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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林GB 12130-1995((医用高压氧舱》。

本标准与GB 12130-199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本标准仅适用于加压介质为空气的加压氧舱;

— 对人均舱容、舱内氧浓度控制、进舱电气设备等安全项目提高了要求;

— 对氧舱的分类进行了简化，仅按进舱治疗人数分为单人舱和多人舱;

— 规定了选用无油空压机、配置水灭火装置等新的要求;

一一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调整了氧舱最大升降压速率的要求;

— 对检验规则进行了修改，以产品安全性能监督检验取代型式试验

本标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原全国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载人压力容器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建荣、林彦群、袁素霞、毛方馆、陈德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2130- 1989.GB 12130- 1995



GB/T 12130-2005

医 用 空 气 加 压 氧 舱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空气加压氧舱(以下简称氧舱)产品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
    术标准活 用干加 压介 后}t v气 ，最高 T作压力不大于 0. 3 MPa的氧舱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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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998 钢制压力容器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eqv ISO 780:1997)

    GB/T 7134-1996 浇铸型工业有机玻璃板材、棒材和管材(neq ISO 7823-1;1987)

    GB 9706. 1-1995 医用电器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idt工EC 601-1:1988)

    GB/T 12243-2005 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GB 50222- 199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JB 4730-1994 压力容器无损检M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1999版)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治疗舱 treatment compartment

在高于大气压的密闭舱内，患者通过吸氧装具呼吸氧气而进行治疗的舱室。

3.2

过渡舱 transfer compartment
在治疗舱处于高于大气压的状态下，能使医务人员或患者在同等气压下出人治疗舱的舱室。

递物筒 medical lock

在治疗舱处于高于大气压的状态下，为舱内外递送医疗等物品而设置的装置

3.4

舱室气密性 air tightness of compartment
氧舱总装完成后，在不同气压下，舱室的密封性能。

3.5

舱内氧浓度 oxygen concentration in compartment

舱内氧气与舱内全部气体的容积百分比。

供氧压力 oxygen supplying pressure

输人舱内供患者吸氧的氧压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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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舱内照度 illumination in compartment

    舱内无自然光照，电源电压为额定值，在舱内指定位置的单位面积上所接受的光通量。

3.8

    舱内照度不均匀度 non-homegeneity of illumination in compartment

    在同一检测条件下，所测各点照度的最大差值的相对量。

3.9

    示值误差 indication error

    在规定的检定条件下，仪器的示值与标准值之差

    对测氧仪而言，示值误差以引用误差的形式表示，即仪器示值与标准值之差除以仪器满量程值的百

分比。

3. 10

    报替误差 alarm error

    在规定的检定条件下，仪器的报警设定值与实际报警值之差。

4 分类

氧舱 按照治疗人数分为单人 氧舱和多人氧舱 。

5 要求

5. 1 氧舱舱体及配套压力容器的设计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以下简称《容规》)及

GB 150-1998的有关规定。对超标准的大开孔、观察窗、中间隔壁等特殊结构，可参照国内外有关标

准、规范进行设计，没有相应国内外标准、规范的，其设计应由设计单位技术总负责人批准。

5.2 舱体

    舱体主要由壳体、递物筒、舱门、观察窗、安全阀等组成。

5.2. 1壳体

5.2. 1. 1壳体结构的设计、制造、检验应符合《容规》和GB 150-1998的有关规定。

5.2. 1.2 壳体材料的选用应符合GB 150-1998中第4章的有关规定。

5.2. 1.3 壳体的对接接头的对接焊缝应按JB 4730-1994中第二篇的要求进行20%的射线探伤，其合

格级别应不低于m级，透照质量应不低于AB级。中间隔舱壁、门框、法兰、递物筒与壳体间的角焊缝应

按JB 4730-1994中第四篇的要求进行表面检测，其合格级别应不低于II级。

5.2.2 递物筒

5.2.2. 1 多人氧舱用于治疗的舱室应配有内径不小于300 mm的递物筒。递物筒上应配置压力表，压

力表的量程应与控制台上的舱室压力表一致，且精度不低于1. 6级。

5.2.2.2 采用快开式外开门的递物筒应设有连通阀及安全联锁装置。其锁定压力应不大于。. 02

MPa，复位压力应不大于。01 MPa

5.2.3 舱门

5.2.3. 1 矩形门的透光宽度应不小于650 mm。圆形门的直径应不小于750 mm,

5.2.3.2 采用快开式外开舱门时，应设有安全联锁装置，联锁装置的要求与5. 2. 2. 2相同。

5.2. 3.3 采用电动操作的外开门，安全联锁装置应保证舱内有压力时自动切断电动控制系统的电路。

5.2.3.4 设有电动操作的舱门应配置手动操作机构。手动开门的时间不得超过1 min

5.2.4 观察窗

5.2.4. 1 氧舱观察窗的透光直径应不小于150 mm。观察窗的数量应满足舱外人员可以观察到舱内

每一患者的治疗状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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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观察窗的透明材料应选用浇铸型有机玻璃板材，并应符合GB/T 7134-1996中第4章对一

等品的要求。

5.2.5 安全阀

5.2.5. 1 氧舱可用于治疗的每一舱室应设置不少于2只弹簧式安全阀;不作治疗用的过渡舱至少应设

置 1只弹簧式安全阀。舱室和储气罐安全阀的排放能力的计算和安装要求，应符合《容规》第七章的有

关规定 。

5.2.5.2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符合GB/T 12243-2005第5章的规定。

5.2.6 舱内装饰隔层、地板、柜具的构架及面板应选用GB 50222-1995中规定的A级或B,级材料。

舱内床、椅的包覆面料应经耐燃处理。

5.2.7 多人氧舱应设有过渡舱，单独作治疗用的相邻舱室可互作为过渡舱使用

5.2.8 氧舱治疗舱的人均舱容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单位为立方米

舱 型 单人氧舱 多人氧舱

人 均舱容 )1.0 >3.0

5.2.9 氧舱舱室及管路的气密性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试验部 位
试验压力/

    M Pa

泄漏率/

  %  /h

与储气罐相连的供气系统管路 该管路系统最高工作压力 G0.5

非与储气罐相连的供气系统管路 该管路系统最高工作压力 簇 6. 0

供氧系统的高压管路 该管路系统最高工作压力 G 1.0

供氧系统的低压管路 该管路系统最高工作压力 (4. 0

舱室气密性

0. 03 毛15

舱室最高工作压力 (5. 0

注:外开门的舱室气密性仅做舱室最高工作压力的试验。

5.2. 10 氧舱出人口处应在显著位置标注“严禁烟火”等的醒目标记。多人氧舱应设有独立的水灭火装

置，在舱内发生火灾时，该装置应能从舱内和舱外任意一侧开启向舱内地板均匀喷水，喷水强度应不小

于50 L/(m' " min);水灭火装置的供水能力应能满足同时向各舱室供水至少1 min的水量，喷水动作

的响应时间不大于35;水灭火装置的供水管路及阀件应选用耐腐蚀的铜材或不锈钢材料，压力水柜应

配置液位指示器，配套容器的内部应作防锈涂层处理

5.3 供、排气系统

5.3. 1 氧舱供气系统的空压机应选用无油润滑空压机。多人氧舱应配置不少于2组空压机，每组空压

机的排量应满足对 1组储气罐充气时间不超过2 ho

5.3.2 空压机的进气口应避开各种污染源。供气系统应设置气液分离器及空气过滤器。

5.3.3 多人氧舱应配置2组储气罐，空压机出气口或空气冷却器出口压缩空气温度不超过37℃时，可

设置1组。每组储气罐均应满足所有舱室以最高工作压力加压1次和过渡舱再加压1次的容量要求。
单人氧舱可配置1组储气罐，应满足舱室以最高工作压力加压4次的容量要求。

5.3.4 氧舱配套压力容器内壁的涂料应采用无毒型涂料，如食品容器漆或饮水舱漆等。

5.3.5 氧舱舱内外均应设置机械式快速开启的应急排气阀，并配以红色替示标记和标示应急排气阀手

柄开、关方向的标记。单人氧舱允许仅在舱外设置应急排气阀。舱外应急排气阀应设置在控制台附近

应急卸压时，氧舱各舱室从最高工作压力降至。. 01 MPa的时问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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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位为分钟

舱 型 单 人氧舱 多人氧舱

卸压时间 (1. 0 燕2.5

5.3.6 配有遥控操舱 和(或)自动操舱的气动或 电动调节 阀门的氧舱，还应在控制 台上配置手 动操 作机

械 阀门。

5.3.7 多人氧舱的治疗舱和手术抢救舱的升、降压速率在0.004 MPa/min-0. 02 MPa/min范围内可

调;过渡舱升、降压速率在。. 008 MPa/min-0. 08 MPa/min范围内可调。单人氧舱升、降压速率在

0.004 MPa/min至0.03 MPa/min范围内可调。

5.3.8 氧舱舱内进气口与排气口应有效隔离，避免气体短路;舱内进气口应设有消声器，舱内供气时的

噪声应不大于65 dB(A),

5.3. 9 供气系统消声器应采用GB 50222-1995中规定的A级材料制造

5.3.10 供、排气系统管路垫片应采用非石棉类材料。空气过滤器出口至氧舱舱内的供气管路及其管

路连接件应采用紫铜或不锈钢材质，阀件应选用铜质或不锈钢材质。

5.3. 11 压力表

5. 3. 11. 1 供气系统压力表的最大量程应为最高工作压力的1. 5倍~2.。倍，精度不低于1.6级

5.3. 11.2 控制台上对应于每一个舱室应配置2只指示舱内压力的压力表，2只压力表的最大量程应

一致，精度分别为。.4级和不低于1.6级。压力表的最大量程应为最高工作压力的1. 5倍~2.。倍，并

在最高工作压力处标有红线

5.4 供氧系统

5.4. 1 供氧系统应由瓶装医用氧气、液态氧槽或能稳定供氧的其他氧气源、指示仪表及控制阀门、吸排

氧装置等组成。采用瓶装氧气的多人氧舱应设置氧气汇流排

5.4.2 供排氧系统的管路材料应采用紫铜或不锈钢材质，阀件应选用铜质和不锈钢材质。单人氧舱

供、排氧系统的管路也可采用无毒抗氧化的软管，软管材料宜选用尼龙、聚四氟乙烯、聚乙烯、聚氯乙烯、

聚氨醋或橡胶。管系密封垫片应采用铜质或聚四氟乙烯材料

5.4.3 供氧系统中，工作压力高于。. 8 MPa的阀门应选用渐开式阀门。

5.4. 4 氧舱控制台上应设置氧源压力表及供氧压力表，精度不低于1.6级。压力表的最大量程应为最

高工作压力的1.5倍一2.。倍。

5.4.5 氧源经减压后输人舱内的供氧压力应高于工作舱压0. 4 MPa-0. 7 MPa。当舱内满员同时吸

氧时，供氧压降应不大于。.1 MPa

5.4.6 舱内每路供氧支管的吸氧装具前应设置截止阀

5.4.7 舱内设有急救吸氧装具的氧舱，在控制台上应配置截止阀，舱内应配置氧气流量计

5.4.8 带有普通吸氧装具的氧舱，在控制台上则应配备吸氧动态显示仪或对每位患者配备氧气流

量计 。

5.4. 9 患者呼出的废氧应通过排氧管路接至室外，排氧口应高出地面3 m以上。舱内排氧管不与舱

内连通时，吸氧装具与排氧管路之间，应设置截止阀。

5.4. 10 舱内氧浓度值应不大于23%

5.4. 11 氧舱每个治疗舱室应在控制台上配置不少于l台带有记录仪，且示值误差不大于士3%的测氧

仪。电化学式测氧仪的氧传感器寿命应不低于 1年。

5.4. 12 舱内氧浓度越限时，测氧仪应同时发出声、光2种信号报警，其报警误差不应超出士1%0

5.4. 13 测氧仪采样口应分别与舱室和定标气体(或大气)连通。舱内取样口应设在舱室任意一侧的中

下部，并伸出装饰板外，采样口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防止污物堵塞。采样流量计的量程应符合测氧仪

对采样流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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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供排氧系统管路和管路附件安装前均应作脱脂处理

5.5. 1

空调 系统

  氧舱每个舱室应在控制台上配置舱内温度监视仪表，温度仪表示值误差不大于士20C,温度传

感器应置于舱室两侧的中部装饰板外，并设置防护罩。

55.2 氧舱治疗舱应设置空调系统，空调控制部分应安装在控制台上。空调系统的电机应设置在舱

外。舱内温度值应控制在1S0C -26℃范围内，温度变化率应不大于VC /min.

5.5.3 氧舱在最高工作压力下，空调系统的电机应满足:在额定电压的90%时能启动;在额定电压的

110%时不过载。空调系统的电机应配备相应的短路及过载保护装置。

5.5.4 舱内禁止安装采用电辅助加热的设备。

5.5.5 舱内仅空调工作时的噪声应不大于60 dB(A),

5.6 电气系统

5. 6. 1 氧舱照明应采用冷光源外照明。舱内平均照度应不小于60 lx.多人氧舱照度不均匀度应不大

于60%e

5.6.2 氧舱控制台与各舱室之间应配置双工对讲通讯系统和应急呼叫装置。应急呼叫装置的舱内按

钮应采用无电气触点式按钮，在控制台上应设置声光信号发生装置，在按动舱内按钮时应持续发出声光

报警信号，声光信号应只能由操作人员在控制台上切断。

5.6. 3 氧舱应配置带有过放电保护的应急电源装置，当正常供电网路中断时，该电源能自动投人使用，

保持应急呼叫、应急照明、对讲通讯和测氧仪的正常工作时间不少于30 mino

5.6.4 氧舱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4 12.舱体与接地装置之间应用镀锌扁(圆)钢可靠连接，

在舱体和接地装置的连接处应附有接地符号标记“告”。
5.6.5 氧舱的电源输人端与舱体之间应能承受50 Ha, 1 500 V正弦波试验电压，历时I min无闪络和

击穿现象 。

5.6.6 氧舱若配置生物电插座时，生物电插座各插针(接线柱)之间、各插针(接线柱)与舱体间的绝缘

电阻应不小于100 MS1o
5.6.7 氧舱设备的对地漏电流在正常状态下应不大于5 mA，在单一故障状态下应不大于10 mA,

5.6.8 不用电源软电缆或软电线的氧舱，其保护接地端子和为保护目的而与该端子相连接的任何其他

部分之间的阻抗，应不大于。.1几。
    使用电源软电缆或软电线的氧舱，其网电源插头的保护接地脚和为保护目的而与该点相连接的任

何其他部分之间的阻抗，应不大于。.2n

5.6. 9 氧舱进舱电压不应高于24 V

5.6. 10 氧舱进舱导线不得有中间接头，导线应敷于金属保护套管内，管口处设防磨塞。舱内导线与舱

内电器的接点应焊接并裹以绝缘材料。

6 试 验方法

6. 1 壳体

    检查压力容器的有关证明材料.其结果应符合5. 2.1的规定。

6.2 递物筒

6.2. 1 递物筒内径及压力表

    用通用量具测量递物筒内径，并检查递物筒上的压力表应符合5. 2. 2.1的规定。

6.2.2 递物筒联锁装置

    打开递物筒内门，关闭舱门及递物筒外门，升压至联锁机构的锁定压力，然后再降压至联锁机构的

复位压力，分别记录锁定压力值和复位压力值。试验时，升压速率和降压速率应不大于。. 01 MPa/

min。其结果应符合5. 2. 2. 2的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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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舱门

6.3 1 舱门尺寸

    用通用量具测量舱门尺寸，其结果应符合5.2, 3,1的规定。

6. 3. 2 外开门压力联锁装置

    升压至联锁机构的锁定压力，然后再降压至联锁机构的复位压力，分别记录锁定压力值和复位压力

值。试验时，升压速率和降压速率应不大于。. 01 MPa/min。其结果应符合5. 2. 3. 2的规定

6. 3.3 电动式外开门的联锁装置

    关闭舱门及递物筒门，向舱内加压，使舱内带压，检查电动开门装置的状态，结果应符合5. 2. 3. 3的

规定 .

6.3.4 电动式外开门手动开门时间

    用秒表记录手动开门的时间，应符合5. 2. 3. 4的规定。

6.4 观察窗的检查

6.4.1 观察窗尺寸

    用通用量具测量观察窗的尺寸，应符合5.2.4. 1的规定。

6.4.2 透光材料

    检查透光材料制造厂的产品合格证。在自然光充足的室内，距透光材料300 m--400 mm处，用

目视法检验。银纹检验可借助放大倍数)5的放大镜进行。其结果应符合5,2. 4.2的规定。

6.5 安全阀检查

6.5. 1 舱室安全阀的设置

    检查舱室安全阀的设置和安装，应符合5. 2. 5. 1的规定。

6.5.2 配套压力容器安全阀性能试验

    检查厂方提供的安全阀质量证明书和校验证 应符合5. 2. 5. 2的规定

6.6 不燃及难燃材料安全性能检查

    检查材料制造厂的产品合格证或认可的鉴定证书，其安全性能应符合5. 2. 6的规定。

6.7 过渡舱 的检查

    对多人氧舱检查，其结果应符合5.2.7的规定

6.8 人均舱容的检查

    氧舱各舱室的人均舱容按式(1)分别计算，所得的值应符合5. 2. 8表 1的规定。

                                            K = VIN ··········甲甲，，，，·····】】·············一 (1)

    式中 :

    K— 人均舱容，单位为立方米每人(m'/人);

    V— 按舱室几何尺寸计算所得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s);

    N— 舱容普通吸氧时的最多吸氧人数，单位为人(人)。

6.9 氧舱舱室及管路的气密性检验

6.9. 1 与储气罐相连的供气系统管路气密性检验

    输人压缩空气并达到该管路系统最高工作压力值，关闭进气阀10 h，其泄漏率应符合5.2.9表2的

规定。

6.9.2 非与储气罐相连的供气系统管路气密性检验

    检验方法与6.9. 1相同。泄漏率应符合5. 2. 9表2的规定

6.9卜3 供氧系统的高压管路气密性检验

    输入氮气或氧气，并达到该管路系统最高工作压力值，关闭进气阀10 h，其泄漏率应符合5. 2. 9表
2fall去贝宁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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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供氧系统的低压管路气 密性检验

    检验方法与6. 9.3相同。泄漏率应符合5. 2.9表2的规定。

6.9.5 舱室总体气密性检验

    关闭舱门及递物筒门，以。. 01 MPa/min速率输人压缩气，使舱压升至。.03 MPa及舱室最高工作

压力，分别关闭进气阀1h，其泄漏率应符合5. 2. 9表2的规定。

6.10 水灭火装里的检查

    检查氧舱水灭火装置的配置情况及相关的材质证明，应符合5. 2. 10的规定

    关闭舱门，加压至氧舱最高工作压力，开启水灭火装置，用秒表记录启动手动开启控制机构至系统

中最远点的喷头喷出水的时间，其结果应符合5.2. 10的规定口

    喷水试验中，记录的喷水时间t应符合 5. 2. 10的规定。计算压力水柜的供水量值应符合5. 2. 10

的规定 。

    灭火装置启动前，记录压力水柜液位计的起始高度，灭火装置启动后开始喷水时用秒表计时至喷水

结束止，记录喷水结束后压力水柜液位计的终止高度，计算实际供水量，并按公式((2)计算所得的平均喷

水强度值应符合5. 2.10的规定

(2)

    式 中:

    B— 平均喷水强度，单位为升每平方米每分钟(L/m'·min) ;

    G— 实际供水量，单位为升(L) ;

    S— 作用面积按舱内地板实际面积计算，单位为平方米(m,);

      t— 喷水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6.11 空压机配置

    检查供气系统空压机的配置情况;启动1台空压机向1组储气罐充气至额定压力，记录充气时间，

配置情况和充气时间应符合5.3.1的规定。

6.12 空气净化

    检查供气系统的净化措施，应符合5.3, 2的要求

6.13 储气罐容f的检验

    开启空气压缩机对储气罐充气至额定工作压力后停机，分别打开进气阀，以。.01 MPa/min升压速

率对治疗舱进行充气，以。.01 MPa/min升压速率对过渡舱充气，并使各舱室均升至最高工作压力，然

后放气，待过渡舱压力表指“0"后，再以。.01 MPa/min升压速率对过渡舱充气至最高工作压力 单人

氧舱以。. 1 MPa/min升压速率充气至最高工作压力，然后放气，待压力表指“0”后，再以0. 1 MPa/min

升压速率充气至最高工作压力，再重复试验2次。设有2组储气罐的氧舱，仅用 1组进行上述试验 供

气容量应符合5.3.3规定

6.14 储气罐内壁涂层

    检查内壁涂料生产厂家的材质证明或国家认可机构的检测报告，结果符合5.3.4的规定。

6. 15 应急卸压时间的检验

    使舱压升至最高工作压力，打开舱外应急排气阀及其他排气阀，记录舱压从最高工作压力降至

0. 01 MPa的时间，其结果应符合5.3.5表3的规定。

6. 16 备用的手动操作机械阀门的检查

    检查控制台上的手动操纵机械阀门，其结果应符合5. 3.6的规定

6. 17 舱室升、降压速率检验

6. 17. 1 升压速率检验

    打开进气阀，使舱压由常压P 升至压力P，且使压力P不小于0. 02 MPa，用秒表测出升压所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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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t，按式(3)计算所得值应符合5.3.7的规定。

                              v一旦二Pa (3)

    式中 :

    V一一舱室升压速率，单位为兆帕每分钟(MPa/min) ;

      P— 升压后的舱内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

    P— 舱内原有压力(常压)，单位为兆帕(MPa) ;

      t— 升压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6.17.2 降压速率检验

    打开进气阀门，使舱压P预置在。. 2 MPa，关闭进气阀门，打开排气阀门，将舱压降至P'且使P‘不

大于0. 18 MPa，用秒表测出降压所需时间t，按式(5)计算所得值应符合5.3.7的规定。

                                                      尸一 尸‘

                              V;=一飞牛 ····························一 (4)
    式 中:

    叭一一舱室降压速率，单位为兆帕每分钟(MPa/min) ;
    P— 舱内原有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

    P'— 降压后的舱内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

      t— 降压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注 :6. 17.2中应急排气 阀不 允许加人检验

6.18 舱内供气噪声测试

6.18.1 声级计及测试点的要求

    选用精度不低于n级的声级计，测试单人氧舱时，声级计放置在活动床的头部位置上;测试多人氧

舱时，声级计放置在离氧舱地坪1 m高且距噪声源1 m远的测点上

6.18.2 测试方法

    关闭舱门及递物筒门，调整进气阀，使舱内升压速率为。.01 MPa/min，当舱压由。.02 MPa升至
0. 03 MPa过程中，按6.18.1规定的噪声测试点测出的噪声值应符合5.3.8的规定。

6.19 进气消声器

    检查进气消声器的设置情况和所用材料的材质证明，应符合5.3.，的规定。

6.20 供、排气系统材质

    检查供、排气系统管路垫片和空气过滤器出口至氧舱舱内的供气管路、供气管路附件、供气管路阀

件的材质证明，应符合5.3.10的规定

6.21 压力表配置的检查

    检验控制台和供气系统配置的压力表，其结果应符合5.3.11的规定。

6.22 供氧系统组成的检查

    检查供氧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应符合5. 4. 1的规定。

6.23 供、排氧管路、阀件、密封垫片的材料检查

    检查供、排氧管路、阀件、密封垫片的材质证明，应符合5.4.2的规定

6.24 供氧系统阀门检查

    检查工作压力高于。.8 MPa的氧气系统管路中的氧气阀门，其结构形式应符合5.4. 3的规定

6.25 氧气压力表检查

    检查氧气压力表的配置，应符合5. 4.4的规定。

5.26 供氧压力稳定性的检查

    在舱压 为最高工作压力 ，供氧压力按规定设定 ，吸氧人数为满 员，在治疗的全过程 中，观察供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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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结果应符合5. 4. 5的规定。

6.27 吸叙装具前的截止阀设置检查

    在舱内检查每一路吸氧装具前的截止阀，应符合5.4.6的规定。

6.28 急救供奴管路检查

    检查急救供氧管路中截止阀和流量计的配置，应符合5.4.7的规定

6.29 普通吸氧管路检查

    检查普通吸氧管路中的吸氧动态显示仪或流量计的配置，应符合5.4. 8的规定。

6. 30 排氛系统的检查

    检查排氧系统中的阀门、氧气流量计、排氧管路和排氧口，应符合5. 4. 9的规定

6. 31 舱内舰浓度检验

    在舱压为最高工作压力，供氧压力按规定设定，吸氧人数为满员，在治疗的全过程中，观察和记录测

氧仪的读数，应符合5.4.10的规定。

6. 32 测氧仪的配置和示值误差氧浓度越限报奋误差及舱内叙浓度的检验

    检查氧舱测氧仪的配置，检查厂方提供的测氧仪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中的示值误差，应符合

5. 4. 11的规定

6. 33 测氧仪报苦信号和报奋误差检验

    在常压下，将被检测氧仪的预置报警值设置在220o-23%中的任一值，向采样口通人氧气，当被检

测氧仪发出声、光报警一瞬间，记下被检测氧仪的实际报警值，计算预置值与实际值的绝对差值，重复3

次，取平均值，应符合5.4.12的规定。

6. 34 测 氧仪采样口的检查

    检查测氧仪采样管路的连接、舱内采样口的位置、采样流量计的量程，应符合5. 4. 13的规定

6.35 供排氧系统管路清洗

    检查管路清洗和脱脂记录，必要时检查现场管段，应符合5. 4. 14的规定

6. 36 温度 仪表示值误差

    选用量程为。℃~5。℃，误差不超过士。.7℃的数字式检验用温度仪。将检验用温度仪的探头放在

被检温度仪探头的同一位置 在舱压为额定值，吸氧人数为满员的治疗全过程中，同时记录各温度仪在

稳压时的示值，计算其绝对误差，取其最大差值应符合5. 5. 1的规定。

6.37 空调效果试验

    氧舱加压前半小时启动氧舱空调装置。氧舱以。.01 MPa/min的速率加压，加压至最大工作压力，

保压 1卜，再以同样的速率降压。观察升(降)压及稳压过程中的舱内温度。测试过程中温度传感器应

安放在舱内中下方空间部位，温度计的基本误差为士1 0C，量程范围为。0C^ 500C。记录温度计的读数、

计算温度的变化率，应符合5.5.2的规定。

6.38 空调电机及保护装置的检验

6. 38. 1 舱压升至最高工作压力，在额定电压的90%时，使空调断电并再启动，观察空调出风口是否出

风以确定电机是否启动运转 其结果应符合5.5.3的电机启动要求

6.38.2 舱压升至最高工作压力，在额定电压的110%时，使空调启动。将热电偶或点温计的测温点紧

贴电机外壳，当温度达到稳定值时，温度仪上的读数不应超过1500C。或将电流表串人馈电电路，电流
表的读数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后者为仲裁方法

6.38.3 分别模拟电机短路和过载状态，保护装置应符合5.5.3的规定。

6.39 电热设备及空调控制部分的检查

    检查空调系统的电热设备及控制台上的控制部分，应符合5. 5. 4的规定。

6. 40 空调噪声试验

    关闭舱门，在常压下启动空调装置，用精度不低于n级的声级计进行测量，测量多人氧舱时，声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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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离氧舱地坪In、高，距噪声源1 m远处;测量单人氧舱时，声级计放置在活动床头部位置 测出

的噪声值应符合5.5. 5的规定

6.41 舱内照度值和照度不均匀度的检验

    舱内照明电源电压调整在额定值，在无自然光照的前提下，测得舱内照度并计算照度不均匀度，应

符合5. 6.1的规定。

6.41. 1 单人氧舱的照度测试

    测量单人氧舱时，照度计置于活动床头部位置上，测定1点

6.41.2 多人氛舱照度测试

    测量多人氧舱时，照度计置于离舱内地坪800 mm高处。

6.41.2. 1 治疗舱照度测试点为图l中所示的A,B,C,D,E,F6个点，但需含氧舱两端头的座椅(A,

D, C, F)。

」 回 口

] 同 曰
                                    图 1 多人氧舱照度测试点

6.41.2.2 过渡舱照度测试点为图1中的A', B‘两点。

6.41.3 照度计算

    各型氧舱的舱内平均照度值按式(5)计算:

    艺    E;
F = 二二七一 (5 )

    式 中:

    E- 舱内平均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Ix);

    E— 各测点 的照度 值，单位 为勒克斯 (lx);

    n- M试点数

6.41.4 照度不均匀度计算

    各Vu氧舱的舱内照度不均匀度按式(6)计算:

Em,、一 E_
      E

(6)

式中 :

参— 照度不均匀度 ;

E�,— 该次测量中所得的最大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Ox) ;

E — 该次测量 中所得 的最小照度值 ，单位 为勒克斯(lx);

    E— 该次测量中所得的舱内平均照度值，单位为勒克斯(Ix) e

6. 42 通讯装置的检查

    检查氧舱的通讯装置，其结果应符合5.6.2的规定。

6.43 应 急电源的检验

    氧舱工作中，切断正常网电源供电，检查应急电源对应急呼叫、应急照明、对讲通讯、测氧仪等的工

作情况，并用计时表记录上述设备持续工作时间，应符合5.6.3的规定

6.44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测试

    使用接地电阻测定仪，量程范围调整为。n-10 S2，两个测量用插针尽可能远离接地装置，断开接

地导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点，测量接地装置对大地的电阻。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测试结果应符合5.6.4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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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6.45 电介质强度的检验

    使用交流耐压测试仪，按GB 9706. 1-1995中20. 4的规定，试验电气设备电源输人端与舱体(控

制台)之间的绝缘强度，其结果应符合5. 6. 5的规定。

6. 46 生物电插座的绝缘电阻值的检验

    选用量限250 Mn，试验电压250 V，精度不低于1.。级的兆欧表，分别测量生物电插座各插针(接

线柱)之间和各插针(接线柱)分别对舱体的绝缘电阻，其结果应符合5. 6. 6的规定。

6.47 对地漏电流的检验

    按GB 9706. 1-1995的19. 4的要求，使用漏电流测试仪，测量电气设备电源输入端流人保护接地

导线或未保护接地外壳的漏电流，测得结果应符合5. 6. 7的规定。

6.48 保 护接地阻抗的检验

    按GB 9706. 1-1995 18f的规定测量网电源插头中的保护接地脚(或保护接地端子)与电气设备可

触及金属外壳之间的阻抗，测得结果应符合5. 6. 8的规定。

6.49 氛舱 进舱电压的检查

    检查进舱的电压，应符合 5. 6. 9的规定。

6.50 进舱导线的检查

    检查进舱元、器件和导线，应符合5. 6. 10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 1 检验分类

    氧舱产品的检验分安全性能监督检验和出厂(交付)检验两类

7.1.1 安全性能监督检验

    安全性能监督检验由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可的机构按照相关法规、规范的要求，对氧舱

制造厂生产的氧舱产品逐台检验

7. 1.2 出厂(交付)检验

    氧舱制造厂应在产品出厂(交付)前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应出具质量证明书和检验报告，出厂(交

付)检验应为逐台检验

7.2 检验项目和判定原则

7.2门 检验项目

7.2, 1. 1 对于5. 1规定的氧舱的设计要求，氧舱生产厂家应按照有关规定将设计图样文件交由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可的审图单位审查

7.2. 1.2 对于5. 6. 5规定的电解质强度试验，经检验合格后，不应重复进行。

7.2.2 氧舱质，判定原则

    安全性能监督检验和出厂(交付)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方可判定为合格产品

8 标志及使用说明

8. 1 氧舱铭牌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产品编号;

    c) 产品标准;

    d) 最高工作压力;

    e) 加压介质;
    幻 制造厂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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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制造日期;

    h) 制造许可证编号;

    i) 治疗人数;

    i 监检标记 。

8.2 氧舱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产品标准;

    c) 出厂编号;

    d) 出厂日期;

    e) 制造厂邮政编码 ;

    f)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9) 制造厂联系电话;

    h) 毛重;

    i) 体积(长X宽X高);

    J) 贮运图示标志的方法及图形应符合GB/T 191-200。的规定。

8.3 产品合格证上应有以下标志:

    a) 制造单位名称;

    b) 制造许可证号;

    c) 产品名称及型号;

    d) 产品标准;

    e) 质检员签字及检验专用章;

    f) 检验日期。

8.4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至少应注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标准号、商标;

    b)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邮政编码);

    c) 制造厂联系电话;

    d) 结构原理;

    e) 主要规格及技术性能;

    f) 适应症与禁忌症;

    9) 操作使用方法;

    h) 安全注意事项，内容至少应包括:进舱人员严禁带人火种，须穿着全棉或抗静电织物进舱，禁

        止在氧舱内穿脱衣服和梳头，禁用面膜、发胶等;

    i) 应急处理程序;

    J) 定期检验内容;

    k) 有机玻璃材料应注 明使用寿命 。

9 包装、运输 、贮存

9. 1 单人氧舱应使用木箱或栅状木箱包装，包装箱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氧舱装箱前应予以清理，箱内不允许有污染物，氧舱管道接口应密封以防止污染物进人;

    b) 包装箱内垫防水膜(层)防止雨水和尘埃与氧舱直接接触;

    c) 氧舱在包装箱内应牢固定位，压木与产品接触面之间应垫有软性垫料，防止运输中松动和

        擦伤。

9.2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清单。装箱清单应列出下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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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装箱设备名称及型号;

    b) 配件名称及其数量;

    c) 完工资料及随机文件。

9.3 装人包装箱内的备件及文件应用塑料包装袋封装。

9.4 氧舱制造厂应向使用方提供的资料包括如下项目:

    a) 氧舱产品质量证明书，包括压力容器合格证(按《容规》要求);

    b) 氧舱及各系统调试、检验报告;

    c) 配套安全附件、仪表的合格证和校验证;

    d) 氧舱使用说明书;

    e) 氧舱竣工图;

    f> 监检单位出具的《医用氧舱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书》

9.5 包装后的氧舱应贮存在不受雨淋和阳光直接照射的室内，贮存环境无污染，且通风良好。

9.6 氧舱的运输方式及要求应按订货合同执行，但应避免造成设备损害和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