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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７４５４《机械安全　压敏保护装置》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压敏垫和压敏地板的设计和试验通则

———第２部分：压敏边和压敏棒的设计和试验通则

———第３部分：压敏缓冲器、压敏板、压敏线及类似装置的设计和试验通则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７４５４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３８５６２：２００５《机械安全　压敏保护装置　第２部分：压敏边和压敏棒的设计

和试验通则》（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１３８５６２：２００５。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本部分”代替了“ＩＳＯ１３８５６的本部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导语；

———对ＩＳＯ１３８５６２：２００５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用已被采用为我国的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

准，未被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直接引用国际标准。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附录Ｇ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付大为、李勤、宁燕、张晓飞、富锐、王学智、肖建民、居荣华、郭曙光、王国扣、

赵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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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７４５４适用于通过人体部位施加的压力或力来感测人体存在的安全装置。经人体触发后，

安全装置会发出停止命令，机器控制系统通过接收停止命令为触发该安全装置的人员提供保护。

本部分的附录Ａ介绍了带和不带复位功能装置的时序图；附录Ｂ解释了操作速度、对人体的作用

力以及驱动后装置的行程之间的关系；附录Ｃ为使用者提供了选择合适装置的指南。在定购设备之

前，建议供应商与消费者保持紧密联系以便仔细检查使用中存在的限制。

很多不同的方法都可实现机械的安全防护（见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中的３．２０）。这些方法包括通

过设置物理屏障防止进入危险区的防护装置（例如：符合 ＧＢ／Ｔ８１９６的固定式防护装置，或符合

ＧＢ／Ｔ１８８３１的联锁防护装置）、保护装置（例如：符合 ＧＢ／Ｔ１９４３６的电敏防护装置）以及符合

ＧＢ／Ｔ１７４５４本部分的压敏保护装置。

Ｃ类标准的制定者和机械／装置的设计者在考虑通过最佳途径达到要求的安全水平时，应考虑预定

使用情况和风险评价的结果（见ＧＢ／Ｔ１６８５６）。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综合考虑这些方法中的几种。

在决定选择何种安全防护装置之前，也建议机械／装置的供应商和使用者一起仔细检查已有的限制。

附录Ｄ给出了关于设计压敏边和压敏棒的指导；附录Ｅ给出了应用压敏边和压敏棒的指导；附录

Ｆ给出了安装、试运行和试验的指导；附录Ｇ给出了符合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中类别２的一般要求。

对于具体应用，ＧＢ／Ｔ１７４５４的本部分不规定压敏边和压敏棒敏感表面的尺寸或形状。但是，所有

安全装置的制造商都需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于用户［也就是机械制造商和（或）机械使用者］能够根据

自己的需要进行选定。

压敏边和压敏棒属于“机械致动断开装置”类安全装置。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的５．１和５．２给出

了这类装置（也包括其他安全装置）的一般要求。

压敏边和压敏棒可广泛用于各种不同的使用环境，例如：加载、电气、物理和化学环境。它们通过接

口与机器控制器相连接，以保证装置被驱动后能使机器返回到安全状态。

压敏边和压敏棒可安装在机器移动部件可能发生陷入、挤压和碰撞危险的地方，也可安装在机器的

固定部件或者屏障上用来防止机器移动部件引发的陷入或挤压危险。压敏边和压敏棒的设计、选择、安

装和（或）与机器控制系统的连接，应使得施加于人体或人体部位的力／压力不超过一定的限值。

压敏边、压敏棒、压敏缓冲器和压敏障碍有许多类似之处。表１总结了ＧＢ／Ｔ１７４５４的本部分包括

的两种类型的压敏装置在一般应用上的区别，并给出了它们的应用指南。

表１　 压敏边和压敏棒的典型特征（依照ＧＢ／Ｔ１７４５４．２）

特征 压敏边 压敏棒

横截面 规则 规则

长／宽比率 ＞１ 任意比率

有效敏感区 局部偏移 整体移动

感测对象 手指 手指

手 手

手臂 手臂

腿 腿

头 头

躯干 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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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领域的安全标准结构如下：

ａ）　Ａ类标准（基础安全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征。

ｂ）　Ｂ类标准（通用安全标准），涉及机械的一种安全特征或使用范围较宽的一类安全防护装置：

１）　Ｂ１类，特定的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噪声）标准；

２）　Ｂ２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防护装置）标准。

ｃ）　Ｃ类标准（机器安全标准），对于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规定出详细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按照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的规定，本部分属于Ｂ２类标准。

当Ｃ类标准的内容偏离Ａ类、Ｂ类标准的规定时，以Ｃ类标准为准，因为机器是根据Ｃ类标准的内

容进行设计和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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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　压敏保护装置

第２部分：压敏边和压敏棒的设计和试验通则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压敏边和压敏棒用作安全装置时设计和试验的一般原则和要求。此时，压敏边和压

敏棒不用作常规操作的致动装置。带或不带外部复位装置的压敏边和压敏棒可用于感测暴露于危险中

（例如：危险的移动部件）的人体或人体部位。本部分主要叙述了安全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安全性和

可靠性之间的关系见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０５中的附录Ｄ），不涉及安全性与适宜性之间的关系。

ＧＢ／Ｔ１７４５４的本部分仅限于描述压敏边和压敏棒的功能，并没有规定其应用的要求，但第６章包

含了对制造商提供的使用信息的要求。涉及具体应用的压敏边或压敏棒，本部分没有规定它们的尺寸。

本部分不适用于那些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且仅用于机械正常操作的停止装置（包括急停装置）。在老人、残

疾人或小孩容易接近的地方使用压敏边和压敏棒，需要考虑附加要求。

注：当制造商已完成压敏边和压敏棒的设计并与机械设备组装在一起时，完成本部分的所有试验可能是不实际的。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７４５４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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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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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７８：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６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试验Ｅｂ和导则：碰撞（ＧＢ／Ｔ２４２３．６—１９９５，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９：１９８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和导则：振动（正弦）（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１９９５，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６：１９８２）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Ｎ：温度变化（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２００２，

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４：１９８４，ＩＤＴ）

ＧＢ／Ｔ３７６６　液压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７６６—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４４１３：１９９８）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ＥＣ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０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

备（ＩＥＣ６０４３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７９３２　气动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７９３２—２００３，ＩＳＯ４４１４：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１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

控制电路电器（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５１：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 概 念 与设 计 通 则 　 第 １ 部 分：基 本 术 语 和 方

法（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２部分：技术原则（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２：

１

犌犅／犜１７４５４．２—２００８／犐犛犗１３８５６２：２０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