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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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 29512—2013《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与GB/T 29512—

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术语（见 3.1，2013版的 3.1）； 

——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013版的第 2章）； 

—— 删除了手部防护管理要求（见 2013版的第 4章）； 

—— 增加了手部防护装备选择的一般原则（见 4.1）； 

—— 删除了危害控制要求（见 2013版的 5.3）； 

—— 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使用一般原则（见 5.1，2013版的 7.1）； 

—— 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使用前后检查要求（见 5.2，2013 版的 7.2）； 

—— 增加了报废处理要求（见 6.3.1）； 

—— 更改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 A，2013版的附录 A）； 

—— 删除了附录 C（见 2013版附录 C）； 

—— 删除了附录 D（见 2013版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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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首次发布为 GB/T 29512—2013；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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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手部防护装备选择、使用和维护的原则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生产中为预防作业中物理和化学等因素伤害手部而配备的手部防护装备。 

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疗、食品加工行业的微生物手部防护装备，不适用于消防用手部防护装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手部防护装备 hand protection equipment 

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佩戴的具有保护手和手臂功能的防护装备。 

 3.2 

危害评价 risk assessment 

评估危害的大小以及对手部的危害程度,并确定危害是否可容许的全过程。 

4 手部防护装备的选择 

一般原则 4.1 

手部防护装备防护的危害类型包括机械伤害、热伤害、电伤害、化学伤害等，选择手部防护装备应

考虑以下因素： 

—— 应充分考虑作业环境所涉及的危害因素，进行危害评价，根据危害评价结果选择与风险相适

应的手部防护装备类别和性能等级； 

—— 不应增加由于手部防护装备本身而导致的风险，如旋转部件的缠绕、卡住、形成点火火花等； 

—— 手部防护装备的佩戴对灵活性、抓握力、防水性、可视性、透气性等产生的影响不应阻碍作

业过程； 

—— 选择手部防护装备时应考虑手部尺寸符合性以及潜在过敏源等，要求供应商提供手套潜在过

敏源信息； 

—— 应选用符合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手部防护装备； 

—— 应仔细参阅制造商提供的信息，性能等级由实验室条件下对未使用的手套进行测试而得出，

应关注实际使用条件的差异。 

危害评价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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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危害辨识 

辨识作业环境中可能伤害手部的有害因素,即识别是物理因素、化学因素还是生物因素或是多种有 

害因素并存。 

4.2.2 危害评价要素 

对作业环境进行危害评价应包括下列要素： 

a) 作业类别、生产流程、设备布局及手部操作特点； 

b) 有害因素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 

c) 手部持续暴露时间和频率； 

d) 已采取工程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e) 残余危害及选用手部防护用品的科学实用性。 

选择 4.3 

根据危害评价的结果以及作业类别确定防护需求,选择合适手部防护装备应包括以下步骤： 

a) 确定手部防护装备类型； 

b) 查阅产品标准要求； 

c) 确定手套的性能需求； 

d) 选择合适的材质以提供必要的防护； 

e) 选择合适的防护范围，且尺寸适当、佩戴舒适的手套； 

f) 确保选择的手套(如材料、结构)不会有损使用者的安全和健康； 

g) 确定选择可重复使用或限次使用的手套； 

h) 提供采购规范，确保供应商能够供应符合质量要求的手套； 

i) 检查产品说明书及防护标识； 

j) 确定手套的维护条件以及清洗要求； 

k) 验证手套的适用性，如初次使用前绝缘手套需进行耐压测试，防化学品手套需进行化学品防

护测试。 

5 手部防护装备的使用 

一般原则 5.1 

5.1.1 手部防护装备的防护功能都是有限的，使用者应了解所使用手部防护装备功能的局限性。 

5.1.2 严格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进行使用,不应使用超过使用期限的手套。 

5.1.3 正确佩戴手部防护装备，避免同一双手套在不同作业环境中使用。 

5.1.4 操作转动机械作业时，禁止使用编织类手套。 

5.1.5 手部防护装备与其他类别防护产品配套使用时，应确保防护装备之间的严密连接，如采用适当

装置与防护服袖口可靠连接。 

5.1.6 手套使用前后应清洁双手。 

5.1.7 不应与他人共用手套。 

5.1.8 使用者应明确手部防护装备正确使用方法，必要时应接受培训。 

使用前后检查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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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使用前佩戴者应检查手部防护装备有无明显缺陷,损坏的手套不允许继续使用。出现下列情形应

更换新的手部防护装备： 

a)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要求更换的情形； 

b) 撕裂、磨损； 

c) 孔洞或裂缝； 

d) 渗透； 

e) 缝合处开裂； 

f) 变形、烧焦、融化或发泡； 

g) 僵硬、洞眼； 

h) 发黏或发脆。 

5.2.2 有液密性和气密性要求的手套使用前应进行漏气性检查。 

5.2.3 使用后佩戴者应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进行清洁，并检查手套，出现 5.2.1 的情形应进行报废

处理。 

5.2.4 使用后的一次性手部防护装备不应再次使用。 

6 手部防护装备的维护 

性能检测 6.1 

手部防护装备应根据相关标准或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要求定期进行性能检测。 

注： 如绝缘手套每6个月进行一次绝缘性能检测。 

清洁和储存 6.2 

6.2.1 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对手部防护装备进行清洗和保养。 

6.2.2 手部防护装备应储存在清洁、干燥通风、无油污、无热源或阳光直射、无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进行储存。 

报废原则 6.3 

6.3.1 手部防护装备的报废应遵循无害化处理，不应对环境产生危害。 

6.3.2 当手部防护装备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予报废处理： 

a) 进行外观检查时，出现 5.2.1 中所述特征的手部防护装备； 

b) 超过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规定的有效使用期限或存储期限； 

c) 进行定期检验后,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的手部防护装备； 

d) 出现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规定的其他报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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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不同作业类别手部防护装备选择 

A.1 范围 

本附录列举了不同作业类别可选用的手部防护装备。 

A.2 示例 

选择示例见表 A.1。 

表A.1 不同作业类别手部防护装备选择(示例) 

编号 有害因素 举例 可选用的手部防护装备 相关标准 

1 摩擦/切割/撕裂/穿刺 
破碎、锤击、铸件切割、砂轮打磨、金

属加工的打毛清边、玻璃装配与加工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B 24541—2022 

2 电击 高/低压线路或设备带电维修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GB/T 17622—2008 

3 易燃易爆 

接触火工材料、易挥发易燃的液体及化

学品，可燃性气体 作业，如汽油、甲

烷等；接触可燃性化学粉尘的作业，如

镁 铝粉；井下作业 

防静电手套 GB/T 22845—2009 

3 化学品 

接触氯气、汞、有机磷农药、苯和苯的

二及三硝基化合物 等的作业；酸洗作

业；染色、油漆、有关的卫生工程，设

备 维护，注油作业 

化学品防护手套 GB 28881—2023 

4 小颗粒熔融金属 电弧焊、气焊 焊工防护手套 20214439-Q-450 

5 X线作业 X射线检测,医用X光机使用 
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

物防护手套 
GB 38452-2019 

6 低温 冰库、低温车间、寒冷室外作业 防寒手套 20242808-Q-450 

7 高温 冶炼、烧铸、热轧、锻造、炉窑 防热伤害手套 20242818-Q-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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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B  

（资料性） 

化学品防护手套的选择和使用 

B.1 范围 

本附录设置了一系列说明,用于指导化学品防护手套的选择和使用。 

B.2 选择 

当选择防御化学品防护手套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a) 手套是否要求具有防渗透性能，手套渗透产生的危害可能取决于接触化学品的程度。 

b) 如果防渗透性能是必需的，应根据持续接触化学品可接受的最短透过时间选择防护手套(渗透 

测试是持续接触化学品，在间歇性接触的条件下渗透时间可能会延长)。 

c) 作业环境中是否接触会导致手套降解的化学品。 

d) 作业环境中应注意生产的机械伤害可能会影响手套防御化学品的性能。 

e) 在特别高温或低温的作业环境下选择具有隔热性能的化学品防护手套。 

B.3 建议 

B.3.1 使用者可以查阅资料或说明书了解手套的抗穿透性能和不同手套材质在化学品中的抗渗透性 

能。同时，制造商/供应商应为使用者提供选择化学品防护手套的相关建议和服务。 

B.3.2 当选择化学品防护手套时,应综合考虑手套的降解性、渗透率和透过时间。 

B.3.3 防护手套使用过程中沾染上有害有毒物质无法重复使用时，可参照图B.1的方法脱掉防护手套，

避免接触皮肤和衣服，造成二次污染。 

             

a)将其中一只手套从指尖处拉下                     b）边脱下手套边将脱下部分揉成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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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用已脱下的手套袖口捏紧另一只手套袖口            d）将第二只手套内外翻转拉出并覆盖包裹第一只手套 

图C.1 正确脱掉手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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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4 年 10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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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由上海

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牵头制定国家标准《手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计划编号：20242831-Q-450）。该项目由应急管理部提出，由全国个体防护装

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成立工作组组织国内专家

负责具体编制工作。 

（二）协作单位 

标准申报立项时，标准协作单位为：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江苏省

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星宇安防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赛立特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安思尔（上海）商贸有限

公司、代尔塔（中国）安全防护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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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6 月-2024 年 09 月），立项筹备阶段。2024 年 06 月起

草组召开了标准修订筹备会议。会上起草组各位专家进行了研讨并确定了修订方

向和任务，会后，起草组各成员分别对国内外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初步掌握了

国内外目前关于手部防护装备维护使用和选用的情况。8 月底，起草组归纳梳理

了目前手部防护装备在选择维护和使用中的重点，制定了调研计划，确立了标准

编写的方向，奠定了标准编写基础。 

第二阶段（2024 年 10 月-2024 年 12 月），正式下达立项计划。起草组根据

标准修订实施方案分配具体工作；调研了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如江苏恒辉安防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东亚手套有限公司、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上海安思尔商贸

有限公司等，使用企业如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三一帕尔菲格特

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江苏海力风能设备有限公司等。通过调研，收集了目前手

部防护装备生产与使用的现状，根据标准编制方案要求，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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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起草组多次召开线上线下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讨论分析，经调研讨

论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初稿，于 2024 年 12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第三阶段（2024 年 12 月）：计划拟以网络公开、函审、专家咨询及会议等

多种形式，征询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专家、和监督管理部门等单位的意见，修改

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后形成《手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标准送审稿。

征求意见的专家涵盖相关科研、生产、检测检验、使用、监管监察等领域。 

第四阶段（2025 年 03 月）：计划召开《手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标准送审稿技术审查会，会上与来自各方面专家、企业代表进行沟通与交流。并

审查会收集的修改意见为基础，对送审稿的内容进行相应地调整，最终形成标准

报批稿。 

具体见表 1。 

表 1  《手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制定工作记录 

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进程 

立项筹备

阶段 
2024.06-2024.09 

立项筹备阶段。2024 年 06 月起草组召开了标准修订筹备会议。

会上起草组各位专家进行了研讨并确定了修订方向和任务，会后，

起草组各成员分别对国内外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初步掌握了国

内外目前关于手部防护装备维护使用和选用的情况。8 月底，起

草组归纳梳理了目前手部防护装备在选择维护和使用中的重点，

制定了调研计划，确立了标准编写的方向，奠定了标准编写基础。 

起草阶段 2024.10-2024.12 

起草组根据标准修订实施方案分配具体工作；调研了国内相关生

产企业，如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亚手套有限公司、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上海安思尔商贸有限公司等，使用企业

如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三一帕尔菲格特种车辆

装备有限公司、江苏海力风能设备有限公司等。通过调研，收集

了目前手部防护装备生产与使用的现状，根据标准编制方案要求，

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期间，起草组多次召开线上线下会议，

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讨论分析，经调研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

进一步完善初稿，于 2024年 12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

阶段 
„„ „„ 

审查阶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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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主要工作进程 

报批阶段 „„ „„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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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一鸣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负责标准项目的申报、任务下达后标准编制工作

的组织与协调、标准框架的构建、包括标准工作

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及其编

制说明在内的文本起草工作。 

 „„ „„ „„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先进性原则 

在标准立项时，起草组对手部防护装备各个种类产品的生产、使用企业开展

调研，同时参考 ISO TR 8546—2022标准，充分分析了手部防护装备特点，以及

在使用和维护中的重点事项，保证标准的先进性。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的制定是紧密结合国内手部防护产品类型和功能，充分参考使用

方的使用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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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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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编写规则进行制定。 

4.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是与包括 GB/T 12624—2020《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GB 

42298—2022《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范》等在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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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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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1.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无。 

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代替 GB/T 29512—2013《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

南》，与 GB/T 29512—201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术语（见 3.1，2013 版的 3.1）；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013版的第 2章）； 

——删除了手部防护管理要求（见 2013版的第 4章）； 

——增加了手部防护装备选择的一般原则（见 4.1）； 

——删除了危害控制要求（见 2013版的 5.3）； 

——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使用一般原则（见 5.1，2013版的 7.1）； 

——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使用前后检查要求（见 5.2，2013版的 7.2）； 

——增加了报废处理要求（见 6.3.1）； 

——更改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 A，2013版的附录 A） 

——删除了附录 C（见 2013版附录 C）； 

——删除了附录 D（见 2013版附录 D）。 

（2）删除了管理要求 

本次修订将现行的推荐性标准更改为强制性标准，原标准中的管理要求不再

具有强制性，不宜出现在强制性条款中，因此对该部分管理要求进行了删除。  

（3）增加了手部防护装备选择的一般原则 

手部防护装备面对物理、化学、电伤害、热伤害等多种危害因素，具有较多

产品种类，将手部防护装备选择过程中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提炼整理，形成了该部

分内容，作为选择手部防护装备时必须遵守的原则，制定为强制性要求有利于使

用者在选择时明确相关要求，避免错选、少选以及漏选情况的发生。 

（4）更改了手部防护装备使用的一般原则以及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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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装备在使用中应根据不同的危害因素，不同的应用场景遵循相应的

使用要求，更改后的一般原则更加适应强制性条款要求，为使用方以及监管管理

方在实施标准时增强了适宜性和可操作性。 

（5）增加了手部防护装备维护报废要求 

手部防护装备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环境处理要求，同时由于使用中可能接触

到的危害因素，在报废处理过程中应遵循相应的要求，为了贯彻绿色低碳环境友

好的原则，增加了报废要求。 

（6）删除附录 C 和附录 D  

2013 版的标准中，附录 C 提供了手部尺寸测量的方法，附录 D 提供了手部

防护装备的产品标识，这两部分内容在 GB 42298—2022《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规

范》以及 GB/T 12624—2020《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中均已存在，并且这两

个标准是手部防护装备体系中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本次修订中为避免重复，将这

部分内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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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文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与我国现行的个体防护装备标准体系中相关

配备选用标准、测试方法标准、产品标准等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是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协调一致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一）采标情况 

本标准文件不进行采标。 

（二）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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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针对我国国情与生产使用现状进行编制，符合我国国

情。与国际同类标准处于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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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文件由推荐性标准修订为强制性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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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企业的技术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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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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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建议过渡期 12个月。 

（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等 

本标准文件实施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国手部防护领域标准体系，筑牢手部防

护国家标准体系框架。此外，标准的实施也将推动防护手套产品的技术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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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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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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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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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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该标准实施监督的部门为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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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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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报。本项目属于专业领域的管理规定，非直接涉及的国际贸易产品或服

务，无需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文件实施发布之日起，现行的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 29512-2013《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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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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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防护装备。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