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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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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21-2015《防静电工作帽》，与GB/T 31421-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半衰期的测试方法：由 GB/T12703.1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一部分：静电压半衰

期更改为 GB/T12703.1-2021 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一部分：电晕充电法（见 2，2015

版的 2）

——增加了表面电阻率、半衰期术语和定义（见 3.3，3.4）；

——删除了外观质量里部分技术要求（见 4.2，2015 版的 4.2）；

——更改了外观质量里部分技术要求（见 4.2，2015 版的 4.2）；

——更改了理化性能技术要求里变色耐汗渍色牢度/级指标（见 4.4，2015 版的 4.4）；

——增加了理化性能技术要求里耐光色牢度/级的要求（见 4.4）；

——增加了理化性能技术要求里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的要求（见 4.4）；

——更改了理化性能技术要求里非涂层面料透气率指标（见 4.4，2015 版的 4.4）；

——增加了理化性能技术要求里异味的要求（见 4.4）；

——更改了耐磨性的技术要求（见 4.5，2015 版的 4.5）；

——更改了撕破强力的技术要求（见 4.6，2015 版的 4.6）；

——更改了防静电性能的技术要求（见 4.7，2015 版的 4.7）；

——增加了断裂强力、接缝强度要求（见 4.8、4.9)；

——增加了耐光色牢度/级和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的理化性能测试方法（见 5.1.4、5.1.5)；

——增加了异味的理化性能测试方法（见 5.1.10）；

——增加了断裂强力、接缝强度的测试方法（见 5.5、5.6）；

——删除了检验规则（见 2015 版的 6）；

——更改了标识中永久标识里部分内容（见 6.1.1，2015 版的 7.1.1）；

——增加了永久标识中防静电图形标识的要求（见 6.1.4）；

——更改了标识中产品说明书里部分内容（见 6.2，2015 版的 7.2）；

——更改了包装和储存标题名称（见 7，2015 版的 8）；

——增加了清洗要求（见 7.3）

——更改了附录 A 表面电阻率测试方法中测试电极部分内容（见 A.3.1，2015 版的 A.3.1）；

——更改了附录 A 表面电阻率测试方法中电阻表部分内容（见 A.3.2，2015 版的 A.3.2）；

——更改了附录 A 表面电阻率测试方法中洗涤处理部分内容（见 A.4.1，2015 版的 A.4.1）；

——更改了附录 A 表面电阻率测试方法中调湿部分内容（见 A.4.2，2015 版的 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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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防静电工作帽》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 年首次发布 GB/T 31421-2015 防静电工作帽；

——本次为第 1 次修订。



GB 31421—202X

1

头部防护 防静电工作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静电工作帽的尺寸要求、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标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在可能引发电击、火灾及爆炸危险场所等配戴的以防静电织物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工作

帽。

本标准不适用于除防静电织物之外的其它材料为主制成的防静电工作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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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一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17.3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3部分:梯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5453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 12014 防静电服

GB/T 12703.1 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1部分 电晕充电法

GB/T 842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 1457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GB/T 16160-2017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 18401 国家纺织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1196.2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2部分:试样破损的测定

GB/T 23344 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防静电工作帽 occupational antistatic headwear

以防静电织物为主要原料的，为防止帽体上的静电荷积聚而制成的工作帽。

头围 head girth

两耳上方水平测量的头部最大围长，见GB/T 16160-2017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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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电阻率 surface resistivity

平行于通过材料表面上电流方向的电位梯度与表面单位宽度上的电流之比，即单位面积正方形材料

两对边之间的直流电阻。

注：表面电阻率的单位用欧姆(Ω)表示。

半衰期 half decay time；HDT

在试样上外加电压衰减至峰值电压一半所需的时间。

4 技术要求

尺寸

以人体头围的净尺寸作为帽子的尺寸，以厘米为单位，从44cm至64cm，半围以1cm为跳档线。

外观质量

4.2.1 防静电工作帽外观应无破损或其他影响防静电性能的缺陷。

4.2.2 各部位无明显油污、拆痕、残疵、毛漏。

4.2.3 防静电工作帽不应有外露金属附件。

缝制

4.3.1 缝线针距：当采用外层单位面积质量大于等于 200 g/m2 的面料时，缝制针距为（12～14）针/3

cm，当采用外层单位面积质量小于 200 g/m2 的面料时，缝制针距为（14～16）针/3 cm。

4.3.2 上下松紧适宜，无跳针、断线、起落针处应有回针。

4.3.3 纳线应均匀，同一部件缺针不超过两针或两处。

4.3.4 松紧带松紧适度，包带严紧。

4.3.5 永久性标识应与产品本身缝制牢固。

理化性能

按5.1进行测试，成品的理化性能要求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理化性能技术要求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测试方法

耐洗色牢度/级
a

变色 ≥3-4
5.1.1

沾色 ≥3-4

耐汗渍色牢度/级
变色 ≥3

5.1.2
沾色 ≥3-4

耐摩擦色牢度/级
干摩 ≥3-4

5.1.3
湿摩 ≥3-4

透气率/（mm/s）
涂层面料 ≥10

5.1.4
非涂层面料 ≥50

耐光色牢度/级 ≥3-4 5.1.5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3-4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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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测试方法

甲醛含量/（mg/kg） ≤75 5.1.7

pH值 4.0～7.5 5.1.8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b
/(mg/kg) 禁用 5.1.9

异味 无 5.1.10

a
使用说明上标注不可水洗的产品不考核。

b
致癌芳香胺染料清单见 GB 18401-2010 附录 C，限量值小于等于 200mg/kg。

耐磨性

按照5.2的规定对防静电工作帽进行测试，经过100圈磨损后应无破洞。

撕破强力

按照5.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防静电工作帽的撕破强力不得小于25N。

防静电性能

按5.4对防静电工作帽进行测试，其表面电阻率（ρ）应满足1.0×10
5
Ω≤ρ≤1.0×10

11
Ω；防静

电工作帽产品的静电压半衰期HDT≤4。

断裂强力

按照5.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防静电工作帽的断裂强力不得小于400N。

接缝强度

按照5.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防静电工作帽的接缝强度不能小于100N。

5 测试方法

理化性能测试方法

5.1.1 耐洗色牢度应依据 GB/T 3921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1.2 耐汗渍色牢度应依据 GB/T 3922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1.3 耐摩擦色牢度应依据 GB/T 3920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1.4 防静电工作帽的透气率的测定按 GB/T 5453 规定的方法进行。

5.1.5 耐光色牢度应依据 GB/T 8427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1.6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应依据 GB/T 14576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1.7 防静电工作帽的甲醛含量的测定按 GB/T 2912.1 规定的方法进行。

5.1.8 防静电工作帽的 pH 值的测定按 GB/T 7573 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

5.1.9 防静电工作帽的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测定按GB/T 17592和 GB/T 23344进行，一般先按GB/T

17592 检测，当检出苯胺和/或 1,4-苯二胺时，再按 GB/T 23344 检测。

5.1.10 防静电工作帽的异味测定按照 GB 18401 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耐磨性

面料的耐磨性按照GB/T 21196.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撕破强力



GB 31421—202X

4

面料的撕破强力按照GB/T 3917.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防静电性能

按附录A.4和A.5的中的规定对式样进行洗涤和调湿；材料的表面电阻率按附录A进行测试，材料的

静电压半衰期按GB/T 12703.1进行测试。

断裂强力

面料的断裂强力按GB/T3923.1规定的方法测试。

接缝强度

防静电帽的接缝强度按GB/T3923.1或FZ/T70007规定方法测试。

6 标识

永久标识

6.1.1 每顶帽子上应附有牢固耐洗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商标（如有）、产品名称、产

品款号、材料组分、洗涤说明、尺寸代码、生产厂名称、生产日期，使用期限，执行标准号。

6.1.2 每顶帽子应附有合格证，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厂址、联系电话、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号。

6.1.3 每顶防静电工作帽应由 J 加帽子尺寸组成其尺寸标识。对尺寸不可调节的帽子，采用“J（规定

尺寸）”的方式标注；对尺寸可调节的帽子，采用“J（最小尺寸-最大尺寸）”的方式标注。

示例：

6.1.4 每顶防静电帽应有防静电图形标识，标识样式见 GB/T20097-2006 附录 B。

6.1.5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应具备的标记或标志。

产品说明书

在产品最小包装内应附有产品说明书，说明书内容至少应包括：

——如在会因静电放电产生风险的场所使用本产品，应与符合 GB 12014-2019 规定的防静电服及

相关的个体防护装备配套使用；

——应在进入会因静电放电产生风险的场所前戴上本产品，禁止在会因静电放电产生风险的场所

戴上或摘下；

——禁止在火灾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防静电帽上附加或佩带任何金属物件；

——清洁及储存要求；

——使用期限及判废条件（如“当产品出现破损时应停止使用”）；

——其它应说明的问题。

7 包装、储存和清洗

产品包装整齐、牢固、无破损、产品数量准确、内外包装应设防潮层。包装箱上应注明产品名称、

数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名称、厂址。

产品不得与有腐蚀性物品放在一起，存放处应干燥通风，包装箱距离墙面、地面 20 mm 以上，防

止鼠咬、虫蛀、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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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规定，应按照制造商推荐的洗涤程序对防静电工作帽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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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表面电阻率测试方法

A.1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测量和评价防静电帽的表面电阻率。

A.2 原理

将样品放在绝缘平板上，上放电极组，在电极组间施加直流电压测量样品的表面电阻。

A.3 设备

A.3.1 测试电极

电极由柱状电极和环形电极组成。电极的结构见图A.1。内、外电极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0
14
Ω。

在金属和绝缘护圈间的固体绝缘体应凹进去，以保证测试过程不与试样表面接触。

图 A.1 A 型不锈钢电极

A.3.2 电阻表



GB 31421—202X

7

欧姆表的测量范围应为10
5
Ω～10

14
Ω，若测量范围小于等于10

12
Ω时，其精度应为±5％，若测量范

围大于10
12
Ω时，其精度应为±20％。

A.3.3 绝缘平板

绝缘平板应用表面电阻率大于10
14
Ω的绝缘材料，其厚度在1mm至10mm之间，尺寸应大于电极的总尺

寸，测试时平板支撑住样品，放在接地表面 (如金属板) 上。

A.4 洗涤与调湿

试样在测试前须经洗涤处理与调湿。

A.4.1 洗涤处理

按GB 12014-2019 附录C、D规定的洗涤方法进行洗涤。

A.4.2 调湿

经洗涤后的样品，在(60土10)℃温度下干燥1h后，在测试环境条件下，放置6h。

A.5 试样或服装

取5个洗涤后的样品，每个样品上选取一个试样，每个试样的尺寸介于电极和底盘平板总尺寸之间。

A.6 测试条件

测试环境条件为温度(23±1)℃，相对湿度(25±5)%。如果在非规定的测试环境中测试，应在报告

中注明环境条件。

A.7 测试程序

A.7.1 清洗

用沾有适宜清洗剂（如丙二醇或酒精）的潮湿绵纸将电极的下表面和绝缘平板的上表面擦拭干净。

A.7.2 测试

将测试样放在绝缘平板的上面，测试电极组放在试样上，电极的连接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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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表面电阻率测试连接

测试电压(100±5)V，测试时间(15±1)s，如果表面电阻小于105Ω，可降低电压并在报告中注明。

重复上述测试过程测试其余的四块试样。

A.8 结果的计算

按下面的公式(A.1)计算表面电阻率：

� = � × �····················································· (A.1)

式中：

� ——表面电阻率，单位为欧姆（Ω）；

� ——测量的表面电阻值，单位为欧姆（Ω）；

按公式（A.2）计算电极的几何系数：

� = 2�/ln �2/�1
················································(A.2)

式中：

�1——内电极的直径，以mm计；

�2——外电极的内直径，以mm计。

取5次测量值的几何平均值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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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静电会引发电击、引发火灾和爆炸、损坏电子设备、影响产品质量、影响生

产安全，带来诸多危害，需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包括使用防静电工作帽等防

护用品，以减少静电对人员和设备造成的潜在危害。目前国内已有 GB/T 31421

—2015 防静电工作帽产品标准，但该标准为推荐行国家标准，无法作为技术性

法规有效规范行业发展，难以保证人员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作为保障人员和设

备减少静电影响的安全产品，防静电工作帽具有明确的实际应用需求，随着电子、

半导体、通讯、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领域对防静电工作帽的

需求持续增加，此外，一些传统工业如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也开始重视静电防

护，进一步扩大了防静电工作帽的市场需求。其产品标准应该采用强制性国家标

准。该标准的修订，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头部防护标准体系，确立防静电工作帽的

试验方法及检测标准，有效规范和加快推动我国该类产品的研制、生产、推广应

用的进程，对保障存有静电风险环境下的人员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按照《安全生产标准优化评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全国个

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头部防护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头部防护分技术

委员会）在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个体防护标委会）的指导下，组织对归口的标准及标准计划项目进行了全面

梳理评估及复审，形成了评估结论及工作报告，并经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批准

同意。其中，修订为强制性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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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防护分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华润（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牵头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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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号为

20242834-Q-450。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协作单位有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常州

科旭纺织有限公司、深圳市兴业卓辉实业有限公司、湖南永菲特种防护用品有限

公司、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上海）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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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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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浙江蓝天海纺织服饰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优普泰服装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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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24年 3月）：标准计划正式下达后，确定彭知军

为本项目负责人，制定了标准修订计划及各协作单位的工作任务。工作组开展调

研工作，成立编制工作组，明确项目分工，形成较完善的工作草案，收集和翻译

相关资料，确定标准修订内容。 

第二阶段（2024 年 4月—2024年 6月）：06月 07日在北京华润双鹤召开《防

静电工作帽》修订启动会议，国内外产品调研，性能测试，整理分析调研资料，

标准起草小组内部进行讨论协商，具体细化标准修订内容，通过前期的调研、资

料查询、以及工作组成员单位的沟通与协调，确定了修订的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第三阶段（2024 年 7月—2024年 9月）：对产品生产企业和产品检测机构的

调研，以标准修订的技术要求进行测试试验，细化测试方法，完善标准初稿，形

成征求意见稿，完成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第四阶段（2024 年 10月—2024年 12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编制说

明及附件、征求意见表等相关材料报送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应急管理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多

种形式听取专家意见，共收到 4 个单位 22 条意见，经分析汇总，对征求意见稿

进行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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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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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草人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1 彭知军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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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陈倬为、

刘基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

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参与标准编制过程各阶段中技术内容的

讨论。对标准中技术内容确定、核实等工

作。负责防静电工作帽相关的理论调研工

作。 

3 何英杰 常州科旭纺织有限公司 
负责相关技术产品、测试验证试验准备等

工作，相关的生产企业调研工作。 

4 冯劲松 
深圳市兴业卓辉实业有限

公司 

负责国内防静电工作帽检测检验机构调

研、相关资料收集工作。 

5 刘海燕 
湖南永菲特种防护用品有

限公司 

负责防静电工作帽检测方法相关资料收

集工作，及相关使用单位调研工作。 

6 陈聪聪 
浙江蓝天海纺织服饰科技

有限公司 

负责国内防静电工作帽检测检验机构调

研、相关资料收集工作。 

7 吴银 
深圳优普泰服装科技有限

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过程各阶段中技术内容的

讨论。 

8 顾新 
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 

负责相关国内外防静电工作帽相关标准、

文献等资料的收集工作，参与标准编制过

程各阶段中技术内容的讨论。 

9 张意飞 
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

限公司 

收集国内外最新的产品、标准信息及管理

方面的最新动态，为标准起草工作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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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标准化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要求，以及防静电防护装备目前在

我国的实际应用情况，此次标准的修订将遵循以下原则：学习、参考国外同类先

进标准，结合国内应用的实际情况，在保证防静电工作帽产品安全使用的基础上，

兼顾生产实际、经济效益，做到防静电工作帽的指标先进、技术合理、符合实际

需求。 

在编写格式及标准用语上，按照 GB/T 1.1—2020 标准的规范化要求进行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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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

由 

1. 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本次标准修订中新增内容引用标准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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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术语

和定

义 

表面电阻率 GB 12014—2019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术语和定义 

2. 3.4 

术语

和定

义 

半衰期 GB/T 12703.1-2021 

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

法 第 1部分：电晕充电

法》 

术语和定义 

3. 4.4 表 1 
技术

要求 

变色耐汗渍

色牢度/级 
GB 12014—2019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技术要求 

4. 4.4 表 1 
技术

要求 

耐光色牢度

/级 
GB 12014—2019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纺织

品色牢度试验 
技术要求 

5. 4.4 表 1 
技术

要求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

光、汗复合色牢度 
技术要求 

6. 4.4 表 1 
技术

要求 
异味 

GB 12014—2019、

GB 18401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 

技术要求 

7. 4.8 
技术

要求 
断裂强力 GB 12014—2019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技术要求 

8. 4.8 
技术

要求 
接缝强度 GB 12014—2019 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 技术要求 

9. 5.1.5 
测试

方法 

耐光色牢度

/级 
GB/T 8427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 测试方法 

10. 5.1.5 
测试

方法 

耐光、汗复

合色牢度 
GB/T 1457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

光、汗复合色牢度 
测试方法 

11. 5.1.7 
测试

方法 
异味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 
测试方法 

12. 5.5 
测试

方法 
断裂强力 GB/T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

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测试方法 

13. 5.6 
测试

方法 
接缝强度 

GB/T3923.1 或

FZ/T70007 

针织上衣腋下接缝强力试

验方法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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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GBT 31421—2015《防静电工作帽》是参考 GB 12014—2019《防护服装 防

静电服》，将防静电帽和防静电服的部分理化性能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进行了统

一。 

（三）新旧标准技术内容变化的依据和理由 

GB 31421—202X《头部防护 防静电工作帽》标准修订内容与 GB/T 31421—

2015《防静电工作帽》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表 3。 

表 3  新旧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变化 

GB/T 31421—2015《防静

电工作帽》 

GB 31421—202X《头部

防护 防静电工作帽》 
新标准修订内容及理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引用最新版本标准的原则，引用

最新的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表面电阻率、半衰期术语和定

义。加入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相关术语

和定义。 

4.2 外观质量 4.2 外观质量 

随着新型透气材料的出现，打孔透气

技术逐步淘汰，删除线锁孔相关描

述。 

4.4 理化性能 4.4 理化性能 

结合市场及使用单位使用情况，新增

耐光色牢度/级，耐光、汗复合色牢

度，异味理化性能技术要求，修改透

气率、耐汗渍色牢度理化性能技术要

求与 GB 12014—2019《防护服装 防

静电服》保持一致。 

4.5 耐磨性 4.5 耐磨性 
去掉内外层材质描述，统一测试对象

为产品。 

4.6 撕破强力 4.6 撕破强力 
去掉内外层材质描述，统一测试对象

为产品。 

4.7 防静电性能 4.7 防静电性能 

半衰期的测试方法更新，静电压半衰

期更改为电晕充电法，相应做出修

改。 

/ 
4.8 断裂强力 

4.9 接缝强度 
保证产品质量品质。 

5 测试方法 5 测试方法 
根据 4 技术要求中新增修改内容更

新了测试方法。 

6 检验规则 / 
存在不合格产品相关内容，不应出现

在产品国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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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421—2015《防静

电工作帽》 

GB 31421—202X《头部

防护 防静电工作帽》 
新标准修订内容及理由 

6.1 永久标识 6.1 永久标识 
增加防静电标识，便于区分相关产

品。 

6.2 产品说明书 6.2 产品说明书 完善相关描述。 

8 包装、储存 7 包装、储存和清洗 增加完善清洗相关要求。 

A.4.1 洗涤处理 A.4.1 洗涤处理 引用标准 GB 12014—2019更新。 

A.4.2 调湿 A.4.2 调湿 
与 GB 12014—2019《防护服装 防静

电服》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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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符合现行有关个体防护装备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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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文件的有力技

术支撑，同时也是对相关个体防护装备内容的延续和补充，且与现行 GB/T 31421

—2015《防静电工作帽》推荐性标准均属产品标准。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目前国内已有 GB/T 31421—2015《防静电工作帽》标准，静电防护方面还

有其他标准可用于参考，如 GB 12014—2019《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规定了防

静电服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等，适用于需要消除静电危害的作业场

所中穿着的服装；Q/W-Q-90-13-09-2018《防静电系统测试要求》，规定了防静电

系统的测试要求和方法，包括对防静电工作帽的测试要求和方法；GJB3007A—

2009《防静电工作区技术要求》，规定了需要防止静电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害的场

所的分类、技术要求、测试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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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修订主要参照了 GB 12014—2019《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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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比情况 

发达国家一直在更新和完善静电防护相关标准，有效规范行业以提高静电防

护水平、保障产品质量等，如美国标准 ANSI/ESD S 20.20—2021 、日本标准 JIS 

T 8118:2018、欧洲标准 EN 1149—1:200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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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实施，建议过渡期 12 个月。本标准为修订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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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改进了防静电性能的理化性能技术指标和测试方法，规范了对应产品

生产的技术指标。 

本标准的实施将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促使防静电产品企业加快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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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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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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配备和使用防静电工作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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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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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参照了 GB 12014—2019《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标准，并按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需进行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代替 GB/T 31421—2015《防静电工作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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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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