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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自 1997年 1月 1日起实施，1997年 1月 1日起所有消防用指挥服

均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本标准附录 A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科学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科学研究所、安徽省公安消防总队、芜

湖宏达服装总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斌、屈励、贡祥蕾、陈正权、马泽和。 
本标准委托公安部上海消防科学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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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指 挥 服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指挥服的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消防部队和企事业专职消防队大队（支队）级以上指挥

人员使用的消防指挥服（以下简称指挥服）。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

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

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1—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918—83  织物梯形法撕破强力试验方法 
GB 3923—84  机织物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条样法） 
GB 4745—84  纺织织物  表面抗湿性测定方法（沾水试验法） 
GB 5455—85  纺织织物  阻燃性能测定  垂直法 
GN 11—82    消防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指挥服系指消防指挥员指挥灭火战斗时穿着的具有一定防护功能的服装。 

 
4 型号 
 
4.1 指挥服型号编制方法应符合 GN 11的规定。 
4.2 指挥服产品型号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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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示例： 
一件衣长为 112cm的消防指挥服，其型号为 RFZ 112。 

 
5 技术要求 
 
5.1 款式 
指挥服款式为短大衣式，肩部应配可佩戴肩章的搭扣。 

5.2 反光标志 
5.2.1 反光标志的设置应能在其 360度方位均能看见。 
5.2.2 在指挥服前门襟、后背和下摆处，加装宽 50㎜的银灰色反光标志带，反
光值不应低于 330cpl。 

5.3  结构 
  指挥服为双层结构，面料应有阻燃、抗湿功能。 
5.4  规格 
  指挥服的规格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cm 
规格 衣长 肩宽 胸围 领围 袖长 袖口 
一号 115 51.0 128 49.5 68.5 38.5 
二号 112 50.2 125 48.5 66.5 37.5 
三号 109 49.4 122 47.5 64.5 36.5 

5.5  颜色 
指挥服面料的颜色为橄榄绿色。 

5.6  面料的性能 
5.6.1 面料的阻燃性能试验按 6.1规定的方法进行，其损毁长度不大于 15cm，
续燃时间不大于 5 s，阴燃时间不大于 25 s，不应有融滴现象。 
5.6.2 面料的抗湿性能试验按 6.2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沾水等级不应低于
GB4745中的 3级要求。 
5.6.3 面料的耐洗涤性能试验按 6.3规定的方法进行，在洗涤 20次后，测其阻
燃性能，其损毁长度不大于 25cm，续燃时间不大于 5s，阴燃时间不应大于 20s。 
5.6.4 面料的强力性能试验按 6.4规定的方法进行，其经、纬向撕破强力不小于
26N，经、纬向断裂强力不小于 38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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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重量 
指挥服重量不大于 2.2㎏。 

5.8  缝制要求 
5.8.1 针距密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明暗线时每 3cm11针~14针。 
三线包缝时每 3cm 不少于 9针。 

5.8.2 承力接缝应进行双道缝制。 
5.9  尺寸公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cm 
部位 衣长 胸围 领围 袖长 总肩宽 腰围 
公差尺寸 ±1.2 ±1.5 ±0.7 ±0.8 ±0.7 ±1.2 
 
6 试验方法 
 
6.1 面料的阻燃性能试验按 GB 5455进行。 
6.2 面料的抗湿性能试验按 GB 4745进行。 
6.3 面料的耐洗涤性能试验按附录 A进行。 
6.4 面料的撕破强力性能试验按 GB 3918 进行。面料的断裂强力性能试验按
GB 3923进行。 
6.5 指挥服重量测定采用衡器进行。 
6.6 针距密度测定采用长度量具进行。 
6.7 尺寸公差测定采用长度量具进行。 
 
7 检验规则 
 
指挥服检验分材料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 材料检验 
材料检验按每批进厂材料的数量抽检。每 1000m随机抽样 1m，按表 3中

序号 1至序号 4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如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材料不得
投料生产加工。 
7.2 出厂检验 
7.2.1 指挥服应按表 3 规定的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由厂质检部门
发给合格证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每 100 件为一个批次，不足 100 件以实际生产量为一批，每批
抽取两件样品，按表 3中序号 5至序号 8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如有其中一项
不合格，则应加倍进行抽样，若仍出现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不准出

厂。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通常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a) 新产品试制的定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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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材料、工艺、款式有较大改变时； 
c) 产品正常生产满二年时； 
d) 停产一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的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大小为四件。 
7.3.3  型式检验的试验程序和不合格的分类见表 4。 
7.3.4  型式检验的结果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即判定该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a) 出现 A类不合格； 
b) 出现大于或等于二个 B类不合格； 
c) 出现大于或等于三个 C类不合格； 
d) 出现大于或等于一个 B类不合格，且出现大于或等于二个 C类不合格。 

7.3.5  型式检验不合格时，停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由生产厂采取有效措施，
直至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表 3 

序号 标准条号 检验项目 材料检

验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5.5.1 面料阻燃性能 √  √ 
2 5.5.2 面料的抗湿性能 √  √ 
3 5.5.3 面料的洗涤性能 √  √ 
4 5.5.4 面料的强力性能 √  √ 
5 5.6 重量要求  √ √ 
6 5.7.1 针距密度  √ √ 
7 5.7.2 承力接缝  √ √ 
8 5.8 尺寸公差  √ √ 

表 4 
样本编号 

检验项目 
1 2 3 4 

不合格的分类 

面料阻燃性能 √ √   A 
面料抗湿性能   √ √ B 
面料耐洗涤性能   √ √ B 
面料强力性能 √ √   A 
重量要求   √ √ C 
针距密度 √ √ √  C 
承力接缝 √ √ √  C 
尺寸公差 √ √   B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件指挥服应有以下内容： 

a) 名称、型号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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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执行标准的代号； 
c) 出厂年月和检验合格证； 
d) 生产厂名或代号。 

8.2  包装 
8.2.1 应将指挥服使用说明书、合格证随同指挥服一起先装入包装袋，再装入
瓦楞纸箱，每箱 10件。 
8.2.2  纸箱外应印有 GB 191 规定的有关标记 

a) 产品名称、型式、规格； 
b) 数量及总重量； 
c) 包装箱的外形尺寸； 
d)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e) 防雨、防晒、防钩挂； 
f) 批准文件编号； 
g) 生产厂名、商标。 

 
8.3  运输 
8.3.1 指挥服在运输中应轻装轻卸，避免雨淋、受潮、曝晒。 
8.3.2 指挥服在运输中应避免与油、酸、碱及腐蚀性物品混在一起运送。 
8.4  贮存 
指挥服的贮存应放入纸箱内，贮存的仓库应保持通风、干燥、避免曝晒、

避免与酸、碱及腐蚀性物品一起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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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面料的耐洗涤性能试验 
 
A1  试验方法 
 
A1.1 试样：试样尺寸应符合 GB5455的有关规定。 
A1.2 将试样、洗涤剂、清水放入洗衣机，洗涤剂与清水按溶比注入，启动洗
衣机，洗涤 4min后取出，换清水二次，每次 6min，然后脱水。此过程为完成
一次洗涤，如此循环 20次。 
A1.3 将洗涤 20次后的试样整平，在常温干燥后按 GB5455的规定进行试验。 
 
A2  试验设备 
 
洗衣机：普通洗衣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