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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GA 385－2002 

火 灾 声 和 / 或 光 警 报 器 
Audible and/or visual signaling appliances for fire aler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以下简称警报器）的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和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的警报器，其他环境中安装的既有

特殊性能的警报器，除特殊要应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亦应执行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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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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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8－1997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3 分类 
 
3.1  按用途分类 

a） 火灾声警报器 
b） 火灾光报警器 
c） 火灾声光警报器 

3.2 按供电方式分 
a)   交流供电警报器 
b)   直流供电警报器 

4 技术要求 
4.1  火灾声警报器的性能要求： 

a) 火灾声警报器的声信号在其正前方 3m 水平的声压级（A 计权）应在
75~115dB范围内； 

b) 采用变调的火灾声警报器的变调周期应在 0.2~5s范围内。 
4.2  火灾光警报器的性能要求： 

a) 火灾刮宫内警报器的基本闪光频率应在 20~180次/min范围内； 
b) 火灾光警报器的光信号在 1~500 1x环境光线下，25m处应清晰可见； 
c) 通过电视机等显示器发出火灾信号的火灾光警报器应能以自动和手动

两种方式使显示器清晰、稳定的火灾光报警信号，并保持至手动复位。 
4.3  火灾声光警报器应同时满足 4.1和 4.2要求。 
4.4  警报器应能连接 4h发出声/光警报信号，并分别满足 4.1~4.3要求，且声压
级的变化不应超出 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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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警报器在供电电压变化不超过额定供电电压的+10%和—15%条件下，应分
别满足 4.1~4.3要求 
4.6  在正常大气压条件下，直流供电的警报器的供电线与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
应不小于 20MΩ。 
4.7  警报器的供电线和外部带点端子与壳体之间应能耐受频率为 50Hz±0.5 
Hz、电压为 500V±50V（有效值，额定工作电压有效值不超过 50V）或 1500V
±150V（有效值额定工作电压有效值超过 50V时），历时 60s±5s的耐压试验。
试验期间，警报器不应发生放电和击穿现象；试验后，警报器应分别满足 4.1~4.3
要求，且声压级的变化不超过 6dB。 
4.8  警报器应能耐受表 1 中规定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处于监视状态的警报
器不应发出声和/光警报信号；处于连续发出警报信号状态的警报器则不应中断
发出警报信号；试验后，警报器应分别满足 4.1~4.3要求，且声压级的变化不应
超出 6dB。 

表 1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场强 10V/m 
频率范围 1MHz~1GHz 辐射电磁场试验 
扫频速率 ≦0.005倍频程/s 

监视状态/连续发出
警报信号 

放电电压 8000V 
静电放电试验 

放电次数 10 
监视状态 

瞬变脉冲电压 AC电源线 2kV 
其他连接线 1kV 

极性 正、负 
电瞬变脉冲试验 

时间 每次 1min 

视状态 

4.9  警报器应能耐受表 2 中规定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警报器不应发
出声和/光报警信号；试验后，警报器应分别满足 4.1~4.3要求，且声压级的变化
不超过 6dB。 

表 2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温度 55℃±2℃ 
高温试验 

持续时间 16h 
监视状态 

温度 —10℃±1℃ 
低温试验 

持续时间 16h 
监视状态 

相对湿度 90%~95% 
温度 40℃±2℃ 恒定湿热试验 
持续时间 4d 

监视状态 

4.10  警报器应能耐受表 3中规定条件下的振动试验。试验期间，警报器不应有
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试验后，警报器应分别满足 4.1~4.3要求，且声
压级的变化不应超过 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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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频率循环范围 10Hz~55 Hz~10 Hz 
位移幅值 0.19mm 
扫频速率 1倍频程 

每个轴线循环扫频次数 20 

振动（正弦）

试验 

振动方向 X、Y、Z 

不通电 

4.11  警报器应能耐受表 4中规定条件下的腐蚀试验。试验后，警报器应分别满
足 4.1~4.3要求，且声压级的变化不应超过 6dB。 

表 4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SO2含量 25×10-6 
相对湿度 90%~95% 
温度 40℃±2℃ 

腐蚀试验 

持续时间 21d 

不通电 

 
5  试验方法 
 
5.1  警报器试验纲要 
5.1.1  警报器的试验程序见表 5 
5.1.2  试验样品为三只 
5.1.3  表 5中 1~8项试验应在 9~13项试验之前进行 

试   验   程   序 试   样   编   号 
项目编号 试验项目 1 2 3 

1 基本功能试验 √ √ √ 
2 耐久性试验 √ √  
3 电压波动试验 √ √  
4 绝缘电阻试验 √ √  
5 耐压试验 √ √  
6 辐射电磁场试验 √   
7 静电放电试验  √  
8 电瞬变脉冲试验  √  
9 高温试验 √   
10 低温试验  √  
11 恒定湿热试验 √   
12 振动试验  √  
13 腐蚀试验   √ 

注：√号表示警报器进行此项试验 
5.1.4  如在有关条款中没有说明，则各项试验均应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a） 温度：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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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对湿度：45%~75%； 
c） 大气压力：86~106kPa 

5.1.5  如在有关条款中媒妁说明时，则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为±5%。 
5.2  外观检查 
警报器在试验前均应进行外观检查，符合下述要求方可进行试验。 

a） 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齐全； 
b） 外表无腐蚀、涂覆层剥落和气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
机械损伤； 

c） 紧固部位无松动； 
d） 使用说明书完备。 

5.3  基本功能试验 
5.3.1  在背景噪音不超过 50dB的自由声场中，使火灾声警报器或火灾声光警报
器发出声警报信号； 

a） 在其正前方 3m处测量其声压级（A计权），应满足 4.1要求； 
b） 测量声警报信号的变调周期，应满足 4.1要求。 

5.3.2  使火灾光警报器或火灾声光警报器发出光警报信号； 
a） 测量基本闪光频率，应满足 4.2要求； 
b） 在距其 25m处观察光警报信号可见度，应满足 4.2要求。 

5.3.3  对于草用电视机等显示器发出火灾光警报信号的火灾光警报器或火灾声
光警报器； 

a） 使光警报器处于自动状态，输入报警信号，然后手动复位，观察显示器
显示情况，应满足 4.2要求。 

b） 使光警报器处于手动状态，手动启动警报器使其发出光警报信号，然后
手动复位，观察显示器显示情况，应满足 4.2要求。 

5.4  耐久性试验 
5.4.1  使警报器发出声/或光警报信号，保持 4h，应满足 4.4要求。 
5.4.2  按 5.3 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5  电压波动试验 
分别使警报器的供电电压为额定电压的 110%和 85%，在此条件下，按 5.3

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6  绝缘电阻试验 
5.6.1  方法 
通过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分别对警报器的下述部位施加 500V±50V 直流电

压，持续 60s±5s，测量其绝缘电阻值应满足 4.6要求。 
a） 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壳体之间； 
b） 电源输入端与壳体之间（电源插头不接入电网）。 
试验时，应保证接触点有可靠接触，引线间的绝缘电阻应足够大，以保证读

数正确。 
5.6.2  试验设备 
满足下述技术要求的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在不具备专用测试装置的条件下，

也可用满足下述技术指标的其他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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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电压：500V±50V，DC； 
b) 测量范围：0~500MΩ； 
c) 记时：60s±5s。 

5.7  耐压试验 
5.7.1  方法 
5.7.1.1  通过耐压试验装置，以 100~00V/s的升压速率，分别对警报器的下述部
位施加 50Hz±0.5 Hz、1500 V±150V（额定电压超过 50V），或 50 Hz±0.5 Hz、
500V±50V（额定电压不超过 50V时）的交流电压，持续 60s±5s，观察并记录
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应满足 4.7要求。 

a） 有绝缘要求的所有外部带点端子与外壳之间； 
b） 交流电源输入端与外壳之间（电源插头不接入电网）。 
试验后，以 100~500V/s的将压速率使电压逐渐降低到地狱额定电压数值后，
方可断电。 

5.7.1.2  按 5.3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7.2  试验设备 
满足下述技术要求的耐压试验装置。 
a） 试验电源：0~1500V（有效值）连续可调，频率 50Hz，升（降）压速率；

100~500V/s 
b） 计时：60±5s。 

5.8  辐射电磁场试验 
5.8.1  方法 
5.8.1.1  将警报器安装在绝缘台上，使其处于监视状态。 
5.8.1.2  按图 1连接试验设备，将发射天线置于中间，警报器与电磁干扰测量仪
分别置于发射天线两边 1m处。 

 
图 1  试验设备布置图 

5.8.1.3  调节 1MHz~1GHz的功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使电磁干扰场强测量仪的读
数为 10V/m，在试验过程中频率应在 1MHz~1GHz的频率范围内以不大于 0.005
倍频程/s的速率缓慢变化，同时应转动警报器，观察并记录警报器的工作情况。
如使用的发射天线有方向性，则应先使发射天线对准电磁干扰测量仪天线，调节

功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为 10V/m，然后将发射天线的位置反转，对准报警器进行
试验。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发出火灾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满足
4.8要求。 
5.8.1.4  将警报器安装在绝缘台上，使其连续发出火灾声和/或光警报信号。 
5.8.1.5  重复 5.8.1.2和 5.8.1.3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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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6  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中断发生火灾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
满足 4.8要求。 
5.8.1.7  试验应在屏蔽室内进行，为避免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天线的位置应符
合图 2的要求。 

 
图 2  天线位置图 

5.8.1.8  按 5.3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8.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 16835—1997第 4章规定。 

5.9  静电放电试验 
5.9.1  方法 
5.9.1.1  将警报器防在绝缘支架上，且距接地板四周距离不小于 100mm，绝缘支
架与接地板间垂直距离为 100mm，然后使其处于监视状态。 
5.9.1.2  采用空气放电方式进行试验，调整静电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为 8000V，用
球形放电头，充电后尽快触及警报器表面，并应切实接触（但不能损伤警报器）。

每次放电后，应将静电发生器移开并充电。对警报器表面放电 8次，对警报器周
围 100mm处接地板放电 2次，每次放电的时间间隔至少为 1s。试验期间，观察
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发生火灾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满足 4.8要求。 
5.9.1.3  按 5.3 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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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 GB16838—1997中第 4章规定。 
5.10  电瞬变脉冲试验 
5.10.1  方法 
5.10.1.1  使警报器处于监视状态，对交流供电的警报器的每条电源线分别施加
2000V±200V、频率 2.5kHz的正、负极性瞬变脉冲电压（波形见图 3）各 1次，
每 300ms施加瞬变脉冲电压 15ms（见图 4），每次施加瞬变脉冲电压时间为（60
+10 
0  ）s，共施加 6次，施加两次瞬变脉冲电压的时间间隔为 10s。试验期间，观
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出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满足 4.8要求。 
5.10.1.2  对支流供电警报器直流供电端及警报器的其他外接连线施加 1000V±
100V、频率 5kHz±1 kHz 的正、负性瞬变脉冲电压（波形见图 3）各 1 次，每
300ms施加瞬变脉冲电压 15ms（见图 4），每次施加瞬变脉冲电压时间为（60+10 

0 ）

s。共施加 2次，施加两次瞬变脉冲电压的时间间隔为 10s。 
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发出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满足 4.8要求 
5.10.1.3  按 5.3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10.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 16838—1997第 4章规定。 

 
 

图 3  50Ω负载时单脉冲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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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一组脉冲波形图 

5.11  高温试验 
5.11.1  方法 
5.11.1.1  将警报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4h后放入高温试验箱中，使其处于
监视状态 
5.11.1.2  调节高温试验箱，使其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降温速率降到 55℃±2
℃保持 16h。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发出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满足
4.9要求。 
5.11.13 按 5.3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11.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 16838—1997第 4章规定。 

5.12  低温试验 
5.12.1  方法 
5.12.1.1  将警报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4h后放入低温试验箱中，使其处于
监视状态 
5.12.1.2  调节低温试验箱，使其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降温速率降到—10℃±
1℃保持 16h。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发出声和/或光警报信号，应满
足 4.9要求。 
5.12.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 16838—1997第 4章规定。 

5.13  恒定湿热试验 
5.13.1  方法 
5.13.1.1  将警报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h后方入湿热试验箱中，使其处于监
视状态。 
5.13.1.2  调节试验箱，使温度为 40℃±2℃，温度稳定后，再调节试验箱使相对
湿度为 90%~95%，保持 4d。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警报器是否发出声和/或光警
报信号，应满足 4.9要求。 



GA 385－2002 
                                   
 
5.13.1.3  按 5.3规定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13.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 16838—1997第 4章对顶。 
5.14  振动试验 
5.14.1  方法 
5.14.1.1  将警报器按其正常安装方式固定在振动台上，处于不通电状态。 
5.14.1.2  启动振动台，使其在 10Hz~55Hz ~10Hz频率范围内以 0.19mm位移幅
值、1倍频程/min的速率分别在 X、Y、Z三个轴线上循环扫频 20次。 
5.14.1.3  检查外观及紧固部位情况，应满足 4.10要求。 
5.14.1.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振动台和夹具）应符合 GB 16838—1997第 4章规定。 
5.15  腐蚀试验 
5.15.1  方法 
5.15.1.1  将警报器固定在一个温度 40℃±2℃、SO2浓度（25±5）×10-6（体积

比）、相对湿度 90%~95%的试验箱中经受 21d试验，试验期间，警报器不通电。
试验结束后，使警报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7d。应满足 4.1要求。 
5.15.1.2  按 5.3要求检验警报器的基本功能。 
5.15.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 19838—1997中第 4章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警报器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6.2 型式检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家生产时的试制定型坚定； 
b)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主要不见或元器件、生产工艺等有较大
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或正式投产满四年；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 

6.2.2  型式检验项目为 5.3至 5.15。 
6.2.3  按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时，允许有三次补做，单项补做次数不超过两次。 
6.3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对警报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 外观检查； 
b) 基本功能试验； 
c) 耐久性试验； 
d) 绝缘电阻试验； 
e) 耐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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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恒定湿热试验。 
每只警报器在出厂前均应进行 a)至 e)五项试验（检查）f)项可用一至两只进
行试验。其中 c)至 e)三项试验中人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a)、
b)、f)三项试验中不合格项不超过两项，允许调整后补做，但累计补做次数
不超过两次，如补做后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 
 
7.1  每只警报器应有清晰、耐久的标志，包括产品标志和质量检验标志。 
7.2  产品标志 
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厂址； 
b) 产品名称； 
c) 产品编号； 
d)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声压级、变调周期、基本闪光频率等）； 
e) 商标； 
f) 制造日期及产品编号； 
g) 执行标准。 

7.3  质量检验标志 
质量检验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验员； 
b) 合格标志。 

 
8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使用方法； 
b) 供电电源； 
c) 产品的技术参数； 
d) 生产日期； 
e) 企业名称、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等； 
f) 维护和维修方法。 

 
9  包装、运输、贮存 
 
9.1  包装 
警报器的包装应安全可靠、便于装卸、运输和贮存；应防潮防水，应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的要求，随产品提供如下文件资料并装入防水袋中：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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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产品安装图； 
e) 附件及附件清单。 

9.2  运输 
警报器在运输过程中应平稳、牢固 ，避免因行车时碰撞损坏包装，不得磕、

摔、撬。 
9.3  贮存 
警报器贮存时，均应防止于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与有腐蚀性的物质接触

并有必要的防潮、防晒、防雨、防腐等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