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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依托于国家倡导“以竹代塑”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决策，并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于 2023 年 9 月在四川省兴

文县召开的“以竹代塑”标准化推进会（中循协发<2023>179号）

的工作要求。本标准入选 2023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以竹代塑”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由福建省建瓯市朝阳竹编帽业有限公司、国

际竹藤中心、中林绿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竹事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国

家安全生产徐州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中心、中钢集团武汉安全

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建瓯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建瓯市林业局、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国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建瓯市竹业协会、建瓯市竹产品质

量检验中心、福建理工大学、福建省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协会、南

平市竹木产业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编制。 

本标准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以竹代塑”标准化工作组提出

归口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并组织实施。本标准计划完成时间 2024

年 3月底。 

（二）起草单位、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1. 主要起草单位 

福建省建瓯市朝阳竹编帽业有限公司、国际竹藤中心、中林

绿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竹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科

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国家安全生产徐州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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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中心、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

司、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建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瓯市

林业局、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国健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建瓯市竹业协会、建瓯市竹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福

建理工大学、福建省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协会、南平市竹木产业协

会等。 

2. 主要起草人 

林朝阳、童成豹、孙丰波、苏丽君、许佳诺、郭淑婷、许超、

罗穆夏、张磊、王俊、任克京、陆冰、祝思琪、魏亮玉、黄爱旺、

翁文浩、李兴友、王界杉、罗春煦等。 

3. 起草单位分工 

福建省建瓯市朝阳竹编帽业有限公司、国际竹藤中心、中林

绿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竹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统筹标

准调研、意见征求、标准报批等制定程序，确定标准修订工作方

案，把握标准修订的政策方向和工作进度，组织协调标准修订所

需资源，协助征集相关方意见等事项。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国家安

全生产徐州劳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中心、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

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江苏国健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把握标准技术方向、确定标准技术要素，组织开

展标准文本、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 

建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瓯市林业局、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建瓯市竹业协会、建瓯市竹产品质量检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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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福建理工大学、福建省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协会、南平市竹木

产业协会负责整理调研素材、协助文本编写、意见征求、标准审

查及报批等工作。 

4.起草人分工 

林朝阳、童成豹、孙丰波、苏丽君、许佳诺、郭淑婷等作为

标准起草负责人，组织标准起草工作，把握标准的整理方向，组

织协调标准制定所需的相关资源。 

许超、罗穆夏、张磊、王俊、任克京、陆冰等负责制定标准

草案，把握标准技术方向，确认标准技术要求，参与讨论标准框

架，按照相应程序对标准内容进行编制。 

祝思琪、魏亮玉、黄爱旺、翁文浩、李兴友、王界杉、罗春

煦等参与标准调研讨论，并协助整理相关标准材料。 

（三）起草过程 

于 2023年 10月 3日由福建省建瓯市朝阳竹编帽业有限公司

牵头、联合多家单位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内部讨论工作任务分

工、进度安排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2024年 3月 25日根据立

项会议各位专家提出的 12点可行性意见，我们一共采纳了 10点

意见，并做了修改完成了新的一份团体标准。期中对于标委会成

员不可出现在标准起草人名单中；标注含水率等相关描述；技术

要求——建议 4和 5合并一起再做调整；标准文本有涉及单位用

语必须使用国际通用单位如：毫米、年等都在新的一份团体标准

中做了更正补充。 

2024年 4月 18日根据团体标准中期会议各位专家提出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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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行性意见，我们先采纳了 9点，另外几点还在斟酌考量如何

措词修改。期中在术语定义章节做了修改；3.10-3.16加上（定义

来源于 GB/T 2812-2019）；技术要求增加竹龄 4-8年、规格不能

写绝对值等做了调整。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依据 

本标准编制主要原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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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主要

技术指标依据头部防护 安全帽（GB2811-2019）、安全帽测试方

法（GB/T2812）的相关要求。下面将各技术指标逐一说明: 

1. 竹材要求 

根据多年的探索及试验检验，选择 4-8年的优质毛竹为原料。

这个年份的毛竹，韧性强、弹性好、抗压度高，通过帽壳结构的

编制设计，可以增加产品的冲击吸收性能。 

2. 材料用量 

竹编安全帽的帽壳由经篾、顶丝、纬丝、收口篾、加强筋、

顶筋、防穿刺钢板，根据多年的编制经验，得出了详细的每顶竹

编安全帽的竹材要求。每顶帽壳的材料用量、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帽壳材料用量、规格尺寸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尺寸（mm） 

1 经篾 12 根 长 480×宽 9×厚 1 

2 顶丝 3 根 长 1000×宽 1.2×厚 1.2 



 

6 

3 纬丝 11 根 长 3200×宽 2.7×厚 0.9 

4 收口篾 9 根 长 1000×宽 2.6×厚 2.6 

5 加强筋 3 根 长 390×宽 20×厚 2 

6 顶筋 6 根 长 100×宽 9×厚 1.5 

7 防穿刺钢板 1 片 Φ厚 1mm×直径 100mm 

 

3. 技术性能 

对外观、经篾、顶丝、纬丝、收口篾、加强筋、顶筋、防穿

刺钢板等根据实际使用经验作了详细规定。 

（1）外观：均匀、端正、无破损、无漏洞。 

（2）经篾：正面应刮光、刮圆。 

（3）顶丝：14-16圈，分布均匀、对称，结构符合设计要求。 

（4）纬丝：长度 3.2m，数量 11根，编织密实，无漏洞。 

（5）收口篾：帽沿上下各四根外加一根封口篾条排列整齐，

锁紧。 

（6） 加强筋：加强筋是增强帽壳强度的主要部件，加强筋

厚薄大小应均匀，穿插的角度应对称、位置必须与六点铆接部位

相吻合，且分布均匀、对称，结构符合设计要求。 

（7） 防穿刺钢板：数量 1片，规格Φ1mm×100mm。 

（8）帽沿：外绞丝扭边、扣紧，没有毛刺。 

（9）规格尺寸：帽沿：（20±5）mm，帽舌：（60±10）mm，

帽壳内部尺寸为长：(220±10)mm，宽：(200±10)mm，高：(170

±10)mm的椭圆。 



 

7 

4. 基本性能要求 

对帽箍、下颏带、安装部件等根据实际使用经验经多次的试

验作了详细规定，见标准文本的 5.3.1～5.2.14； 

5.吸收冲击性能 

按照 GB/T 2812-2006 《安全帽测试方法》规定进行； 

耐穿刺性能 

按照 GB/T 2812-2006 《安全帽测试方法》规定进行； 

三、标准内容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及预期效益分析 

1.技术可行性 

产品选用 4-8 年的优质毛竹为原料，用经篾、顶丝、纬丝、

收口篾，以模具为载体规范编织，通过加强筋、顶筋、防穿刺钢

板等的结构设置，再通过胶黏剂的浸泡、帽顶部施加增韧涂层，

增加产品的冲击吸收性能和耐穿刺性能。有效的达到了产品的防

护效果，在技术上可行。 

2.经济合理性 

产品采用速生可再生的毛竹为原料，在农村由竹农和产品编

织户就地共同实现资源转换。不受政治、军事等外在因素影响，

产品成本适中，相较于市场的现有同类产品（塑料安全帽）有价

格优势。 

3.预期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产品以毛竹为原料，可自然降解无第二次

污染，具有天然环保的属性。采用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可大

量解决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尤其是残障群体，通过送材料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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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人统一产品回收，真正实现弱势群体家门口就业。让一座座

农村庭院化身为生产车间，可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共建和谐社会。 

（2）经济效益：具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安全帽的年需求

量加出口订单可达 1亿多只，市场流通的产品基本都是塑料安全

帽。在全球倡导“以竹代塑”背景下，竹编安全帽作为塑料安全

帽的有效替代产品，产业发展大有可为。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1977年颁布了一项工业用安

全帽标准《ISO 3873:1977 Industrial safety helmets》，目前该标准

正在修订中。目前国际标准中还没有关于竹编安全帽的标准。由

于国际标准《ISO 3873:1977 Industrial safety helmets》是在上个

世纪 70 年代制定，本项目标准没有采用该标准，主要是借鉴了

我们国家 2019年颁布的安全帽国标的部分内容。 

五、与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主要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上参照了《头部防护 安

全帽》GB 2811-2019 、《安全帽测试方法》GBT 2812-2006 两个

标准的基础上，在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胶黏剂要求、存放要求、

技术性能等方面做了如下补充。 

（一）术语定义增加了 

3.3经篾  编织帽壳时用于纵向排列的篾条。 

3.4顶丝 编织帽壳时用于固定筋篾排列位置的蔑丝。 

3.5纬丝  编织帽壳时顶丝至帽沿以上的篾条总称。 

3.6收口篾  用于包扎帽沿部位的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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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加强筋  用于增加帽壳强度的结构。 

3.8顶筋   用于增加帽壳顶部强度的结构。 

3.9防穿刺钢板  主要用于增强安全帽的防穿刺性能 

（二）技术要求增加了 

5.1一般要求 

5.1.1 不得使用有毒、有害或引起皮肤过敏等伤害人体的材

料。 

5.1.2 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如帽

壳、顶带、帽箍等）的原料。 

5.1.3 材料耐老化性能应不低于产品标识明示的使用期限，

正常使用的安全帽在使用期限内不能因材料原因导致防护功能

失效。 

5.2帽壳材料及工艺要求 

5.2.1 帽壳材料及外观 

帽壳材料应选用 4-8年生的毛竹为原料，外观应均匀、端正、

无破损、无漏洞、无毛刺、无霉点、含水率控制在 10%以下。 

5.2.2 经篾 

经篾正面应刮光、倒角。 

5.2.3 顶丝 

顶丝应不少于 3根，规格篾丝 1000mm×1.2mm×1.2mm。编

织成 14-16圈，分布均匀、对称，结构符合设计要求。 

5.2.4 纬丝 

纬丝长度应不低于为 3200mm，数量 11根，应光滑无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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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收口篾 

帽沿上下各四根外加一根封边篾条排列整齐，锁紧。 

5.2.6 加强筋 

加强筋厚度应不低于 2mm、宽度不低于 20mm，宽厚大小应

均匀，穿插的角度应对称、位置应与六点铆接部位相吻合，且分

布均匀、对称，结构符合设计要求。 

5.2.7顶筋 

顶筋应使用青层竹篾，不少于 6根。 

5.2.8 防穿刺钢板 

数量 1片，规格应为φ1mm×100mm。 

5.2.9 帽檐 

帽檐用外绞丝扭边、扣紧，没有毛刺。 

5.2.10 帽壳规格尺寸（参照 GB/T 2811-2019） 

帽檐应为：20±0.5mm，帽舌应为：60±1mm。帽壳内部尺

寸应为长：220±1mm，宽：200±1mm，高：170±1mm的椭圆。 

5.3 基本性能要求 

5.3.1  帽箍 

帽箍应可根据竹编安全帽标识中明示的适用头围尺寸进行

调整。 

5.3.2  吸汗带 

帽箍对应前额的区域应有吸汗性织物或增加吸汗带，吸汗带

宽度应不小于帽箍的宽度。 

5.3.3  下颏带要求 



 

11 

下颏带尺寸宽度应不小于 20mm、厚度应不小于 1.2mm，颜

色应为黄红暖色调的织带。 

5.3.4  帽壳 

帽壳表面应无缺损及其他有损性能的缺陷。 

5.3.5  部件安装 

竹编安全帽各部件的安装应牢固、无松脱、滑落现象。 

5.3.6  质量（不包括附件） 

竹编安全帽不应超过 360g；产品实际质量与标记质量相对

误差不应大于 5%。 

5.3.7  帽舌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量，帽舌应≤70mm。 

5.3.8  帽檐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量，帽沿应≤70mm。 

5.3.9  佩戴高度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量，佩戴高度应≥80mm。 

5.3.10  垂直间距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量，垂直间距应≤50mm。 

5.3.11  水平间距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量，水平间距应≥6mm。 

5.3.12  帽壳内突出物 

帽壳内侧与帽衬之间存在的尖锐锋利突出物高度不得超过

6mm，突出物应有软垫覆盖。 

5.3.13  下颏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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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竹编安全帽有下颏带时，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试，

下颏带发生破坏时的力值应介于(150N～250N)之间。 

5.3.14  附件 

当安全帽配有附件（如防护面屏、护听器、照明装置、通信

储备、警示标识、信息化装置等）时，附件应不影响安全帽的佩

戴稳定性，同时不影响其正常防护功能。 

5.3.15  冲击吸收性能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试，经高温（50℃±2℃）、低

温（-50℃±2℃）、浸水(水温 20℃±2℃）、处理后做,冲击测试，

传递到头模的力不应大于 4900N，帽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5.3.16  耐穿刺性能 

按照 GB/T 2812规定的方法测试，经高温（50℃±2℃）、低

温（-50℃±2℃）、浸水（水温 20℃±2℃）处理后做,穿刺测试，

钢锥不得接触头模表面，帽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5.4特殊性能要求 

5.4.1侧向刚性 

按照 GB/T2812规定的方法测试，最大变形不应大于 40mm,

残余变形不应大于 15mm，帽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5.4.2耐低温性能 

5.4.2.1 按照 GB/T2812 规定的方法，经低温（-50℃±2℃）、

3h 预处理后做冲击测试，传递到头模的力不应大于 4900N，帽

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5.4.2.2 按照 GB/T2812 规定的方法，经低温（-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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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 预处理后做穿刺测试，钢锥不得接触头模表面，帽壳不得有

碎片脱落。 

5.5 浸胶工艺要求 

5.5.1 施胶过程中，帽壳应完全浸泡在胶粘剂池中，待充份

吸收后再捞起。 

注：胶黏剂的功能是增强帽壳强度。 

5.5.2 浸胶后的帽壳应按设计要求手工定型后按顺序排列固

化。 

5.5.3 为了增加帽壳顶部的强度，固化后应在帽壳顶部

100mm范围内需喷涂具有增韧效果的增韧涂层。 

5.6 存放要求 

5.6.1 篾丝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避免与有异味、

潮湿的物品接触，以免相互污染。 

5.6.2 为了保证篾丝及半成品的品质和保存期限，篾丝和半

成品应存放在温度可调控的环境中。 

（三）在基本性能要求方面做了补充 

本标准在 GB2811-2019的基础上，补充了以下性能要求： 

将 GB2811-2019 中 5.3.6（质量）中规定的“特殊型安全帽

不超过 600g；普通型安全帽不应超过 430g；产品实际质量与标

记质量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5%”，修改为本标准中的 5.3.6  质量

“竹编安全帽不应超过 360g；产品实际质量与标记质量相对误

差不应大于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