布样,其成分应为65%聚酯、35%棉纱,单位面积上的质量应为110g/m2 左右,且为

未漂白且未经修整的平纹聚酯棉纱织物;
b) 两个卡钳或钢夹;
c) 一个秒表;
d) 一块尺寸为600mm×350mm反光镜,将其放在试验柜的后壁上,用以观察试样背面的燃烧情况。

6.1.8.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在试品布上距布边至少50mm处,分别按经向和纬向各剪取3块尺寸为300mm×190mm

的矩形试样,共计6块。试样固定到试样夹具上以后,其试验面积为300mm×150mm。
b) 取样方法同6.1.1.2.1。
c) 试样的处理同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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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准备标准点火布样,剪取一块尺寸为80mm×25mm的聚酯棉纱条,其长度方向与经纱方向

一致,将该聚酯棉纱条在长度方向上折叠成尺寸为20mm×25mm的矩形,两端在里面。
b) 如图9所示,将标准点火布样夹在试样下端的中间,夹子成水平状固定,使标准点火布样在试

样的前后两侧各有两层,并使标准点火布样的末端比试样的下端低10mm。
单位为毫米

图9 标准点火布样安装图

c) 将试样固定在垂直吊挂的试验柜内试样夹具上,使其下端与夹具的下端在同一水平线上,且标

准点火布样应与夹具的两根垂直棒的距离等同;然后采用明火,将标准点火布样下端的中间点

燃(点火时间为2s),立即开始计时并关上试验柜玻璃门;标准点火布样连续燃烧25s~30s,观
察试样在试验期间的燃烧情况,并记录以下结果:
———冒烟情况;
———变形情况;
———熔断情况;
———待试样上的明火消失时,记录明火燃烧时间;
———待试样上的残留余辉熄灭时,即记下试样阴燃时间。

d) 取下试样,将其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放置15min以后,测
量圆锥形烧焦处的高度,即为炭长。

e) 测量烧坏面积:用剪刀剪去烧坏或熔化的部分,然后将该试样放在样品上,使其保持形状与样

品一样,将烧坏部分描在方格计算绘图纸上,用换算法或几何测量面积的方法来测量烧坏部分

的面积。

6.1.8.4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应满足以下内容:
a) 试样的烧坏面未扩散到试样夹具的垂直部位,同时也未扩散到试样的上端边缘,即试样的炭长;
b) 试样的炭长及烧坏面积均应满足5.1.8。

6.1.9 耐洗涤性能试验

6.1.9.1 主要设备

6.1.9.1.1 洗衣机

洗衣机应具备以下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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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常搅拌速度为300r/min~500r/min,每个方向交替旋转30s;
b) 洗涤时间调节在0min~15min,最小调节时间为1min;
c) 脱水速度正常情况下为940r/min~1450r/min。

6.1.9.1.2 洗涤剂

采用的洗涤剂不应含有漂白剂。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按照IEC60456规定的“标准洗涤剂”中的无

过硼酸盐的洗涤剂(Ⅱ型)的配方。

6.1.9.1.3 等效负载

单位面积上的质量约为110g/m2 的织好而未染色的聚酯棉纱纤维布。

6.1.9.2 试样

试样的准备步骤如下:
a) 在样品布上距布边至少50mm处,按经纱和纬纱垂直方向剪取尺寸为260mm×260mm的

方形试样,共3块,沿四周边缘缝进毛边;
b) 取样方法同6.1.1.2.1。

6.1.9.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洗涤:将3块试样放入洗衣机内并加入一定量的等效负载,使干织物的总质量等于2kg;往洗

衣机内注入40L±4L水,使水温达到50℃~70℃,并把洗衣机操作在“正常”洗涤位置(如果

试样的质量超过2kg,则水量应按比例增加);加上足量的洗涤剂并搅拌成皂水,开动洗衣机洗

涤2min。
b) 漂洗:放去皂液,开动洗衣机继续运转进行漂洗,共漂洗3次,每次2min~3min。
c) 脱水:将试样和等效负载一起放到脱水桶里进行脱水,时间为1min~2min。
d) 在最后一道脱水工序结束后,将试样和等效负载取出,一起放到烘干机里,烘干温度为65℃~

70℃,直至烘干为止。
这样,一次“洗涤-烘干”过程完成。
做完10次“洗涤-烘干”过程后,应将试样展平放在环境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

55%的条件下存放4h以上,然后按6.1.4、6.1.5、6.1.6和6.1.8的方法重新做电气试验和耐燃试验。

6.2 成品试验

6.2.1 外观检查

整套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成品应逐件检查外形、分流连接线及连接头,应确保其完好无损和电气连

接可靠。

6.2.2 上衣、裤子电阻试验

6.2.2.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块量程不小于20Ω,精度不大于1%的电阻表;
b) 两个带接线柱的黄铜电极,每个电极重1kg,底面接触面积为1cm2,详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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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0 成品电阻试验电极

6.2.2.2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进行。

6.2.2.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在试验台面上铺一块厚为5mm的毛毡,将上衣及裤子平铺在毛毡上,其内衬垫一层塑料薄

膜,使上衣及裤子各布之间隔开,避免层间电气短路。
b) 将试验电极分别置于上衣或裤子的两个最远端点上,测量上衣或裤子各最远端点之间的电阻。

测试点应距各接缝边缘和分流连接线30mm以上。

6.2.3 手套、袜子电阻试验

6.2.3.1 主要设备

同6.2.2.1。

6.2.3.2 试验条件

同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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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在试验台面上铺一块厚为5mm的毛毡,将手套及袜子平铺在毛毡上,其内衬垫一层塑料薄

膜,使各布层间相互隔开,避免层间电气短路;
b) 将一个试验电极压在手套的中指指尖或袜子的袜尖处(避免接触裸露导电纤维或金属线),另

一个试验电极压在手套或袜子的开口处的分流连接线上,测量两电极之间的电阻。

6.2.4 鞋子电阻试验

6.2.4.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块量程为不小于1000Ω,精度不大于1%的电阻表;
b) 一块尺寸为300mm×200mm的黄铜平板电极和一个直径为30mm、高为50mm带接线柱

的圆柱形黄铜电极;
c) 直径为4mm的钢珠。

6.2.4.2 试验程序

将鞋子平放在平板电极上,然后将圆柱形电极放在鞋里的底面上,并装上直径为4mm的钢珠铺在

电极周围,以将整个鞋底盖住并达到20mm深[如图11a)所示,在脚后跟处测量],用电阻表测量两电

极之间的电阻。
对装有分流连接线的鞋子,将鞋子平放在平板电极上,其内装有直径为4mm的钢珠达20mm深

[如图11b)所示],可在分流连接线与平板电极之间测量电阻。
单位为毫米

a) 不带分流连接线的鞋子电阻测量示意图 b) 带分流连接线的鞋子电阻测量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测试电极接线柱;
2———钢珠;
3———测试电极。
4———钢珠;
5———测试电极;
6———分流连接线。

图11 鞋子电阻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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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帽子屏蔽性能试验

帽子的屏蔽性能在整套衣服的屏蔽性能试验中一起进行试验。

6.2.6 面罩屏蔽效率试验

面罩屏蔽效率试验方法按6.1.4进行。

6.2.7 整套屏蔽服装(上衣、裤子、手套、袜子、帽子、面罩、鞋子)电阻试验

6.2.7.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一块量程不小于50Ω,精度不大于1%的电阻表;

b) 两个黄铜电极,每个电极重1kg,底面接触面积为100mm2;

c) 一套普通布料服装;

d) 一个模拟人。

6.2.7.2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45%~55%的环境中进行。

6.2.7.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先给模拟人穿上一套普通布料服装,然后外面再穿上一套被测屏蔽服装,并使其躺卧在试验用

条桌上;

b) 将两个黄铜电极分别垂直平放在各被测点上,检测手套与袜子及帽子与袜子间的电阻,测点位

置应距接缝边缘及分流连接线30mm以上。

6.2.8 整套屏蔽服装内部电场强度试验

6.2.8.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模拟导线,可供Ⅰ型和Ⅱ型屏蔽服装试验使用;

b) 量程为不小于30kV/m、不小于300kV/m的场强表两块,精度不大于1%;

c) 一个可挂在导线上的载人绝缘座椅;

d) 一个用绝缘材料制成的模拟人;

e) 一副望远镜;

f) 一台750kV以上工频试验变压器及其配套设备(应符合GB/T16927.1的要求)。

6.2.8.2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将绝缘坐椅挂在模拟导线的悬垂绝缘子串下面,并将穿好被试屏蔽服装的模拟人安放在绝缘

座椅上,场强表悬挂在模拟人的胸前部,场强表应屏蔽良好;

b) 在场强表探头分别置于屏蔽服装帽子下头顶处及屏蔽服装内胸前2处位置的情况下,Ⅰ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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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318kV,Ⅱ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635kV,然后用望远镜

分别读取2个数据;

c) 在场强表紧贴模拟人裸露的左面颊和右面颊的情况下,Ⅰ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318
kV,Ⅱ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635kV,然后用望远镜分别读取2个数据。

6.2.8.3 试验结果

分别取各测试部位读数的算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作为屏蔽服装内人体各处的

体表场强和裸露面的局部体表场强。

6.2.9 整套屏蔽服装内流经人体电流试验

6.2.9.1 主要设备

所需主要设备如下:

a) 模拟线路,可供Ⅰ型和Ⅱ型屏蔽服装试验使用;

b) 一块屏蔽良好的数字式微安表,其精度为0.1μA;

c) 一个用绝缘材料制成的模拟人;

d) 一套试验用屏蔽服装及一套普通布料服装(或塑料薄膜绝缘服);

e) 一个高度为4m以上的绝缘平台;

f) 一台750kV以上工频试验变压器及其配套设备(应符合GB/T16927.1的要求);

g) 一副望远镜。

6.2.9.2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a) 先给模拟人穿上一套导电良好的屏蔽服装作模拟人体表面用,并从此屏蔽服装腰部引出一根

屏蔽导线作电流测量引线用,然后在外面穿上一套普通布料服装作绝缘服用,再穿上一套被测

屏蔽服装作试验用;

b) 按图12所示布置试验现场,连接好测量电流I1 的连线和其他试验连线后,将屏蔽良好的微安

表悬挂在模拟人的颈上;

c) Ⅰ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318kV,Ⅱ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635kV,用望远

镜读出电流I1,此电流即为流经屏蔽服装和人体的总电流[测量原理见图13a)];

d) 降低试验电压到0,断开电源后,按图12所示,改接微安表到测量电流I2 的连线;

e) Ⅰ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318kV,Ⅱ型屏蔽服装,在模拟导线上施加635kV,用望远

镜读取3个电流I2 数据,此电流即为模拟流经人体的电流[测量原理见图13b)]。

6.2.9.3 试验结果

取3次I2 读数的算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一位小数)为模拟状况下屏蔽服装内流经人体的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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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旁路等电位线;

2 ———人体皮肤;

3 ———绝缘连裤内衣;

4 ———屏蔽服装;

5 ———高电位线;

6 ———测量电流I2 时的连线;

7 ———屏蔽起来的微安表;

8 ———接点(香蕉触头);

9 ———测量电流I1 时的连线;

10———衣服上的连接处;

11———皮肤上的连接处,通过一根100mm宽的穿孔导电布带紧贴在皮肤上;

h ———模拟人离地高度。

图12 流经屏蔽服装及人体电流测量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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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流经屏蔽服装和人体的总电流测量原理 b) 流经人体的电流测量原理

  标引符号说明:

C1———人体与屏蔽服装间电容;

C2———屏蔽服装与大地间电容。

图13 流经屏蔽服装及人体电流测量原理图和流经人体电流测量原理图

7 检验规则

7.1 型式试验

制造商在新产品试制定型或改变原料及工艺过程时,产品均应进行型式检验。
型式试验需要3套屏蔽服装和1块5.0m×3.0m的布料。型式试验项目按表2要求。

表2 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章条号 型式试验 抽样试验 验收试验

1 撕裂强力试验 6.1.1 √ √ —

2 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试验 6.1.2 √ √ —

3 耐磨试验 6.1.3 √ √ —

4 屏蔽效率试验 6.1.4 √ √ √

5 衣料电阻试验 6.1.5 √ √ √

6 熔断电流试验 6.1.6 √ √ —

7 耐电火花试验 6.1.7 √ — —

8 耐燃试验 6.1.8 √ √ —

9 耐洗涤试验 6.1.9 √ — —

10 外观检查 6.2.1 √ √ √

11 上衣、裤子电阻试验 6.2.2 √ √ √

12 手套、袜子电阻试验 6.2.3 √ √ √

13 鞋子电阻试验 6.2.4 √ √ √

14 帽子屏蔽性能试验 6.2.5 √ √ —

15 面罩屏蔽效率试验 6.2.6 √ √ √

16 整套屏蔽服装电阻试验 6.2.7 √ — —

17 整套屏蔽服装内部电场强度试验 6.2.8 √ — —

18 整套屏蔽服装内流经人体电流试验 6.2.9 √ — —

  注:“√”表示需要进行该项试验,“—”表示不需要进行该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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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抽样检查试验

7.2.1 生产布匹时应进行抽样试验。抽样试验项目按表2要求。

7.2.2 衣服成品应逐件检查外型、分流连接线及连接头,应确保其完好无损,并测试整套屏蔽服装

电阻。

7.2.3 衣服成品出厂,应按照GB/T2662和GB/T2668检验产品。

7.2.4 制造商应确保制成产品的稳定性和交货的产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制造商除向买方提

供抽样试验的结果以外,还可向买方提供对材料和生产过程的检查结果。

7.2.5 抽样方案和判别规则见表3。

表3 抽样方案和判别规则

产品件数/件 抽样数量/件 允许缺陷数量a/件 拒收数b/件

2~5 2 0 1

6~10 3 0 1

11~90 5 1 2

91~150 8 2 3

151~3200 13 3 4

3201~3500 20 5 6

  a 最大允许缺陷数目。
b 缺陷大于或等于这个数目。

7.3 验收试验

7.3.1 基本检查

在买方选择的方案上,对任何一批屏蔽服装的全部或部分产品进行验收试验,试验项目可参考

表2。

7.3.2 附加试验

如买方要求,可在交货的那批屏蔽服装上进行抽样检查,可重复进行全部试验或部分试验。经双方

协商,也可进行本文件未做规定的补充试验。

7.4 预防性试验

7.4.1 屏蔽服装应按照DL/T976进行预防性试验。

7.4.2 预防性试验周期为12个月。

8 修改

制造商对屏蔽服装作任何特性修改时,应事先征得买方同意(无论这些特性是本文件中规定的或未

规定的)。对屏蔽服装作过任何修改以后,都应重新进行型式检验,同时要改变型号标准和贮存新的标

准试样。如果只做型式检验的部分项目就能验证其性能,也可只进行型式检验的部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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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志、包装、贮存、使用及号型

9.1 标志

屏蔽服装应打上明显且持久的标志。标志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制造厂名或商标;

b) 型号名称;

c) 制造年、月;

d) 电压等级。
以上内容用一种蓝色三角形标志来显示。在屏蔽服装的上衣、裤子、帽子、手套、袜子等各部件均应

牢固地装上三角形标志。按照附录C中图C.1规定,三角形标志的尺寸为:

a) 外侧为一个深蓝色的三角形框条,框条宽2mm;

b) 里面为一个浅蓝色的三角形;

c) 三角形最外边的边长为40mm;

d) 三角形和全部字为深蓝色,底色为浅蓝色。
当屏蔽服装中个别部件(如手套、袜子等)不适合此尺寸时,标志尺寸可适当缩小。
屏蔽服装的包装或包装箱外应有防压、易碎、防潮等标志。

9.2 包装

为防止导电织物中的导电材料在周围空气中氧化,应将屏蔽服装包装好,使其在长期贮藏以后仍然

不会被氧化。比如,可将屏蔽服装包装在一个里面衬有丝绸布的塑料袋里,这层丝绸布的作用是将屏蔽

服装与塑料袋隔开以免相互粘黏,也可包装在专用箱子中。
整箱包装时,应用硬箱包装,避免屏蔽服装在运输过程中长期受重压而导致导电材料损坏。
包装袋或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装箱单及合格证。
产品装箱单需包括以下内容:

a) 装箱单要填写清楚每件服装的品名及规格,尺码大小,颜色,件数,合同号码等;

b) 装箱单要与发票一致,每张装箱单上的数量、质量都要准确无误。
合格证需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尺寸、制造日期;

b) 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

9.3 贮存

屏蔽服装应存放在带电作业用库房,避免堆积压放,可用专用包装箱,一套屏蔽服装一个箱子保管。

9.4 使用

屏蔽服装是在强电场作业下的一种特殊工作服,在使用时应严格按照附录D规定。

9.5 号型

屏蔽服装包括上衣、裤子、帽子、手套、袜子、鞋子和适应冬季作业的棉质屏蔽服装均应生产多种号

型以满足带电作业人员需求,号型应符合附录E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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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给出了本文件与IEC60895:2020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 本文件与IEC60895: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结构编号 IEC60895:2020结构编号

1 1

2 2

3 3

4 4.2.2、附录 H

5 —

5.1.1 4.3.2

5.1.2 —

5.1.3 4.3.4

5.1.4 4.4.5

5.1.5 4.4.3

5.1.6 4.4.4

5.1.7 4.2.6

5.1.8 4.4.2

5.1.9 4.4.6

5.2.1 4.5.1

5.2.2 4.5.1

5.2.3 4.5.2

5.2.4 —

5.2.5 4.5.4

5.2.6 4.2.1、4.2.3、4.2.5、4.5.5

5.2.7 4.2.4

6 —

6.1.1 5.2.1

6.1.2 —

6.1.3 5.2.1

6.1.4 5.3.5

6.1.5 5.3.3

6.1.6 5.3.4

6.1.7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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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本文件与IEC60895: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EC60895:2020结构编号

6.1.8 5.3.2

6.1.9 5.3.6

6.2.1 5.5.2

6.2.2 5.6.2.1

6.2.3 5.6

6.2.4 5.6

6.2.5 —

6.2.6 —

6.2.7 5.4、5.5.3

6.2.8 —

6.2.9 5.5.4

7 —

7.1 附录C

7.2 —

7.3 —

7.4 —

8 7

9.1 4.6、5.7

9.2 4.7、5.8

9.3 附录F

9.4 4.8、5.9

9.5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附录B

附录D 附录F

附录E —

— 4.1、4.3.1、4.3.3、4.4.1、4.5.3、5.1、5.2.2、5.3.1、

附录A、附录D、附录E、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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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表B.1给出了本文件与IEC60895: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B.1 本文件与IEC60895: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3
引导语中用GB/T14286代替了IEC60895:

2020中的IEC61318
IEC60895:2020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术语、定义

不适用于我国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

3

删除了组成部分、导电服装、导电元素等常

识性术语,增加了分流连接线、撕裂强力、

衣料电阻3个术语

删除了一些常识性的术语,增加了带电作业用

屏蔽服装专用术语

4 更改了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分类和示意图
我国现有的屏蔽服装分类与IEC60895:2020
中略有不同

6.1.3
更改了耐磨试验方法,增加了最大耐磨转

数确定的试验方法

泰伯法测量衣料耐磨,具备效率高、效果好的

特点,并在耐磨后考察衣料的电气性能,确保

衣料磨损后不影响其衣料的屏蔽效果和通流

能力

6.1.4.1、6.2.8.1、6.2.9.1 主要试验设备中增加了GB/T16927.1 主要试验设备中变压器满足我国的标准要求

6.1.5 更改了衣料电阻试验方法
四端电极方法测量衣料电阻,消除测量误差测

量小电阻精度更高

6.1.7 更改了耐电火花试验方法
高频火花放电方法测量耐电火花性能,更能直

观反映耐电火花性能

6.1.9.1.2 洗涤剂要求增加了采用IEC60456 对洗涤剂提出明确的要求,更能满足环保要求

6.2.2、6.2.3、6.2.4、6.2.7
更改了各型整套屏蔽服装、导电手套、导电

袜电阻要求值

为满足我国带电作业技术要求,提高了各型整

套屏蔽服装、导电手套、导电袜电阻值

6.2.9
删除了IEC60895:2020中新增的一种整

套衣服流经人体电流试验方法

本文件沿用GB/T6568—2008版试验方法,该
方法更能体现实际工况下的整套衣服流经人

体电流

7.2.3、E.1、E.4 服装要求中增加了GB/T2662、GB/T2668
按照我国棉服装、单服、套装要求和规格,满足

我国带电作业用屏蔽服使用和提供选型依据

7.4.1 预防性试验中增加DL/T976
更能满足我国对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的预防

性试验要求

9.1~9.4
更改了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的标志、包装、

贮存

更适应我国对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的标志、包
装、贮存的要求

9.5 增加了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的号型 参照我国身形尺寸提供屏蔽服装选型依据

E.1 上衣和裤子要求增加了GB/T1335.1 更能规范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款式一致性

E.2.2 手套号型增加了GB/T12624
按照我 国 手 部 尺 寸 提 供 屏 蔽 服 装 手 套 选 型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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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标 志 符 号

  屏蔽服装应打上三角形标志,三角形标志按照图C.1规定。

  标引号说明:

1 ———制造厂名、商标、型号及制造日期等信息标识位置;

2 ———检验周期和检测日期标识位置;

X———16、25或40,Y=X/2,单位为毫米(mm);

e ———线条的宽度,为2mm。

图C.1 标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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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使 用 规 定

  带电作业用屏蔽服装是用在强电场下作业的一种特殊工作服,由金属材料和阻燃纤维制成,在等电

位作业时应穿着,控制屏蔽服装内人体表面电场强度不超过15kV/m,防止电磁波对人体的伤害。
屏蔽服装除了应定期做预防性试验外,在带电作业前、穿戴完毕后,对分件屏蔽服装应目视检查各

连接头是否连接可靠,使用万用表现场测量整套服装电阻,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对有孔洞和破损的屏蔽服装,应进行屏蔽效率检测,不符合标准要求时,不应使用。
屏蔽服装应妥善保管,一般专人专用。使用完毕后应整理平整,放置在专用箱内,存放在带电作业

库房中。

23

GB/T6568—2024



附 录 E
(规范性)
服 装 号 型

E.1 上衣、裤子号型

按照GB/T1335.1的有关规定,上衣和裤子均选用5.3B系列。
按照GB/T2668的有关规定,选用上衣(包括上、下连装)的号型有165/93、170/96、175/99、

180/102、185/105等5种;选用裤子的号型有165/84、170/87、175/90、180/93、185/96等5种。

E.2 帽子、手套和袜子号型

E.2.1 帽子号型

根据穿戴者的头围周长,选用57cm、58cm、59cm、60cm、61cm等5种号型。

E.2.2 手套号型

按照GB/T12624的有关规定,手套选用9号、10号、11号等号型。

E.2.3 袜子号型

选24cm、25cm、26cm、27cm等4种号型。

E.3 鞋子号型

按照全国统一鞋号规格,选用24cm、25cm、26cm、27cm等4种鞋号;鞋子宽度均选用Ⅲ型。

E.4 棉服号型

按照GB/T2662的有关规定,棉上衣的规格选用165/99、170/102、175/105、180/108、185/108等

5种号型;棉裤的规格选用165/90、170/93、175/96、180/99、185/99等5种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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