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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其属于船舶救生设备

领域。该救生衣包括救生背心、气囊、淡水袋、卫

星定位装置和感应控制装置。救生背心前部和背

部的衣体依次采用外侧为气囊、中间为刚性结构

和内侧为柔性结构，救生背心的前部设有胸前气

囊和淡水袋，背部设有背部气囊，胸前气囊和背

部气囊的表面涂有反光涂层，外侧设置定位报警

灯。该救生衣的气囊为人体入水时提供缓冲作

用，防止人体与杂物碰撞，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气

囊提供的浮力能使人体浮于水面上方，有效维持

体温。卫星定位装置方便搜救队迅速确定入水人

员的位置。该救生衣不仅能使船员在危险情况下

安全迅速的逃生，还可保障船员入水后免于二次

伤害并且更易于被救生队发现而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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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救生衣包括救生背心（7）、肩带（4）和腰部连接带（6），救生背

心（7）的前部和背部通过肩带（4）和腰部连接带（6）连接，其特征在于，救生衣还包括胸前气

囊、背部气囊、带吸水管（3a）的淡水袋（3）、卫星定位装置和控制装置；所述救生背心（7）的

胸前衣体依次采用外侧为胸前气囊和淡水袋（3）、中间为胸前刚性结构（7a）和内侧为胸前

柔性结构（7b），淡水袋（3）设置在最靠上的胸前气囊上方的中间位置；背部衣体依次采用外

侧为背部气囊、中间为背部刚性结构（7c）和内侧为背部柔性结构（7d）；在胸前气囊和背部

气囊的表面涂有反光涂层并在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的周边设置定位报警灯（5）；所述控制

装置和卫星定位装置设置在救生背心（7）的刚性结构中，控制装置包含气体发生器、感应控

制开关和控制面板（8），气体发生器一侧连接感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板（8），另一侧连接各

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感应控制开关的内部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控制面板（8）设置于腰部连

接带（6）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其特征在于，所述胸前刚性结构（7a）上设

有与胸前气囊和淡水袋（3）配合的凹槽，背部刚性结构（7c）上设有与背部气囊配合的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其特征在于，所述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在

充气后，救生背心（7）整体呈包裹人体的椭球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报警灯（5）与由光

学传感器控制的电源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其特征在于，所述卫星定位装置采用北斗

定位系统或GPS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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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高甲板船舶的便于船员迅速及安全逃生

的高空作业救生衣，其属于船舶救生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船舶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时，形势紧迫条件下，船员往往从甲板直接往水中跳。但

是，在很多军船及其它甲板较高的民用船舶出现事故时，从甲板直接跳往水中逃生不见得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船员从高甲板跳入水中时，不仅仅在入水瞬间要遭受极大的相互作用

力，之后上升或漂浮的过程也要面临与硬物撞击以及低温等危险。但是，目前没有一种合适

的措施，能在事故发生时迅速撤离船上人员。救生船通常耗时太长，而现有的救生衣，基本

承受不住从高甲板跳入水中时产生的冲击力从而导致高空入水后船员的身体受到损伤。另

外，现有的救生衣也很少能够较好的维持人的体温，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更难以做到。因此，

提供一种既能承受住入水时较大的冲击力避免身体损伤，又能维持人的各项生命体征的高

空作业救生衣，将会为船舶人员的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该救生衣应

提供一种既能承受在入水时较大的冲击力避免身体损伤，又能维持人的各项生命体征的高

空作业救生衣，为船舶人员的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救生衣包括救生背心  、肩带和

腰部连接带  ，救生背心 的前部和背部通过肩带  和腰部连接带  连接，救生衣还包括胸前

气囊、背部气囊、带吸水管的淡水袋、卫星定位装置和感应控制装置；所述救生背心的胸前

衣体依次采用外侧为胸前气囊和淡水袋、中间为胸前刚性结构和内侧为胸前柔性结构，淡

水袋设置在最靠上的胸前气囊上方的中间位置；背部衣体依次采用外侧为背部气囊、中间

为背部刚性结构和内侧为背部柔性结构；在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的表面涂有反光涂层并在

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的周边设置定位报警灯；所述感应控制装置和卫星定位装置设置在救

生背心的刚性结构中，感应控制装置包含气体发生器、感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板，气体发生

器一侧连接感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板，另一侧连接各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感应控制开关

的内部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控制面板设置于腰部连接带的下方。

[0005] 所述胸前刚性结构上设有与胸前气囊和淡水袋配合的凹槽，背部刚性结构上设有

与背部气囊配合的凹槽。

[0006] 所述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在充气后，救生背心整体呈包裹人体的椭球形结构。

[0007] 所述定位报警灯与由光学传感器控制的电源电连接。

[0008] 所述卫星定位装置采用北斗定位系统。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这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包括救生背心、肩带、腰部连接带、胸

前气囊、背部气囊、淡水袋、卫星定位装置和感应控制装置。救生背心前部和背部的衣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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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采用外侧为气囊、中间为刚性结构和内侧为柔性结构，救生背心的前部外侧设有胸前气

囊和淡水袋，救生背心的背部外侧设有背部气囊、胸前气囊和背部气囊的表面涂有反光涂

层，外侧设置定位报警灯。该高空作业救生衣通过感应控制开关或者控制面板控制气囊充

气，在人体在入水前气囊完全展开，为人体入水时提供缓冲作用，减轻冲击力对人体的损

伤, 同时，气囊还可以防止人体与船体掉落的杂物碰撞，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人体在入水之

后，气囊会逐渐地倾斜至水平，气囊提供的浮力能使人体漂浮于水平面上方，有效维持体

温。气囊本身也可以承担隔温层的作用，避免人员出现低体温症。卫星定位装置方便搜救队

迅速确定入水人员的大致位置，气囊上的反光涂层或者定位报警灯辅助搜救队近距离发现

目标。这种高空作业救生衣不仅能使船员在危险情况下更安全迅速的逃生，还可保障船员

入水后免于二次伤害并且更易于被救生队发现而获救。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的正视图。

[0011] 图2是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的后视图。

[0012] 图3是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的展开图。

[0013] 图4是图1的A-A视图。

[0014] 图5是图2的B-B视图。

[0015] 图6是气囊充气后包裹模特的左视状态图。

[0016] 图7是气囊充气后包裹模特的右视状态图。

[0017] 图8是充气装置示意图。

[0018] 图中：1、第一胸前气囊，11、第一胸前气囊充气，1a、第二胸前气囊，1a1、第二胸前

气囊充气，1b、第三胸前气囊，1b1、第三胸前气囊充气，1c、第四胸前气囊，1c1、第四胸前气

囊充气，2、第一背部气囊，21、第一背部气囊充气，2a、第二背部气囊，2a1、第二背部气囊充

气，2b、第三背部气囊，2b1、第三背部气囊充气，2c、第四背部气囊，2c1、第四背部气囊充气，

3、淡水袋，3a、吸水管，4、肩带，5、定位警报灯，6、腰部连接带，7、救生背心，7a、胸前刚性结

构，7b、胸前柔性结构，7c、背部刚性结构，7d、背部柔性结构，8、控制面板，9、加热丝，10、气

体发生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以下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进行清楚、完整地说明：

图1-5示出了一种高空作业救生衣的结构图。这种高空作业救生衣包括救生背心7、肩

带4和腰部连接带6，救生背心7的前部和背部通过肩带4和腰部连接带6连接为一体，救生背

心7前部和背部的衣体由外侧的刚性结构和内侧的柔性结构，它还包括感应控制装置和卫

星定位装置。救生背心7的前部外侧设置第一胸前气囊1、第二胸前气囊1a、第三胸前气囊1b

和第四胸前气囊1c，在第一胸前气囊1和第三胸前气囊1b的上方设置淡水袋3，淡水袋3上设

置吸水管3a。救生背心7的背部外侧设置第一背部气囊2、第二背部气囊2a、第三背部气囊2b

和第四背部气囊2c。在四个胸前气囊和四个背部气囊的表面都涂有反光涂层，外侧设置定

位报警灯5，感应控制装置和卫星定位装置设置于救生背心7的刚性结构中。感应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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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气体发生器、感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板8，气体发生器一侧连接感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

板8，另一侧连接气囊，感应控制开关的内部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控制面板8设置于腰部连接

带6的下方。当加速度传感器侦测到加速度变化后，激发气囊中的气体发生器，气体发生器

根据信号指示通过加热丝9在瞬间产生点火动作，点火诱发气体发生剂10（叠氮化钠(NaN3)

和硝酸钾(KNO3)）发生反应产生化学反应，叠氮化钠（NaN3）受热立即分解，释放大量氮气，

从而可以在短时间内为气囊进行充气（如图8所示）。

[0020] 胸前刚性结构7a上设有与胸前气囊和淡水袋3配合的凹槽（如图4所示），背部刚性

结构7c上设有与背部气囊配合的凹槽（如图5所示）。

[0021] 图6示出了气囊充气后包裹模特的左视状态图。图中可见，在气囊充气后，胸前气

囊中的第一胸前气囊充气11、第二胸前气囊充气1a1和背部气囊中的第一背部气囊充气21、

第二背部气囊充气2a1包裹模特的状态。

[0022] 图7示出了气囊充气后包裹模特的右视状态图。在气囊充气后，胸前气囊中的第三

胸前气囊充气1b1、第四胸前气囊充气1c1和背部气囊中的第三背部气囊充气2b1、第四背部

气囊充气2c1包裹模特的状态。

[0023] 在气囊充气后，救生背心7整体呈椭球形，能够包裹住整个人体。定位报警灯5由光

学传感器控制电源供电。卫星定位装置采用北斗定位系统。

[0024] 救生背心7胸前的四个气囊与胸前刚性结构7a紧固一体，救生背心7背部的四个气

囊与背部刚性结构7c紧固一体，八个气囊的表层均涂有反光涂层，八个气囊的外侧边缘各

嵌有一个定位警报灯5，第一胸前气囊1和第三胸前气囊1b的上方设置淡水袋3，淡水袋3紧

固于胸前刚性结构7a上，卫星定位装置和感应控制装置设置在救生背心7的胸前刚性结构

7a上，感应控制装置包含气体发生器、感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板8，气体发生器一侧连接感

应控制开关和控制面板8，另一侧连接气囊，感应控制开关的内部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控制

面板8设置于腰部连接带6的下方。控制面板8悬吊于腰部连接带6的下方，便于人手触及。

[0025] 这种高空作业救生衣的工作原理：首先将救生背心7穿到人员身上，拉紧肩带4和

腰部连接带6，使衣服与人员紧贴一起。人员从船上甲板跳下，加速度传感器感应到人体超

过某一速度或者加速度状态时，自动打开感应控制开关，气体发生器开启，剧烈产生气体使

气囊开始充气，气体发生器也可以通过控制面板8手动打开使气囊充气，在入水前八个气囊

完全展开将人体包裹，救生背心7的八个气囊全展开后整体为椭球体。气囊展开后能够缓冲

人体入水遭受的第一次冲击。展开后的气囊提供的浮力使人体浮于水面以上，从而避免低

体温症的出现。淡水袋3设置于于救生背心7的前部靠近人体头部位置，有预置吸水管3a，可

满足人体短期淡水需求。人员在等待搜救时，救生背心7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自动向搜救队发

送位置信息，同时，反光涂层和定位警报灯5用于近距离定位，使人员易于被发现。反光涂层

通过反光作用用于白天的近距离定位，定位警报灯5通过光学传感器控制在夜间自动开启，

用于夜间的近距离定位。定位警报灯5的电池可供警报灯短期闪烁，光学传感器可感知外界

光线，在白天控制定位警报灯5关闭，晚上开启定位警报灯5。

[0026] 在人员穿上该高空作业救生衣后，从甲板跳入水中，感应控制开关控制八个气囊

充气，人体在入水时气囊完全展开，为人体缓冲。人体在入水之后，会逐渐地倾斜至水平，此

时，气囊提供的浮力能使人体漂浮于水平面上方，有效维持体温。气囊本身也可以承担隔温

层的作用，可以避免人员低体温症。该高空作业救生衣上的设置的卫星定位装置，可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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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搜救队迅速确定人员大致位置，配合反光涂层或者定位警报灯5可近距离发现目标。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329458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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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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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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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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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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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2

CN 110329458 A

12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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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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