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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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5—2015《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与GB/T 31975—2015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性质为强制性；

——更改了氧气含量、有害物质含量、异味技术要求（见 4.1、4.2、4.4，2015 年版第 4 章）；

——增加了露点技术要求（见 4.2）；

——增加了异味的测试方法（见 5.6）。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GB/T 31975—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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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的技术指标、测试方法、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

本文件适用于呼吸防护装备用压缩空气。

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疗用压缩空气,潜水呼吸装备和航空呼吸装备用的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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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3—2008 工业氧

GB/T 5832.2—2016 气体分析 微量水分的测定 第2部分：露点法

GB/T 8984—2008气体 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22366—2022 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强迫选择法（3-AFC）测定嗅觉、味觉和风味觉察

阈值的一般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露点 dew point

在恒定压力下，气体中所含水分达到饱和并凝结成露或霜(冰)时的温度。

3.2

露点法 dew point method

通过测试气体的露点来反映压缩空气中水分含量的方法。

3.3

常压露点 atmospheric dew point

通常大气压力下测得的压缩空气露点。

4 技术要求

4.1 氧气含量

按5.1测试，压缩空气中氧气（O2）浓度应为（19.5～23.5）%(体积分数)。

4.2 有害物质含量

按 5.2、5.3、5.4 测试，压缩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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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压缩空气有害物质含量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 技术要求a

一氧化碳（CO） ≤10 mL/m
3

二氧化碳（CO2） ≤ 1000 mL/m
3

油雾与颗粒物 ≤5.0mg/m
3

a
各项指标要求均是在标准状态下(20℃，101.3 kPa)的数值

4.3 露点和含水量

按 5.5 测试，呼吸防护装备用压缩空气应具有足够低的露点，以防止冷凝和冻结。压缩空气的压力

露点应比呼吸防护装备的使用和储存的最低环境温度至少低于 5℃。在呼吸防护装备使用和储存条件不

确知的情况下，压缩空气的压力露点不得高于-11℃。

对于充装压力为 200 bar 到 300 bar 的储气瓶，压缩空气含水量不应超过 25 mg/m
3
，充装压力为小

于 200 bar 储气瓶压缩空气含水量见表 2。

表 2 压缩空气含水量

额定最大供气压力/bar 标准状态下(20℃，101.3 kPa)最大含水量/mg/m
3

5 290

10 160

15 110

20 80

25 65

30 55

40 50

40-200 ≤ 50

＞200 ≤ 25

4.4 异味

按 5.6 测试，压缩空气应无明显异味。

5 测试方法

5.1 氧气的测定

5.1.1 压缩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宜采用铜氨溶液吸收法，按 GB/T 3863—2008 中 4.2 规定执行；

5.1.2 压缩空气中氧气含量也可采用顺磁式分析仪、电化学式分析仪、热导式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方法

进行测定，仪器精度至少为±0.5%氧气（绝对值）。

5.2 一氧化碳的测定

5.2.1 一氧化碳含量的测定可采用催化甲烷化气相色谱法，按 GB/T 8984 的规定执行；

5.2.2 一氧化碳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按 GB/T 18204.2—2014 中 3.1 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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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压缩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也可采用电化学式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方法进行测定，仪器精度至少为

±0.2%一氧化碳（绝对值）。

5.3 二氧化碳的测定

5.3.1 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可采用催化甲烷化气相色谱法，按 GB/T 8984 的规定执行；

5.3.2 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按 GB/T 18204.2—2014 中 4.1 的规定

执行。

5.3.3 压缩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也可采用电化学式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方法进行测定，仪器精度至少为

±0.2%二氧化碳（绝对值）。

5.4 油雾与颗粒物的测定

油雾与颗粒物含量的样品采集和测定采用滤膜称量法，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露点/水份含量的测定

露点的测定按 GB/T 5832.2 的规定执行。

5.6 异味

异味的测定按 GB/T 22366—2022 的规定执行。

6 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

气态样品应在现场采集后按照第 5 章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或者直接进行现场测试：

a) 所采集的气态样品应能代表正常生产供应的压缩空气；

b) 应确保样品容器的洁净，容器内和接口部件未受到污染；

c) 应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充装位置上、以同样的方式充装样品容器；

d) 应通过适当的连接从同一个供气设备内采集气体到样品容器内,供气设备和样品容器之间不

宜连接调节器(允许使用一个控制阀)，为安全起见，样品容器和取样系统的额定工作压力应

至少等于供气设备的压力；

e) 应经过适当的压力调整,将样品容器直接连接到分析设备,同时应避免分析设备承压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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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压缩空气中油雾与颗粒物的检测方法

A.1 原理

气样中油雾与颗粒物用已知质量的滤膜采集，由采样后滤膜的增重及采集气体体积，计算出压缩空

气中油雾与颗粒物的含量。

A.2 仪器和材料

方法所需的仪器和材料主要包括：

a) 滤膜：过氯乙烯微孔滤膜或其他测尘滤膜,直径 37 mm 或 40 mm,孔径不大于 1 μm；

b) 采样夹或采样盒：尺寸与滤膜相符,用于夹持微孔滤膜；

c) 气体针形阀和连接用的塑胶管；

d) 流量计，精度为 2%；

e) 分析天平：精确到 0.1 mg。

A.3 采样前准备

采样前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a) 将采样夹和采样盒洗净烘干；

b) 将滤膜放在干燥器中脱水至少 4 h，称量质量�1（精确到 0.1 mg），放入已编号的滤膜盒，

称量后的滤膜不要沾染、吸附油和粉尘；

c) 将针形阀、采样夹、转子流量计依次用塑胶管连接起来。

A.4 样品采集

A.4.1 将压缩空气气瓶或供气设备的出口压力调节在 0.1 MPa～0.12 MPa（绝对压），然后将针形阀的

进气口与压缩空气设备出口连接。在针形阀关闭的情况下，将滤膜盒装入滤膜盒夹持器。开启针形阀并

调节转子流量计，让气体以 10 L/min～20 L/min 的流速�通过滤膜，使气体流量稳定，记录采样的开

始时间。

A.4.2 当累积流量达到 1 m
3
以上时，关闭针形阀，记录采样的结束时间。取出滤膜，将滤膜的接尘面

朝里对折两次，置于清洁容器内运输和保存。运输和保存过程中应防止粉尘脱落或污染。

A.4.3 从压力容器样时，在样前应将压力容器颠倒放置(阀门朝下)5 min，气瓶和组分应保持在 0℃以

上。

A.4.4 在对压缩机系统进行采样时,压缩气出口或与其连接的过滤干燥管应当保持下垂。油份测量时，

应当使样品空气通过充足的滤膜介质,然后测量滤膜的增重,或者观察滤膜的脱色变化情况。

A.5 样品称量与结果处理

A.5.1 称量前，将采样后的滤膜放置在干燥器中脱水 4 h 以上，除静电后，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

记录滤膜和粉尘的质量�2。在采样前、后滤膜称量时天平室的相对湿度之差不超过 10%。

A.5.2 气体中油雾与颗粒物的含量按公式（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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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mx 12  …………………………………………（A.1）

式中：

x ——油雾与颗粒物含量，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m2——采样后的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1——采样前的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V ——采样体积（换算为标准状态下20℃和101.3 kPa），单位为立方米（m
3
）。

A.5.3 同一采样点平行采集样品数应不少于2个，同一批次样品应至少包含一个空白样品，各样品测试

结果应扣除空白数值,最终结果为各平行样品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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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 年 10 月 9 日，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转发了国标

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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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强制性国家标准《呼吸防护 压

缩空气技术要求》的修订计划，计划编号：20242830-Q-450，代替标准 GB/T

31975-2015《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本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

理部提出并归口，委托 TC112/SC3（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呼吸防

护装备分会）组织执行修订工作。项目周期为 12 个月。

本次修订工作主要承担单位为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是中国从事职业安

全与职业健康、个体防护技术及装备研究的领头单位，也是全国个体防护标委会

呼吸防护装备分委会秘书处单位，是现行多项呼吸防护类标准的主要研制单位，

对于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的测试、应用，以及国内外标准的技术进展有着深入了

解，有较好的技术、先进的仪器设备、丰富的检验和标准制修订经验、以及配套

资源作为工作保障，有能力完成该项目任务，使标准制定后的技术内容更好地符

合现阶段国内生产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安全生产。

本次修订工作主要基于现行标准的实施应用经验，充分调研结合现行标准应

用情况、我国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产品应用和技术水平的实际情况，确保

了标准的实用性、有效性和可实施性；同时，充分调研参考国内外相关产品标准、

测试方法标准，进行了适应性协调性修订和更新完善。

（二）协作单位

本文件制定的协作和参与单位有：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化学防护研究所、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德尔格安全设备（中国）有

限公司、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希尔思仪表（深圳）有限公司、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常州贝

斯莱夫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宝华压缩机中国有限公司等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的研

究、测试、生产、使用等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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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实施方案制定阶段：2023 年 12 月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成立了包括呼吸防

护用压缩空气产品生产、使用、研究、检测等各环节的技术力量，明确标准制修

订主体思路和修订工作重点方向，确定工作组主要任务、工作内容、工作计划和

单位人员分工。

调研和工作稿成稿阶段：2024 年 1 月-2024 年 4 月，搜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标

准、文献资料；2024 年 5 月-2024 年 8 月，生产企业、使用单位调研，搜集样品、

搜集测试数据，组织工作组会议，形成征求意见第一稿；结合前期技术和市场调

研结果，于 8月召开线上研讨会，讨论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的技术指标、测试方

法、样品采集方法等内容，通过充分研讨、形成了标准修订的一致意见，并确定

了修订文稿的编制分工、下一步工作计划和讨论计划；

标准工作稿讨论完善阶段：2024 年 9 月-2024 年 10 月，工作组在前期工作

的基础上，编制形成了在线问卷调研材料，并整理生产了方便转发的微信二维码。

同时，进一步进行应急救援队伍空气呼吸器充气站现场调研和现场采样检测，北

京 2家、上海 2家，经过数据整理，并且经工作组讨论，对现有标准文本进行修

改完善。会议形成了统一修改意见和文稿标准分工、下一步工作计划和讨论计划、

验证比对测试计划。

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阶段：2024 年 11 月-2024 年 12 月，在充分征集工作

组内意见建议、现场调研、问卷调研部分结果分析的基础上，对标准讨论稿进行

修改完善，并再次组织工作组会议进行讨论，就部分不明确的技术点进行讨论，

并就后续进行的样品采集、现场测试和测试设备方法比对方案进行讨论，通过本

次会议，形成了工作组内统一的、内容充分完备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后续将结合

公开征求意见、应用单位现场调研反馈等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公开征求意见和标准验证完善阶段：2025 年 1 月-2025 年 2 月，进行公开征

求意见、进一步完善现场测试调研和测试方法比对工作，同时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结合反馈的意见建议和测试验证结果，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四）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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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研制过程中，主要进行了国内外相关资料搜集整理、标准对比研

讨、应用和测试调研、测试验证、标准技术研讨等工作，召开了工作组会议等，

具体任务分工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周福宝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组织协调标准制定所有工作，组

织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验

证、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研

讨会等；

2 张明明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并于标委会对接；

3 杨小兵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4 王鲁旭
德尔格安全设备（中国）有限公

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5 周芸芸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

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6 张 鹏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

研究中心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7 张守政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8 欧泽兵 3M 中国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9 方 科 希尔思仪表（深圳）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10 姚海锋
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

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11 孙 萌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

研究中心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12 陈锡钢
常州贝斯莱夫安全设备有限公

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13 季晓丹 宝华压缩机中国有限公司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14 王 棋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参与资料搜集整理、调研、测试

验证、工作组会议、研讨会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论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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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原则

工作组紧密跟踪国内产品应用需求和技术发展情况，紧密跟踪并借鉴国内外

主流标准体系国外先进标准主要包括 EN 12021、ANSI/CGA G-7.1 以及 NFPA 1989

等系列标准及相关测试方法标准的最新技术内容。通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借

鉴引用或改进现有方法和技术的途径，确保本文件在产品技术规范内容和测试技

术方法方面的准确、可靠和便捷性。

2.适合性原则

同时，本制订标准的起草将紧密结合国内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作业应用实际

需求，国内呼吸防护压缩空气装备特点、充气设备技术和运维管理情况，国内呼

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测试技术和设备的具体情况，确保新制订的标准内容易落地、

便推广。

3.科学性原则

本修订标准的关键指标及技术内容，将尽可能通过其他权威或可靠技术文件，

使标准内容更加可靠。标准涉及的关键指标及其测试方法，将在充分借鉴欧美等

国际上广受认可和成熟的测试方法，并于国内相关标准、国内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水平向协调相适应，并通过国内外实验室比对验证、方法验证等多种方法对确定

的指标和方法进行确认、对方法的精准稳定可重复性进行验证确认，确保标准内

容更加可靠便于落地实施。

4.规范性原则

标准在格式和文字表述方面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做到文件表述的一致性、协调

性和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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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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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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术语和定义

4 4 技术要求

5 4.1 氧气含量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表1中氧气含

量

6 4.2 有害物质含量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表1中一氧化

碳、二氧化

碳、油雾和颗

粒物含量

7 4.3 露点和含水量 EN12021-2017
呼吸装备 呼

吸用压缩气体

露点和含水

量的技术要

求

8 4.4 异味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表1中异味的

技术要求

9 5 测试方法

10 5.1 氧气的测定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氧气的测定

GB/T 3863-2008
GB/T

3863-2008

氧气的铜氨

溶液吸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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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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氧 定法

11 5.2 一氧化碳的测定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一氧化碳的

测定

GB/T 8984

GB/T

8984-2008

气体中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

和碳氢化合物

的测定—气相

色谱法

催化甲烷化

气相色谱法

GB/T

18204.2-2014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

检验方法第2

部分:化学污

染物

不分光红外

线气体分析

法

12 5.3 二氧化碳的测定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二氧化碳的

测定

GB/T 8984

GB/T

8984-2008

气体中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

和碳氢化合物

的测定—气相

色谱法

催化甲烷化

气相色谱法

GB/T

18204.2-2014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

检验方法第2

部分:化学污

不分光红外

线气体分析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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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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物

13 5.4
油雾与颗粒物的测

定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油雾与颗粒

物的测定

14 5.5 露点的测定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露点的测定

GB/T 5832.2

GB/T

5832.2-2016

气体分析 微

量水分的测定

第2部分：露点

法

15 5.6 异味
GB/T

22366-2022

GB/T

22366-2022

感官分析 方

法学 采用三

点强迫选择法

（3-AFC）测定

嗅觉、味觉和

风味觉察阈值

的一般导则

异味

16 6
样品采集和现场测

试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样品采集和

现场测试

17
附录A

（规范性）

压缩空气中油雾与

颗粒物的检测方法

GB/T

31975-2015

GB/T

31975-2015

呼吸防护用压

缩空气技术要

求

压缩空气中

油雾与颗粒

物的检测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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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本文件相比现行标准 GB/T 31975-2015,除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标准性质为强制性；

b) 更改了氧气含量、有害物质含量、异味技术要求；

c) 增加了露点技术要求；

d) 增加了异味的测试方法。

具体修改依据和理由详见第（三）部分。

（三）新旧标准技术内容变化的依据和理由（修订标准需填写）

序

号

GB

31975-20XX条

款号或附录号

条款名称

修订后

技术内容是否

有变化

GB/T

31975-2015条款

号和名称

备注

1 1 范围 无变化 范围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无变化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3 术语和定义 无变化 术语和定义

4 4 技术要求 无变化 技术要求

5 4.1 氧气含量
将技术指标分

项单列
无

6 4.2 有害物质含量
将技术指标分

项单列
无

7 4.3 露点和含水量
新增含水量要

求、分项单列
无

8 4.4 异味
将技术指标分

项单列
无

9 5 测试方法 无变化 测试方法

10 5.1 氧气的测定 无变化 氧气的测定

11 5.2 一氧化碳的测定 无变化 一氧化碳的测定

12 5.3 二氧化碳的测定 无变化 二氧化碳的测定

13 5.4 油雾与颗粒物的 无变化 油雾与颗粒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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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

31975-20XX条

款号或附录号

条款名称

修订后

技术内容是否

有变化

GB/T

31975-2015条款

号和名称

备注

测定 测定

14 5.5
露点/含水量的测

定

新增加含水量

的测定
露点的测定

15 5.6 异味
指标无变化、

新增测试方法
无

16 6
样品采集和现场

测试
无变化

样品采集和现场

测试

17
附录A

（规范性）

压缩空气中油雾

与颗粒物的检测

方法

无变化

压缩空气中油雾

与颗粒物的检测

方法

（1）标准名称修改为“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结合全国个体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呼吸防护分委会所归口标准的整体

架构和规划，在原有标准名称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增加标注标准个体防护装备

类别的前缀词“呼吸防护”，标准名称修改为“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2）将第4章压缩空气各项技术指标进行分类并单列。

将现行标准中表格的表述形式，更改为根据各项指标分别单列、用文字表述，

有利于标准叙述和理解。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指标分为4类：氧气含量、有

害物质含量、露点和含水量、异味。

（3）更改了露点和含水量的技术要求。

相比于现行标准中单一的压力露点指标（标准状态下≤-45.6℃），本文件中

对压缩空气露点的技术要求结合了现场使用环境条件进行了区分，对于现场使用

和储存的最低温度条件确知的情况下，压缩空气的压力露点应比呼吸防护装备的

使用和储存的最低环境温度至少低于5℃。对于现场使用和储存的最低温度条件

不确知的情况，压缩空气的压力露点不得高于-11℃。

对于充装压力为200 bar到300 bar的储气瓶，压缩空气含水量不应超过25

mg/m3，充装压力为小于200 bar储气瓶压缩空气含水量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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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5部分测试方法中增加“异味”的测试方法。

针对现行标准中异味指标无测试方法的情况，新增异味的测定方法，引用

GB/T 22366-2022，按其规定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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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对职业病防治非常重视。

《劳动法》第六章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

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

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

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第五十七条规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

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

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是供气式呼吸器的主要气源，供气式呼吸防护装备属用

人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的劳动防护用品范畴，同时也是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应

急处置和救援作业的必备防护装备。《安全生产法》是本标准修订的根本法律依

据。新修订的标准将继续成为国家现行职业安全健康和应急救援法规的一个重要

技术支撑，以保护广大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的个人安全为首要目的。

本文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与我国现有个体防护标准体系中相关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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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标准、选用标准等互相支持、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个体防护领域的标准

体系，协同促进个体防护产品的有效应用。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次修订后，与本文件配套的相关推荐性标准为术语定义等基础标准，正在

同步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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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将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标准（EN 12021、

ANSI/CGA G-7.1 NFPA 1989 等）及国内相关标准的情况下进行制定，不属于采

标的情况。

（二）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比情况

拟修订标准《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技术要求》，计划立足于当前国内呼吸防护

用压缩空气应用需求实际情况和生产技术水平，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

重在系统梳理和技术方法更新补充完善，适度超前引领。重点参考借鉴国际主流

标准 EN 12021、ANSI/CGA G-7.1 和 NFPA 1989 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本文件修改完成后，与国际上主流标准 EN 12021 和 ANSI/CGA G-7.1 标准等

具有同等技术水平。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暂无。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序号 争议要点 具体意见 争议来源 处理结果

1 无 \

□编制组内部的难

点或存疑

□其他，请详细说明

□已解决

□需开展深入工作

□其他，请详细说明

2 无 \
□编制组内部的难

点或存疑

□已解决

□需开展深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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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争议要点 具体意见 争议来源 处理结果

□其他，请详细说明 □其他，请详细说明

……

（一）对“XXXXX”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二）对“XX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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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技术要求》，其所规范对象为作业人员在作业

场所及应急救援工作中、在缺氧和高毒危险环境中为确保呼吸安全而供给作业人

员所佩戴呼吸器的洁净压缩空气，属于保障人身安全、减少事故发生的个体防护

装备类配套技术，建议以强制标准状态执行。

本文件新调整内容不涉及材料和产品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以及检测设备的

新投入，相关内容均是基于现有技术设备条件。相关技术要求也不会对产品生产

提出过高难度，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明显增加。因此，本文件实施所需技术条件

是成熟的，建议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发布和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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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发布实施和推进落实，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应

用领域的进一步规范，促进该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的技术质量和产气设备运维水

平的提高，最终提升作业和应急救援人员的呼吸防护水平和安全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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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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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文件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有：《劳动法》、《安全生产法》、

《职业病防治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各级地方政府相关规定和制度。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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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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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

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责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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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不做对外通报。因为该标准所规定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不涉及对外贸易。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正式发布实施时，GB/T 31975-2015 即行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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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文件主要涉及供给各类型呼吸防护装备用于佩戴者呼吸的压缩空气。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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