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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４７２８《双臂操作助行器具　要求和试验方法》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框式助行架；

———第２部分：轮式助行架；

———第３部分：台式助行架；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第２部分。

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１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双臂操作助行器具—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轮式助行架》。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ＣＳＢＴＳ／ＴＣ１４８）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康复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曲京仓、王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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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犛犗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的联合会。制定国际标

准的工作通常由ＩＳＯ的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确立的标准项目感兴趣，均

有权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与ＩＳＯ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工作。

在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ＩＳＯ与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国际标准的起草应与ＩＳＯ／ＩＥＣ指导第２部分的规定相一致。

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国际标准。由技术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

表决，国际标准需取得至少７５％参加表决的成员团体的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注意到可能涉及一些文件专利权主题的可能性，ＩＳＯ将不对鉴定任何或者全部专利权负责。

由ＩＳＯ／ＴＣ１７３技术委员会起草的ＩＳＯ１１１９９２，是面向残疾人的辅助产品。

第２版技术上的修订将取消并代替第１版（ＩＳＯ１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ＩＳＯ１１１９９标准名称为双臂操作助行器具—要求和试验方法，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框式助行架

第２部分：轮式助行架

第３部分：台式助行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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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臂操作助行器具

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轮式助行架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本部分规定了在没有特殊指定的测试条件下，用手操作没有附件的轮式助行架的

静载刹车稳定性以及静载力的要求和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本部分还给出了轮式助行架涉及安

全、生物工程学、使用性能，以及制造商提供的标志和标签的要求。

基于对轮式助行架日常使用的要求和检测，制造商明确规定了轮式助行架使用者的最大质量。

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本部分包含使用者的体重不小于３５ｋｇ的轮式助行架。

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本部分不适用于前臂水平支撑的轮式助行架。而将其分类在 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

第３部分台式助行架中。

　　注：其他补充说明参见ＧＢ／Ｔ１４７２８本部分的附录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４７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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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６４３２—２００４　残疾人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ｉｄｔＩＳＯ９９９９：２０００）

ＥＮ１０４１　医疗器械供应商提供的信息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４７２８的本部分。

３．１

轮式助行架　狉狅犾犾犪狋狅狉

用于辅助行走，装有手柄套和两个或两个以上轮子的三腿或更多条腿的助行架（见图１）。

　　注：按ＧＢ／Ｔ１６４３２—２００４分类１２０６０６的规定，包括安装有固定座椅的轮式助行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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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后方；

２———闸；

３———高度调节装置；

４———折叠装置；

５———把手／手柄套；

６———座椅；

７———前方；

８———支撑杆；

９———轮子。

图１　轮式助行架结构示例

３．２

使用者质量　狌狊犲狉犿犪狊狊

使用助行架的人身体的质量。

３．３

最大长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犾犲狀犵狋犺

将轮式助行架调至最大高度，在平行轮式助行架前进方向的平面内，测量其外侧边缘最大部位的尺

寸（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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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转向宽度；

２———手柄套之间的宽度；

３———支脚垫；

４———最大长度；

５———最大宽度；

６———高度。

图２　轮式助行架最大尺寸的命名法

３．４

最大宽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狑犻犱狋犺

将轮式助行架外部尺寸调至最大，测量与轮式助行架前进方向成直角的外侧边缘的尺寸（见图２）。

３．５

轮式助行架高度　狉狅犾犾犪狋狅狉犺犲犻犵犺狋

从地面到手柄套后端控制点的垂直距离（见图２）。

３．６

转向宽度　狋狌狉狀犻狀犵狑犻犱狋犺

沿水平面连接轮式助行架对角线上两个轮最小距离的直线，并以该连线的中心垂线为轴旋转１８０°

（见图２）。

　　注：尺寸调整至最大。

３．７

折叠尺寸　犳狅犾犱犲犱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

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将轮式助行架折叠调至最小测量其长度、宽度和高度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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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手柄套　犺犪狀犱犵狉犻狆

轮式助行架在使用中用于手握持的部分。

３．９

把手　犺犪狀犱犾犲

轮式助行架套上手柄套的部分。

３．１０

手柄套前表面控制点　犳狉狅狀狋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沿手柄套上方前端向内测量３０ｍｍ得到的点（见图３）。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手柄套后表面控制点；

２———手柄套前表面控制点；

３———手柄套长度；

４———手柄套宽度；

５———前进方向。

图３　手柄套示意图

３．１１

手柄套后表面控制点　狉犲犪狉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沿手柄套上方后端向内测量３０ｍｍ得到的点（见图３）。

３．１２

手柄套长度　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犾犲狀犵狋犺

手柄套的纵向尺寸（见图３）。

　　注：如果手柄套的前端或后端是不规则的，手柄套的长度应该是能足够支撑使用者质量的全部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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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手柄套宽度　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狑犻犱狋犺

手柄套外表横向上的最大尺寸（见图３）。

３．１４

闸把行程　犫狉犪犽犲犵狉犻狆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当闸把在空档位置时，在手柄套长度的中点和闸把中心线垂直方向上，从手柄套上表面到闸把下表

面测量的距离（见图４）。

说明：

１———闸把行程；

２———手柄套后表面控制点；

３———手柄套前表面控制点；

４———前进方向。

图４　闸把行程

３．１５

支脚垫　狋犻狆狊

轮式助行架在使用中，与地面接触并承受负载的非轮子部件（见图２）。

　　注：在一些四轮轮式助行架中，支脚垫同样可以用作除轮子之外的压力闸。

３．１６

前臂支撑　犳狅狉犲犪狉犿狊狌狆狆狅狉狋

前臂水平支撑架，可与手柄套结合。

３．１７

驻车装置　狆犪狉犽犻狀犵犫狉犪犽犲

停止使用后的持续制动装置。

３．１８

刹车装置　狉狌狀狀犻狀犵犫狉犪犽犲

行走中使用者用力刹车作用的装置。

３．１９

压力闸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犫狉犪犽犲

轮式助行架使用中，通过垂直施加在手柄套或轮式助行架支撑点上的力的刹车装置。

３．２０

车轮宽度　狑犺犲犲犾狑犻犱狋犺

当轮式助行架空载时，从地面向上５ｍｍ处测量车轮轮胎最大宽度的尺寸（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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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轮胎；

２———从地面向上５ｍｍ；

３———车轮宽度。

图５　车轮宽度的测量

　　说明：

１———车轮；

２———弹簧；

３———支架；

４———橡胶支脚垫（闸）；

５———刹车衬垫。

图６　两种类型压力刹车的详细技术资料

４　要求

４．１　轮子

前轮直径不应小于７５ｍｍ。

室外型轮式助行架前轮直径不应小于１８０ｍｍ。

室外型轮式助行架前轮宽度不应小于２２ｍｍ。

４．２　稳定性

按５．３的要求做前倾稳定性试验时，其倾翻角不应小于１５．０°。

按５．４的要求做后倾稳定性试验时，其倾翻角不应小于７．０°。

按５．５的要求做侧倾稳定性试验时，其倾翻角不应小于３．５°。

４．３　闸

所有两轮以上的助行架，应安装使用者在使用中易于操作的闸。

所有两轮以上带有固定座椅或为室外使用设计的轮式助行架，应有驻车装置，该驻车装置可以和车

闸结合在一起。

按５．７．１．１的要求，最大刹车行程不应大于７５ｍｍ（见图４）。

按５．７．１的要求，在运转刹车试验时，轮式助行架在１ｍｉｎ内的移动距离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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