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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用氧舱超设计年限检验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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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山西 太原 030032）

0 引言
医用氧舱是医院临床上使用的特殊载人特种设

备，自 20世纪以来，国内发生了多起氧舱安全事故，导
致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受到重大损失。为了确保氧舱

使用的安全可靠，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技术规范，保

障了氧舱的安全使用，预防和减少了事故。

近十几年来，随着医用氧舱的大量普及，在检验过

程中发现部分氧舱使用寿命已超出设计使用年限或者

未规定实际使用年限但是使用达到 20年，且不存在无
法消除的严重隐患，需要继续使用时，但《氧舱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未对上述情况的医用氧舱如何处理给予

明确规定。因此，针对超设计年限的医用氧舱进行针对

性的检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 检验项目与要求
1.1 技术资料和文件审查

对使用单位进行技术资料和文件审查时，使用单

位既要保证所提供资料的齐全性，其所提供的资料也

必须符合相关的规范要求，具体包括以下 7个方面的
内容：①检查相应科室对氧舱是否有进行系统的建档
登记。②待检氧舱及配套的压力容器是否进行过注册
登记，有没有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③查看氧舱是否
有运行记录，对运行的次数以及运行时出现的异常情

况进行记录，对氧舱的具体操作人员和维护管理人员

进行查验，检查其有没有相应的资格证书，证书是否在

有效期内；氧舱运行过程中发生过事故的，进行过设备

更换或维修的，必须进行维修记录及事故记录。④查看
氧舱与其配套的压力容器的原始资料（设计、制造、安

装、改造、维修等）是否完整，且同实际所检的设备相对

应。⑤检查有无进行应急演练记录以及检查氧舱舱内
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⑥对氧舱的上
次定期检验报告以及其上安全附件对应的相关检定证

书、校验报告进行检查，尤其重点检查上次定期报告中

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处理，同时是否建立预防机制。⑦对
氧舱的操作规程，操舱及医护人员的职责和进舱人员

须知等各种管理制度进行检查，是否符合相关规范的

要求。

1.2 舱体
氧舱的舱体包含金属部分和非金属部分（有机玻

璃，），在检验的时候要注意：①非金属部分主要是指氧
舱观察窗和照明窗上的有机玻璃[1]，检验时要重点查看
其上有没有被划伤，能否发现银纹等缺陷，银纹一般比

较细小，有时候不容易被发现，具体查看时最好拿着手

电筒，与所检有机玻璃呈一定的角度，距离 290mm左
右处，肉眼观察（也可以拿着放大镜），看看有无银纹的

产生。按照氧舱安全监察规程，氧舱上使用的有机玻

璃，如果使用时间超过十年，或者加压循环次数超过

5000次，必须进行更换，（婴儿舱的话，舱体为有机玻璃
筒体，使用时间超过五年，就应该进行更换）。②检验舱
内各传感器数据采集口是否畅通和设置了相应保护，

采集管路与传感器连接是否可靠，避免采样管口被杂

物堵塞。③氧舱舱体的气密性试验应按《氧舱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TSG 24—2015）中的相关要求进行。④对舱
体进行壁厚测定。⑤对进气管与舱体连接的角焊缝以
及 DN≥50mm 的外部供氧管道焊接接头进行无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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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⑥氧舱在使用过程中，原装的一些座套等织物一般
会发生更换，要确认更换后的为纯棉材料，能抗静电，

所以，在上次定期检验后，如果舱内物料发生变化的，

要审查其所变更的材料的性能是否满足规范要求。⑦要
对氧舱舱门、递物筒的密封圈进行检验，检验有没有发

生老化变形，是否满足密封性能的要求，具体检查密封

性能时，一般进行气密性试验，打起压来，保压半个小

时，检查密封处有没有泄漏，同时观察压力表盘上压力

有没有下降。

1.3 压力调节系统与呼吸气系统
氧舱的压力调节系统及呼吸气系统是整改氧舱系

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2]，对医用氧舱的压力调节系统和
呼吸气系统进行检查，应该重点检查以下方面：①压力
调节系统与呼吸气系统涉及的控制阀门，包括舱外的

应急排放处等，有没有设置警示标记，在使用时候能否

灵活、可靠的转动，而且在闭合时候，检查有没有泄漏，

在彻底打开的时候，内部管路要防止出现堵塞的情况

产生。②检查呼吸气系统涉及的管路或者测量口有无
油脂污染情况。③检查病人在氧舱治疗时候用到的呼
吸装置，尤其是急救吸氧装置，符合使用要求。④对压
力管路进行气密性试验，防止输送氧气的接管由于制

造或者使用时产生缺陷导致泄漏，做气密性试验的时

候，同时要检查氧舱安装时管路的布局是否合理，外观

有没有严重的变形，腐蚀减薄以及举行损伤的情况。

⑤对氧舱配套的空气过滤器进行检查，内部的过滤材料
有没有定期更换，满足运行要求。⑥检查采用气瓶作为
呼吸气体供应源的医用氧舱使用单位，其气瓶的外观

有无磕碰，机械损伤，且应在检验有效期内。⑦检查氧
舱的压力调节系统，其压力介质质量是否符合

TSG24—2015表 3-1的要求。
1.4 电气系统

医用氧舱电气系统的检验一般包括照明系统，应

急报警系统[3]、通信对讲系统、电路系统 4个部分。具体
检验内容如下。

（1）照明系统。在电气系统中照明所涉及的启辉
器，相关控制开关等都极易产生电火花，而氧舱的照明

装置作为医用氧舱运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氧舱

电气系统的检验非常重要，在氧舱检验规范中对氧舱

的照明做出了明确规定，氧舱内部照明必须使用冷光

源，且为外照明。同时，为了预防在氧舱运行时，突然遇

到停电的情况，在氧舱内必须配备 UPS应急电源，应急
电源装置正常运行时必须保证可以保持不少于 30min，
能保证舱内外应急呼叫功能，测氧仪，至少一个照明灯

保持正常工作。

（2）通信对讲系统。氧舱在运行时，舱内的病人和
舱外的医护人员需要保持沟通交流，所以氧舱在设计

时，设置的通信对讲系统，一般包含了对讲机和舱内紧

急呼叫装置，这两个电气元件也容易产生电火花，在制

造安装时候应做防火花处理，在检验的时候要仔细翻

阅相关的合格证书等出厂资料，核对是否做过相应处

理。对应急呼叫装置的检查，应该亲自进舱按了按钮之

后确认舱外控制台上有声光报警，且必须由舱外人员

手动操作之后才可以恢复。

（3）对电气系统检查时，还要注意氧舱控制柜内与
舱内连接的导线是否完好，有没有出现损坏。一定确保

舱内元器件的电压不可以大于 24V。
（4）氧舱内部电路系统的检验。氧舱的电路由电

源，各种控制器、保护器及显示元件构成，在使用中，因

为氧舱内的介质比较特殊，（尤其是氧气加压舱，舱内

的氧气浓度远远大于一般空气中的比例），因此在氧舱

内部用电非常严格，不仅在氧舱制造、安装的过程中严

格依照相关要求严格执行，而且在我们超设计年限检

验中也得重点考虑，以防止其超过相关安全规范的要

求，造成安全隐患。

1.5 舱内环境调节系统
氧舱环境调节系统检查时应该重点针对以下方面

进行：①查看氧舱控制台面板上的空调功能（湿度、温
度）是否准确。②对氧舱的空调电机和配套的控制系统
进行检查，必须要安装在舱体外部。③仔细检查氧舱内
部的空调测温传感器所在的位置，其防护是否到位，有

没有遮挡或影响测温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应该及时消

除掉。

1.6 消防系统与使用环境
对氧舱的消防系统与使用环境检查时，应包括以

下内容：①如果氧舱中设置有水喷淋，检查氧水喷淋能
不能正常运行，测试的时候可以排掉消防水罐的水，在

水喷淋出水处套塑料袋，以防止弄湿舱内的座套等设

施。测试的过程中，同时可以对水喷淋装置对应的按钮

进行检查，是否受到保护，防止病人无意触摸触发水喷

淋装置的运行。②对氧舱内及外面的消防器材进行检
查，放置消防器材的位置有没有标识比较醒目的“灭

火”字样，同时是否在有效期内，且应正常使用。③检查
氧舱以及呼吸气体供应源的场地（房间）防爆、通风、消

防措施情况是否符合要求[4]，有无油脂污染情况等。
1.7 安全附件与安全保护装置及仪表

对氧舱的安全附件与安全保护装置及仪表进行检

查，一般包括氧舱上的安全阀、压力表、测氧仪、接地装

置以及快开门安全联锁装置等，具体检验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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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表是医用氧舱运行中，安全附件及仪表里
的最重要的部分，检查时，主要从以下 3个方面进行：
①首先要检查在用压力表的检定证书，保证压力表在
有资质的检定机构检定的有效周期内，可以正常使用。

②要对压力表的外观进行详细检查，查看所用压力表
的表盘直径在不在相关安全技术规程允许的范围内，

同时检查压力表的外壳，有没有机械损坏及腐蚀情况，

观察压力表的指针在不在零位，确保不能超过允许值，

使用中指针能否稳定，确保压力表可以有效显示准确

的数值，除此以外，重点检查所用压力表的铅封有没有

损坏，表盘的玻璃没有破损，且刻度能够清晰的读出

值。③在对压力表检查前，先确定所用压力表的具体安
装位置，因为压力表应和所在的介质相关，比如呼吸

气系统中用到的氧压表必须是“禁油”的，而且它的精

度、量程等使用要求也要满足相关规定，否则，不允许

使用。

（2）作为超压泄放的安全装置，安全阀是氧舱室必
不可少的，在检验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①氧舱
的安全阀按照压力容器相关技术规范，一般一年校验

一次，检查所用安全阀的校验报告，确保安全阀在报告

的有效期内，同时重点看校验报告中的整定压力，是否

超过设计压力或最高允许使用压力，若超过上述值，校

验不合格，重新校验。②查看校验好的安全阀有没有安
装在氧舱上，铅封是否完好无损，一定要保证安全阀可

以正常灵敏的使用。

（3）作为氧舱舱内监测氧浓度的重要部件，测氧仪[5]

可以确保医用空气加压舱的正常使用，检验测氧仪时，

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审查测氧仪的氧电极的合格
证上的出厂时间，确保在使用有效期内。②检查测氧仪
氧电极的运行情况，对其进行测试，观察测氧仪的显示

数值是否正常，误差范围不应该超过相关规范要求，检

查声光报警功能能否正常运行，氧浓度超过测氧仪设

定的上下范围时候，能否正常报警。

（4）接地装置是氧舱设备运行时，为了防止舱内的
病人及操舱人员在有可能发生触电危害时设立的。对

其进行检验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①用接地电阻
测试仪测量氧舱的接地电阻是否满足氧舱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中的要求（不小于 4Ω）。②对接地装置的外观进
行检查，查看接地的线与舱体是否用焊接的方式连接，

是否稳定可靠。

（5）对氧舱中压力调节系统中涉及的应急排放装
置进行检查，因为氧舱使用时此类装置的使用频率比

较低，长时间不用可能会生锈，所有要特意让操舱人员

亲自示范使用，检验阀门能否正常灵敏的使用，以防止

出现阀门生锈，旋转不动的情况发生，从而造成事故，

同时，还应在应急排气装置的位置处清晰的做好醒目

的标记。

（6）对医用氧舱的递物筒处和快开式舱门的安全
联锁装置进行检查，查看外观有无机械损伤，并对对

啮齿等应力集中部位进行表面无损检测，防止裂纹的

产生[6]。
1.8 配套压力容器

氧舱检验中涉及的配套压力容器的检验项目应参

照固容规中关于定期检验的各个检验项目及要求进行

检验。

2 结语
（1）医用氧舱超期服役检验的项目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技术资料和文件审查、舱体、压力调节系统与呼

吸系统、舱内环境调节系统、消防系统与使用环境、安

全附件与安全保护装置及仪表和配套压力容器。

（2）本文在原定期检验项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增加了以下内容：①对氧舱所涉及的管路进行气密性
试验。②对氧舱舱体，尤其是舱体底部进行测厚。③对
氧舱舱体及部分接管进行无损检测抽查。④对氧舱各
个系统所涉及的地下管线进行检查，有无泄漏或渗漏。

（3）本文通过对超设计年限医用氧舱有针对性的
检验，提高了检验质量，预防和避免了氧舱安全事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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