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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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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GB XXXXX《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的第 1部分。 

本文件与 GB/T 30865.1—2014相比，存在如下差异： 

——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与无害性相关的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4版的第 2 章）； 

——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2014版的第 3章）； 

—— 更改了无害性要求，与 GB 42298—2022中 5.2要求一致（见 5.2，2014版的 5.1）； 

—— 删除了硬护臂、塑料护臂等相关内容（见 2014版的 5.2.3，5.3.6.1，5.3.6.5，5.6.4，6.1.3）； 

—— 删除了压缩和伸展长度测量（见 2014版的 6.2.5.2）； 

—— 删除了水洗尺寸的稳定性测试（见 2014版的 6.6）； 

—— 更改附录 A的属性，由规范性修改为参考性（见附录 A，2014版的附录 A）； 

—— 增加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关于危险警告说明的规定（见第 8章）； 

—— 删除了附录 C（见 2014版的附录 C）； 

—— 删除了附录 D（见 2014版的附录 D）。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4年首次发布为 30865.1—2014；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GB XXXXX—202X 

III 

 引 言 

手部防护是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技术措施还不能完全消除生产中的危险和有害

因素时，必要时佩戴手部防护装备就成为劳动者防御外来伤害，保证个人安全和健康有效的手段。特别

是在屠宰场、肉类、鱼类和贝类加工业、大型餐饮业以及加工肉类、野味和家禽的手工剔骨作业中使用

手持刀具时，防护手套和防刺伤护臂也可以为那些使用手持刀具的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制定强制性手部

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标准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要求具体

化,标准化。GB xxxxx《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旨在确立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

护手套的基本产品要求，拟由以下2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目的在于明确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技术要求、式样等。 

——第2部分：非金属链甲材料制成的手套和护臂。目的在于明确非金属链甲材料制成的手套和护

臂的技术要求、式样等。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属于对特定领域制定的标准，不同材质的产品使用材料与技术细节

差别较大，因此，按照核心材料的不同编制位分部分文件，共同构成我国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

伤的防护手套的产品管理标准体系。未来，会根据行业发展情况，适时纳入相关材质，进一步完善我国

手部防护产品标准体系。 

 



GB XXXXX—202X 

1 

  
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 

第 1 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技术要求、标识和制造商提供的信息，描述了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为使用手持刀具作业而穿戴的金属链甲手套和金属链甲护臂。 

本部分不适用于接触高速转动刀具、冲压作业、搅拌作业、带电作业等场所的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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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866—2008 皮革五金配件 镍释放量的测定 

GB/T 28485—2012 镀层饰品 镍释放量的测定 磨损和腐蚀模拟法 

GB 42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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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链甲手套 chain-mail glove 

用独立焊接的金属小圆环编织而成的、防护由手持刀具引起的割伤和刺伤的手套。 

注： 本部分所述手套均为金属链甲手套。 

 3.2 

短护臂 arm guard 

可覆盖前臂的独立保护装置，也可通过固定件与短袖手套组成覆盖手部并延伸到前臂的保护装置。 

 3.3 

长护臂 long arm guard 

覆盖前臂和上臂且能够通过固定件固定在身体上或与衣服连接的保护装置。 

 3.4 

固定件 fastener 

用于固定手套和护臂，防止手套或护臂掉落或滑动的装置。 

4 式样 

按手套和护臂的覆盖范围和连接方式分为以下式样： 

a) 手套，见图 1a)； 

b) 短袖手套，见图 1b)； 

c) 长袖手套，见图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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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长护臂，见图 1d)。 

注： 图1d)为长护臂和手套的组合示例。 

 

图 1a) 手套 

 

 图 1b) 短袖手套  

 

 图 1c) 长袖手套  



GB XXXXX—202X 

3 

 

 图 1d) 长护臂和手套  

1——腕平面； 

A——短袖手套袖筒提供的保护长度； 

B——长袖手套袖筒或者短护臂提供的保护长度； 

C——长袖手套或短护臂末端距上臂之间的距离。 

图1 手套和护臂的式样 

5 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5.1 

手套和护臂应满足使用安全要求且适合其用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信息选择使用时应提供保护而不

危及使用者或他人的安全，在正常使用期限内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清洁和消毒时，不应失去保护性能。 

手套和护臂的所有材料不应有损使用者的健康，在可预知的使用环境中不应释放或分解有毒有害物

质。 

无害性 5.2 

执行本文件的手套和护臂及其附件应满足 GB 42298—2022中 5.2的要求。 

金属链甲手套及护臂上的金属材料应按 GB/T 22866—2008 规定测试，金属链甲手套及护臂的相关

配件镀层应按 GB/T 28485—2012 规定测试；镍释放量均应小于 0.5μg/（cm
2
•week）。 

外观要求 5.3 

按 6.1的规定检查手套和护臂、手套与护臂组合的外观，应满足 5.3.1与 5.3.2的要求。 

5.3.1 手套和护臂 

链甲表面应没有缺失的环、未闭合的环和能擦伤使用者皮肤的焊点，应没有尖锐边缘。手套和护臂

内应无伤及使用者的尖锐突起部分，固定件应能扣紧并便于使用。 

5.3.2 手套与护臂的组合 

手套与护臂的连接处应相互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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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和护臂的保护范围 5.4 

5.4.1 总则 

按 6.2的规定检测手套和护臂的保护范围。 

5.4.2 手套 

手套应能对手部直至手腕提供保护，除位于手掌的尺骨侧有帮助手套穿脱的狭缝外，其覆盖面应是

连续的。使用时，应能调节腕带使狭缝被交叠的链甲封闭。 

5.4.3 短袖手套 

短袖手套应能提供从指尖到前臂方向距手腕至少 75 mm（图 1b）中距离 A）的连续保护。 

5.4.4 长袖手套 

长袖手套应能提供从指尖到手腕和直至前臂的连续保护。当肘部弯曲成 90°时，手套袖筒末端距

上臂表面的距离（图 1c）中距离 C）不应大于 75 mm。 

5.4.5 护臂和手套组合 

5.4.5.1 链甲护臂的覆盖范围 

当肘部弯曲成 90°时，护臂末端距上臂表面的距离（图 1c）中距离 C）不应大于 75 mm；或者连接

在上身或上臂或服装上时，以便在使用中保持必须的最小覆盖范围。 

5.4.5.2 长护臂的覆盖范围和连接 

长护臂应能对手、前臂或上臂提供连续保护。护臂末端的固定件不应让护臂滑落而暴露前臂。 

结构 5.5 

5.5.1 总则 

按 6.3的规定测试，应满足 5.5.2至 5.5.6的要求。 

5.5.2 链甲手套 

链甲应由内径不大于 3.2 mm 的圆环编成。除边缘的链环外，链甲上的每个链环应有 4个相邻环穿

过。 

5.5.3 间隙尺寸 

按 6.3的规定测试时，1号测杆应不能穿过链环间隙或手套和护臂保护范围的其他部件的间隙。 

除下述位置外，按 6.3的规定测试时，2号测杆应不能穿过链环间隙或手套和护臂保护范围的其他

部件的间隙。 

允许 4.0 mm宽的 2号测杆穿过保护材料的位置及数量如下： 

a) 图 2所示位置 1处不超过 3 个点； 

b) 图 2所示位置 2处，每个手指侧接缝和中间接缝，以及指尖接缝处总共不超过 8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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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指分叉处的点； 

2——手指的侧接缝和中间接缝，以及指尖接缝上的点。 

图2 手套上 4.0 mm测杆允许穿过的位置 

5.5.4 固定带 

手套和护臂应有至少 18 mm宽的可调节固定带，其长度应能连续调整，应采用快速松脱的闭合装置

固定，如按扣。腕带闭合装置的固定部分应位于腕带上手腕背部。 

固定带应与袖筒连接或穿过环套，扣紧时应不能从手套或护臂上移走。除非有意，应不能从固定带

上移走闭合装置。 

手套和护臂上的任意 1个固定带达到最小约束尺寸时，未固定的带长应不大于 25 mm。 

5.5.5 护臂连接 

与手套一起穿戴时，护臂应牢固地支撑在合适位置。当采用按扣或类似不连续的扣件连接时，应至

少使用 5个，应围绕连接的圆周均匀分布。 

5.5.6 质量 

手套和护臂材料的单位面积质量应小于 4 kg/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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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强度 5.6 

5.6.1 链甲 

按 6.4的规定测试，施加 100 N的力时，应无破断或打开。 

5.6.2 护臂的连接 

按 6.4的规定测试，护臂连接处应无破断或打开。 

冲击穿透性能 5.7 

手套或手套组合应在整个保护范围具备抗穿透性，包括手套和袖筒或护臂之间的连接部位。 

按 6.5的规定测试，平均穿透距离不应大于 10 mm，并且单次穿透距离不应大于 17 mm。 

6 测试方法 

外观要求 6.1 

6.1.1 总则 

逐只进行外观检查，由尺码适合的测试人员穿戴好，配合伸展、弯曲和放松运动进行检查。 

6.1.2 手套和护臂 

检查链甲的整个表面是否存在丢失环、未闭合环和擦伤使用者皮肤的焊点，检查其中所有环接缝和

环连接。用手确定配件是否有尖锐边缘，手套和护臂内部是否有尖锐突起部分，固定件是否便于使用和

扣紧。在链甲与不透明带子或配件连接的地方，使链甲暴露并做如上检查。 

6.1.3 手套与护臂的组合 

检查护臂与手套的连接，确定其接口的对应性和装配的适合性，确定不会因接口的不适配产生脱离

现象。 

手套和护臂保护范围的测定 6.2 

6.2.1 样品数量 

每个尺码 1个样品。 

6.2.2 测试对象 

根据制造商为使用者提供的信息确定尺码适合的测试样品穿戴者。 

6.2.3 测试棒 

直径（6±0.5）mm的金属棒，棒端为光滑的半球形。 

6.2.4 测试步骤 

将被测样品穿戴在尺码合适的测试对象手臂上并适当调整以便于使用，通过目测检查、直尺测量和

测试棒试插入方法测试 5.4规定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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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现的每个裂缝、开口和重叠处应用测试棒插入，棒与表层皮肤的夹角为 0°～45°之间，应用

最大 4 N的力缓慢移动棒，调整行进角度以确定棒是否能穿透测试样品，每个穿透应记录为覆盖范围的

1个缺陷。 

结构测试 6.3 

6.3.1 测量仪器 

6.3.1.1 量具 

游标卡尺、直尺等。 

6.3.1.2 测杆 

由厚（1±0.05）mm钢板制成。长度＞50 mm时，1号测杆的宽度应为（6±0.1）mm，2号测杆的宽

度应为（4±0.05）mm，测杆顶端应是夹角为（60±5）°的锥形，应有支撑使沿测杆长轴施加的力限制

在（10±0.5）N。 

 

1号测杆                                                  2号测杆 

l1——（6±0.1）mm； 

l2——（1±0.05）mm； 

l3——（4±0.05）mm； 

l4——＞50 mm； 

α——（30±2.5）°。 

图3 测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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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天平 

精确到 0.1 mg。 

6.3.2 测试步骤 

配合量具检查链甲环、带、护臂是否符合 5.5的相关要求。 

间隙尺寸的测定是使用（10±0.5）N 的力对着相关间隙推入测杆，如果测试中测杆进入较深，允

许被测样品折叠。测试与每个链环或链甲片连接相关的每种间隙，每种间隙测试 5 处。测试这类结合，

不管其被覆盖还是填充了塑料、橡胶、粘弹性或其他材料。先用 2 号测杆测试，标记通过的任何间隙，

记录其位置，再用 1号测杆测试。记录所有实际情况和测杆通过保护材料的位置。 

质量的测定是从手套或护臂上取一方形试样，用天平称量试样的质量，计算其单位面积质量，单位

为 kg/m
2
。 

拉伸强度的测试 6.4 

6.4.1 样品数量 

1个样品。 

6.4.2 测试仪 

材料试验机，配有 2个能插入被测链环的金属棒，其直径为（1.2±0.1）mm；有与被测护臂相配的

前臂模型和手模型；应能平稳施力至 150 N；精度为 1 %。 

6.4.3 测试步骤 

6.4.3.1 链甲 

将金属棒插入相互套住的一对环中或链甲片对边上的一对环或类似连接中。在（2～10）s 范围内

稳步施力至 100 N，使环拉开。在未破损的手套或链甲护臂的不同位置进行 50 次测试。在结合处的环

上进行 25次测试。记录力低于 100 N时所有环或链甲片打开或破断的情况。不需记录破断发生时的力。 

6.4.3.2 护臂的连接 

将连接手套的护臂套在合适的前臂模型和手模型上。在 30 s至 60 s时间范围内，以一定的速度沿

前臂模型轴向施力分离护臂和手套至 150 N，并在 150N定负荷下保持 10 s，记录实测结果。 

冲击穿透测试 6.5 

6.5.1 样品数量 

1个样品。 

6.5.2 冲击穿透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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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架； 

2——底板； 

3——支架； 

4——托架； 

5——导杆上端固定架； 

6——电磁释放机构； 

7——坠落块和测试刀片； 

8——导杆； 

9——导杆下端固定架（可通过坠落块）； 

10——试样； 

11——翻转机构。 

图4 冲击穿透测试仪 

6.5.2.1 坠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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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刀片的坠落块外形和尺寸如图 5 所示，测试刀片应固定在坠落块中并伸出（40±1）mm，刀片

尖端应偏离坠落块的重力中心线（5±0.5）mm，带刀片的坠落块的重心应在刀片尖端上方（65±1）mm

处。 

坠落块应通过电磁铁固定在初始位置，应有 4个轮子或轴承并能在 2个导杆上自由移动。应能预先

设定坠落块落下高度，对试样提供（2.45±0.1）J或（4.9±0.4）J的冲击。 

注： 坠落高度约 250 mm或 500 mm。 

 
1——导杆； 

2——轮子或轴承； 

3——坠落块； 

4——切除空间以获得正确的质量分布； 

5——加上测试刀片的坠落块的重心； 

6——测试刀片； 

l1——（100±1）mm； 

l2——（65±1）mm； 

l3——（40±1）mm； 

l4——（5±0.1）mm； 

l5——（75±1）mm，导杆中心间距； 

质量——（1000±5）g。 

图5 夹持刀片的坠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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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 测试刀片 

刀片外形和尺寸应如图 6所示，应由洛式硬度大于 47 HRC的冷锻不锈钢制成，刀边应平直、锋利。 

注： 机器磨削后，还需在磨刀石上手工精磨使刀刃光滑锋利。 

 

α1 ——刀刃与刀背的夹角（30±1）°； 

α2 ——刃角（30±1）°； 

l1 ——刀片长度不小于65mm； 

l2 ——刀片宽度（20±0.5）mm； 

l3 ——刀片厚度（1.5±0.05）mm。 

图6 测试刀片 

6.5.2.3 试样支撑 

如图 7 所示，支撑试样的托盘内尺寸应至少为 300 mm×300 mm×100 mm，托盘内装满与上边缘齐

平的塑性体，应尽可能地减少气泡。塑性体应该是可变形的、非弹性的，材料密度应在 1000 kg/m
3
～1500 

kg/m
3
之间。 

注： 塑性体可用细白玉米粉与液体石蜡混合制成。1 kg 玉米粉需用 170 ml 密度为 0.84 至 0.86的石蜡。如果太硬，

增加石蜡，反之增加玉米粉。 

每组测试前应核查塑性体的流变性，方法如下： 

在 1 个温度可控的环境（±2 ℃）中，将存放了至少 24 h、装有塑性体的托盘放在硬基础上，如

混凝土地面。在距托盘表面（2000±5）mm 高度，使 1 个质量（1043±5）g、直径（63.5±0.05）mm

的钢球落在塑性体上十次，钢球冲击点距离托盘边缘应大于 60 mm，且任意两冲击点间距离应大于 90 mm。

测量每个凹陷中心的深度，精确到 0.5 mm，计算平均凹陷深度。如果平均凹陷深度在 18 mm 到 22 mm

之间，该塑性体可用，并用此环境温度作为调节温度。如果平均值不在此范围内，需在不同的温度下再

次调节，或使之再混合石蜡油或面粉，或者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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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装满塑性体的托盘应在调节温度下至少放置24 h。 

 

a） 试样支撑侧视图 

 

b） 试样支撑俯视图 

1——试样； 

2——塑性体； 

3——托盘； 

4——夹持； 

5——绳； 

6——箍上的环； 

7——箍，内直径不小于800 mm； 

8——重物400 g； 

9——翻转机构； 

α—— 绳与塑性体的夹角（30±15）°。 

图7 试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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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试样的制备 

从手套或护臂的链甲上裁取不小于 50 mm×50 mm 试样，每边用硬钢棒穿过，末端保留无支持部分

约 10 mm（3或 4个环）。 

应测试的试样包括： 

a) 4 环互套的平链甲试样； 

c) 中间有接缝、4 环互套的平链甲试样，应测试手套或护臂中各类带接缝试样，4.0 mm 探针能

穿过的接缝试样除外； 

d) 其独立移动被阻碍的塑性材料覆盖或环绕的链甲试样。 

6.5.4 测试步骤 

按图 7所示，将试样外表面朝上放在塑性体上，边中心通过夹子和绳分别与 4个质量 400 g的重物

相连，绳与水平面约成 30°并绕过内直径不小于 800 mm的箍。 

调整坠落块高度，使其对试样提供（2.45±0.1）J 的冲击。每个试样应被上了油的锋利刀片冲击

10次，每次冲击后转动试样约 35°以使每次冲击在不同地方，冲击点距托盘边缘至少 80 mm。 

被覆盖或环绕的链甲试样应测试覆盖或嵌入处。记录所有穿透距离，计算平均穿透距离并注明最大

穿透。 

7 标识 

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标识应符合 GB 42298—2022中 6.1的要求。 

手套和护臂应持久显著地标注下列信息： 

——制造商或经销商的名称或标识； 

——手套和护臂的型式认定或类型编号； 

——图 8所示防护图标； 

——尺码； 

——允许的最高清洗温度（当允许的最高清洗温度低于 82 ℃时需要标识）。 

 

图8 防护图标 

8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信息应符合 GB 42298—2022中 6.2的要求，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手套和护臂应提供下列信息和使用说明书： 

——第 7章规定的信息； 

——制造商或经销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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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适用的工作类型的陈述； 

——贮存说明； 

——选择合适的手套和护臂尺码的说明； 

——佩戴和调整的说明； 

——仅限于防护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警告； 

——仅限于使用在配套产品上，及缩短固定带自由端到 25 mm以下的说明； 

——针对不同使用类型的清洗说明，包括对已知的损坏产品的处理和重复清洗的影响的警告； 

——针对不同使用类型的消毒说明，包括对已知的损坏产品的处理的警告； 

——由老化、磨损、环境因素或化学品（包括油和溶剂）导致的、影响防护水平的警告； 

——链甲上环丢失时检查、测试和处置规定的说明； 

——识别塑料降解、老化的说明（如适用）； 

——用于确定维修或抛弃的判断标准。 

——关于装备可能使用户处于受伤危险的任何工作情况的警告,警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该防护手套及其护臂仅为您提供有限的防切割保护。 

b) 该防护手套及其护臂无法承受电动锯或电动工具的切割，使用电动工具时无法保证安全。 

c) 该防护手套及其护臂有被卷入转动作业机器的风险，请不要佩戴此款防护手套及其护臂操作

相关机器。 

d) 该防护手套及其护臂会导电，请勿在有可能发生触电的地方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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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手套尺寸 

A.1 手套尺寸 

手套各尺寸见图 A.1，表 A.1给出了每种规格手套的各尺寸数值和偏差。 

 

图A.1 中手套各尺寸标示 

表A.1 手套尺寸 

手套

规格 

尺寸±偏差/mm 

0±5 1±3 2±3 3±3 4±3 5±3 6±3 7±3 8±3 9±5 
10±

5 

11±

5 

12±

3 

XS 188 110 46 95 69 79 71 55 8 35 95 40 10 

S 200 114 48 100 72 82 74 58 8 35 95 40 10 

M 212 118 50 105 75 85 77 61 9 40 100 45 10 

L 225 122 52 110 78 88 80 64 10 45 105 50 10 

XL 237 127 55 118 81 91 83 67 11 50 110 55 10 

XXL 250 132 58 125 84 94 86 70 12 55 115 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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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手套尺寸测量 

A.2.1 手指测量器 

测量器是厚度为 1 mm 的平板，对边平行，有 1 个圆形末端用于插入手套的手指中，与手套规格相

对的测量器宽度见表 A.2。 

 

l1——b（表 A.2 给出的）±0.2mm； 

l2——（l1×0.75）mm±0.2mm； 

l3——（1±0.2）mm。 

图A.2 平板材料制成的指长测量器 

表A.2 测量器尺寸 

手套规格 
测量器尺寸 mm 

1 2 3 4 5 

XS 28 27 27 25 22 

S 30 29 29 27 24 

M 32 31 31 29 26 

L 35 33 33 31 28 

XL 38 35 36 33 30 

XXL 41 37 38 35 32 

A.2.2 测量方法 

手套置于平面上，将测量器轻轻地推入对应的手套手指中并按图 A.1所示测量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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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手长和手宽的分布覆盖率 

手长和手宽的分布覆盖率反映了各种手部分型在给定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例如,由表 A.3 可知，男

子手长 180 mm 与手宽 85 mm 的手部分型所占人口比例为 16.7%,表明手长在 175 mm至 185 mm(不包含

175 mm)区间,同时手宽在 82.5 mm至 87.5 mm(不包含 82.5 mm)的成年男子在全国成年男子中所占的比

例为 16.7 %。 

表A.3 男子手长和手宽的分布覆盖率 

手长 
手宽 

75 mm 80 mm 85 mm 90 mm 95 mm 100 mm 105 mm 

160 mm 0.2% 0.4% 0.3% 0.1%    

170 mm 0.4% 3.2% 5.3% 2.8% 0.3%   

180 mm 0.3% 4.5% 16.7% 16.1% 4.0% 0.3%  

190 mm  1.3% 8.7% 16.2% 8.2% 1.2% 0.1% 

200 mm  0.1% 1.0% 3.7% 3.0% 0.9% 0.1% 

210 mm    0.2% 0.3% 0.1% 0.1% 

表A.4 女子手长和手宽的分布覆盖率 

手长 
手宽 

65mm 70 mm 75 mm 80 mm 85 mm 90 mm 95 mm 

150mm  0.5% 1.0% 0.4%    

160mm 0.1% 2.1% 9.8% 10.3% 2.0% 0.2%  

170mm  1.3% 12.3% 25.2% 10.0% 1.1%  

180mm  0.1% 2.1% 9.6% 7.9% 1.5% 0.1% 

190mm   0.1% 0.6% 1.0% 0.4% 0.1% 

 

A.4 手部基本尺寸的均值及标准差 

全国范围以及东北华北区、中西部区、长江下游区、长江中游区、两广福建区、云贵川区等 6个自

然区域成年人手部基本尺寸的均值及标准差见表 A.5和表 A.6。 

注： 6 个自然区域包括的省(区、市)如下。 

——东北华北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北京、天津； 

——中西部区：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西藏、青海； 

——长江下游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 

——长江中游区：湖北、湖南、江西; 

——两广福建区：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 

——云贵川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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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男子手部基本尺寸的均值及标准差 

单位为毫米 

区域名称 
手长 手宽 食指长 食指近位宽 食指远位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国 184 8.2 88 4.7 72 4.2 20 1.3 18 1.3 

东北华北区 185 8.2 89 4.6 72 4.1 21 1.3 18 1.3 

中西部区 184 8.1 89 4.8 72 4.1 20 1.3 18 1.3 

长江下游区 184 8.1 89 4.7 72 4.2 20 1.3 18 1.3 

长江中游区 183 8.0 87 4.4 71 4.1 20 1.2 18 1.3 

两广福建区 185 8.1 88 4.3 72 4.2 20 1.2 18 1.2 

云贵川区 182 8.4 87 4.4 71 4.3 21 1.1 18 1.1 

表A.6 女子手部基本尺寸的均值及标准差 

单位为毫米 

区域名称 
手长 手宽 食指长 食指近位宽 食指远位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国 170 7.5 80 4.2 68 3.8 19 1.2 17 1.2 

东北华北区 170 7.6 80 4.3 68 3.8 19 1.2 17 1.2 

中西部区 170 7.4 81 4.3 68 3.8 19 1.2 17 1.1 

长江下游区 170 7.4 80 4.2 68 3.9 18 1.3 16 1.2 

长江中游区 169 7.3 79 4.0 68 3.9 19 1.1 17 1.1 

两广福建区 170 7.3 79 3.9 68 3.9 19 1.1 17 1.1 

云贵川区 168 7.3 78 4.1 68 3.8 19 1.1 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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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手部和手臂尺寸测量 

B.1 引言 

本附录的信息为使用者、雇主和制造商提供帮助。 

本附录包含手部和手臂的测量信息，解剖学上应该覆盖的部位，为适合个体而选择合适手套和护臂

的建议。 

B.2 测量 

B.2.1 结构标志 

图 B.1显示与本附录有关的标志，用这些标志说明测量，便于购买者和制造商之间得到手部和手臂

尺寸的准确沟通。 

 

1～5——分别代表5个手指； 

6——2、3手指间的分叉； 

7——桡骨； 

8——尺骨； 

9——尺骨茎突； 

10——手指按压方向； 

11——茎突末端平面； 

12——距11约10mm的腕平面。 

图B.1 手部结构（右手掌面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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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手部测量 

长度测量应该在一平面上进行，应当建立图 B.2所示的 4个参考线： 

a) 腕线（a）； 

b) 连接 3、2分叉处并直至 1分叉中手掌边的线（b）； 

c) 连接 3、4分叉处直至手掌尺骨边的线（c）； 

d) 连接 2、4分叉处的线（d）。 

手指伸直并拢，垂直腕线测量 1至 6。沿手指中线测量 7至 10。举起手，手指伸直并最大限度伸开，

测量 11至 17。 

进行下列测量： 

1  手长：最长手指指尖至腕部。 

2  手指 1高度：手指 1指尖至腕部。 

3  1分叉处高度：1分叉处至腕部。 

4  2分叉处高度：2分叉处至腕部。 

5  3分叉处高度：3分叉处至腕部。 

6  4分叉处高度：4分叉处至腕部。 

7  手指 2长度：手指 2指尖至分叉线 b。 

8  手指 3长度：手指 3指尖至分叉线（b）。 

9  手指 4长度：手指 4指尖至分叉线（c）。 

10 手指 5长度：手指 5指尖至分叉线（c）。 

11 腕围：腕平面的周长。 

12 掌围：在 1分叉处和 2分叉处之间的等高度位置平行于分叉线 d的周长。 

13 手指 1指围：手指 1的指间关节的周长。 

14 手指 2指围：手指 2的近端指间关节的周长。 

15 手指 3指围：手指 3的近端指间关节的周长。 

16 手指 4指围：手指 4的近端指间关节的周长。 

17 手指 5指围：手指 5的近端指间关节的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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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a) 线性测量 

 

图B.2b) 围长测量 

1～17——B.2.2所述的测量； 

a～d——B.2.2所述的参考线。 

图B.2 用于手部测量的参考线和规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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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B.2.3所述的测量； 

a、e、f——B.2.3所述的参考线。 

图B.3 用于前臂测量的参考线和规定尺寸 

B.2.3 前臂测量 

测量时将上臂靠在胸部侧边，肘部弯曲成 90°，手掌与最上的手指 1 垂直并握紧拳头（见图 B.2）。

应当建立如下 3 条参考线： 

a) 图 A.1规定的腕线（a）； 

b) 从接触前臂的腕顶端到上臂前部的直线（e）； 

c) 与上臂和线 e接触的垂线（f）。 

进行下列测量： 

18 前臂长：手腕至上臂的水平距离。 

19 最大臂围处的前臂长：手腕至前臂围长最大处的水平距离。 

20 前臂锥：手腕至与前臂接触的线 e的水平线。 

21 距上臂 45mm处的前臂围长（见图 B.3）：线 f所确定的。 

22 前臂的最大围长：测量确定。 

23 距腕线 a50mm处的前臂围长（见图 B.3）。 

24 距腕线 a 距离 20 的前臂围长（其与图 B.3 中的 22 显示一样。22 与 24 的位置可能相同，或

者，如果肌肉凸出高，24 更接近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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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尺寸和适合性 

B.3.1 手套 

链甲手套没有弹性，在长度和宽度不够时没有任何尺寸补偿。为保证手套不限制手部从事工作活动，

尺寸上的一些余量是必要的。 

链甲手套的正面和背面尺寸是相同的，它们可以很平坦地放在平面上。为了在使用过程中获得好的

舒适性和适配性，当手套平放测量时，手套的尺寸宜比佩戴者手部尺寸长 10 mm～15 mm 和宽 15 mm。 

B.3.2 手套宽度和长度范围的尺寸标记  

表 B.1给出了与手部尺寸对应适合的手套尺寸，这些手套应该标上名义上需要适配的手部尺寸，当

为了采购手套而选择尺码范围时，需要把特殊尺寸的使用者考虑进去。 

表B.1 手套的标称尺寸 

手部尺寸 S S
1
/2 M M

1
/2 L L

1
/2 XL XL

1
/2 XXL 

围长/mm 152 165 178 191 203 216 229 241 254 

手长 A/mm 151 159 167 175 183 191 191 207 215 

手长 B/mm 166 174 182 189 197 205 213 221 229 

手长 C/mm 179 186 202 202 210 218 226 236 241 

B.3.3 测量手套 

对于表 B.1 中给出的适合各类手的手套尺码，都有至少 5%的手不能够完全适合。需要特制的手套

来满足这类人群，但是它们不应该有符合表A.1的尺码标记。应该附上1个说明手套是为谁定制的标签。 

B.4 长袖手套和链甲护臂长 

应该依据前臂尺寸信息选择袖长合适的手套或链甲护臂。当肘部弯曲成 90°时，手套袖筒末端距

上臂表面的距离 C（见图 1c））不应大于 75 mm。通常制造的长度见表 B.2。 

表B.2 袖长 

袖长/mm 适合前臂的长度范围/mm 

200 225～255 

220 245～275 

240 26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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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安全生产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

专项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46号）的要求，由深圳大学牵头承担《手

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 第 1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国家

标准的制定任务，计划编号 20242820-Q-450。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委托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手部防护装备分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深圳大学负责牵头编制。 

（二）协作单位 

深圳大学、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上

海赛立特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安平县众和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江苏省特种安全防

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星宇安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文件编写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阶段（2023 年 11 月~2024 年 3 月）：工作组进行国内外文献调研和资

料收集，掌握国内外目前关于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产品标准，以及目前国内市场

中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产品的总体情况。 

第二阶段（2024 年 3 月~2024 年 9 月）：成立标准编写组，整理分析资料，

初步确定具体的内容及篇章设计。归纳梳理了目前国内外标准的差异与不足，针

对生产端与应用端开展现场调研与座谈，初步开展《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

刺伤的防护手套第 1 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修编。 

第三阶段（2024 年 9 月~2024 年 12 月）：分析整理集中各章节内容，根据

《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第 1 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

制定要求，形成标准讨论稿。实地走访相关企事业单位，经多轮调研、线下线上

会议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对讨论稿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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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如下： 

表 1 起草人及分工情况 

序号 起草人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1 胡明伟 深圳大学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

文及编制说明草案、现场调研、方法验

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 „„ „„ „„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论

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原则 

标准编制组参考了 GB/T 22866-2008《皮革五金配件 镍释放量的测定》、GB/T 

28485-2012《镀层饰品 镍释放量的测定 磨损和腐蚀模拟法》、GB 28881-2023

《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GB 24541-2022《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

防护手套》、GB 42298-2022《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GB/T 38306-2019

《手部防护 防热伤害手套》等技术文献，确保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的先进、规

范与科学。 

2.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与其他已发布或已施行的防护手套相关国家标准相协调一致。契合

GB 42298—2022《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 

3.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是紧密结合国内手部防护产品类型和功能，符合当前的生产实

际和检验测试技术的现状，确保新制定的标准落地后利于实施和推广。 

4.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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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编写规则进行制定。 

1.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本标准的引用情况见表 2。 

 

http://www.baidu.com/link?url=LnB9ydqfkASoo3h6ti7-bNm2UG82Gb5cTvXPqchpvnVIggO-JU0ysdU5QobXwoKI
http://www.baidu.com/link?url=LnB9ydqfkASoo3h6ti7-bNm2UG82Gb5cTvXPqchpvnVIggO-JU0ysdU5QobXw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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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序 

号 

第一次出

现的条款

号或附录

号 

类型 主要内容 
引用文件号/

标准号 

引用文件/标准

名称 

引用的主要

相关内容 

1 5.2 技术要求 无害性 
GB 42298 —

2022 

《手部防护 通

用技术规范》 

通用技术要

求 

2 5.2 技术要求 无害性 
GB/T 28485—

2012 

《镀层饰品 镍

释放量的测定 

磨损和腐蚀模

拟法》 

试验过程 

3 5.2 技术要求 无害性 
GB/T 22866—

2008 

《皮革五金配

件 镍释放量的

测定》 

试验步骤 

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技术要求、标识和制造商应提供的信息，

描述了测试方法。主要内容如下： 

表 3 主要技术内容 

《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

刺伤的防护手套第 1部分：金

属链甲手套和护臂》 

新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理由 

范围 
规定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技术要求、标识和制造商提供的信

息，描述了测试方法,界定了标准的适用界限。 

术语和定义 
提出了金属链甲手套、护臂、长护臂及固定件术语和定义的对

应内容。 

式样 
明确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类型，包括手套、短袖手套、长

袖手套及长护臂，同时规定了不同手套类型对应的保护长度。 

技术要求 对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所需满足的通用技术要求做出规定。 

保护范围 
手套应能对手部直至手腕提供保护，除位于手掌的尺骨侧有帮

助手套穿脱的狭缝外，其覆盖面应是连续的。使用时，应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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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

刺伤的防护手套第 1部分：金

属链甲手套和护臂》 

新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理由 

节腕带使狭缝被交叠的链甲封闭。 

结构 

按照标准所提及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提出了金属链甲手套和

护臂应符合的手套基本结构、间隙尺寸、固定带、护臂连接及

质量要求。 

拉伸强度 
按照标准所提及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提出了金属链甲手套和

护臂应符合的拉伸强度要求。 

冲击穿透 
按照标准所提及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提出了金属链甲手套和

护臂应符合的穿透距离要求。 

标识和制造商提供信息 

标准编制组参考了 GB 24541-2022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

手套》GB 42298-2022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GB/T 

38306-2019《防护手套  通防热伤害手套》以及 GB/T 

30865.1-2014 《手部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 

第 1 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中对标识的相关要求，结合

国内的实际生产情况制定相应的技术指标。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用人单位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应急

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也是这些法律、法规内容的延续和补充。具有

在法律框架下规范术语，引导提升产品质量多重属性。 

本标准是相关个体防护装备内容的延续和补充，与手部防护其他相关的通用

技术规范、等国家强制性标准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手部个体防护

装备标准体系，协同促进个体防护装备的有效应用。与现行的其他防护手套强制



6 

 

性标准均属产品标准。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相关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有 GB/T 12624-2020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

法》、GB/T 38304-2019 《手部防护 防寒手套》、GB/T 38306-2019 《手部防

护 防热伤害手套》、GB/T 29512-2013 《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

护指南》。这些国家标准与本标准协同构成手部防护产品的标准体系。符合国家

建立以强制性标准为主体、推荐性标准为补充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的要求。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一）采标情况 

本标准未进行采标。 

 

（二）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 ISO 13999-1-1999 相比，技术要求上存在如下差异： 

——式样上无硬护臂及塑料护臂； 

——测试方法上无水洗测试； 

——标识与信息上表述不同。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的建议及理由 

（一）过渡期建议及理由（实施标准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文件实施所需的技术条件是成熟的，建议按照正常流程进行本文件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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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建议过渡期 12 个月。本标准为制定标准，建议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

之间的过渡期内加强对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指导，建议在本标准颁布、实施后由

相关部门及时组织对本标准的宣贯，尽可能减少成本投入，尽快完成标准过渡，

为老旧产品退出市场留出时间。 

（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等 

本标准实施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国手部防护领域标准体系，填补金属链甲手

套和护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空白，为今后其他防护手套标准的制定工作奠定技术

基础。 

本标准的实施也将推动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产品的技术进步，促使防护手套

企业加快技术革新，不断采取更加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制造手段努力提升产品质量，

逐渐摆脱低价低质的竞争，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放眼全球，本标准的实施

符合时代需要和我国国情实际，利于消除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壁垒，增强商

务交流与技术合作，能够为我国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本标准的实施将提

升消费者和佩戴者在选购、配备和使用防护手套产品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确保广

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和企业的生产安全。 

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

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二）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与实施和处罚违反本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

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

https://www.baidu.com/s?wd=%E4%B8%96%E7%95%8C%E5%90%84%E5%9B%B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ANWnvcYnjubPvmLrj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dPj0vrjR4rHb1nH04P1Ds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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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保障措施中规定

“（四）严格追责问责。对未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因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管理混乱给作业人员带来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通报与否均应说

明理由） 

本标准需要进行对外通报。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 ISO 

13999-1-1999 技术内容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作为技术性法规颁布后，对外通

报将有助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了解我国个体防护装备中防护手套的通用技术要求，

促进我国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发布之日起，现行的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 30865.1-2014《手部

防护 手持刀具割伤和刺伤的防护手套 第 1部分：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的内容

已全部被代替完成，建议即行废止 GB/T 30865.1-2014。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标准文件主要涉及金属链甲手套和护臂。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