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９１．１２０．１０
犙２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１７３９３—２００８
代替ＧＢ／Ｔ１７３９３—１９９８

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狉犿犪犾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狊犲犻狀

犮狅狀狋犪犮狋狑犻狋犺犪狌狊狋犲狀犻狋犻犮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

２００８０６３０发布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ＧＢ／Ｔ１７３９３—２００８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ｃ．ｎｅｔ．ｃｎ

电话：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６８５１７５４８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印张 ０．７５　字数 １６ 千字

２００８年９月第一版　２００８年９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３３２７８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３３５３３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1
2
0
2
0
5
1
4
2
7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1
2
0
2
-
0
5
0
6
-
3
6
7
5
-
7
7
5
6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标准号：GB/T 17393-2008
购买者：北京中培质联
订单号：0100191202051427
防伪号：2019-1202-0506-3675-7756
时　间：2019-12-02
定　价：21元

中国标准在线服务网
http://www.spc.org.cn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参考了ＡＳＴＭＣ７９５—２００３《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和 ＡＳＴＭＣ６９２—２００６

《评估绝热材料对奥氏体不锈钢外部应力腐蚀开裂影响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３９３—１９９８《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增加了《评估绝热材料对奥氏体不锈钢外部应力腐蚀开裂影响的试验方法》，作为附录Ａ；

———增加了《绝热材料水浸出液ｐＨ值的测定》，作为附录Ｂ。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绝热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１）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欧文斯科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德清县浦森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西

斯尔（广州）建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沙德仁、杨春颖、葛敦世、王稚。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３９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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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以下简称绝热材料）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纤维状绝热材料，包括硅酸铝棉、岩棉、矿渣棉、玻璃棉等及其制品，也适用于其他绝

热材料，如硅酸钙、复合硅酸盐、泡沫石棉、泡沫塑料、泡沫橡塑等。

本标准不拟提出与使用本标准相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标准的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之前建立合适的

安全和健康规则并且决定可否采用有关的规章限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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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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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２２８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１３２　绝热材料及相关术语

ＧＢ／Ｔ１５９７０．３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应力腐蚀试验　第３部分：Ｕ型弯曲试样的制备和应用

ＧＢ／Ｔ２０８７８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ＪＣ／Ｔ６１８—２００５　绝热材料中可溶出氯化物、氟化物、硅酸盐及钠离子的化学分析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１３２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应力腐蚀开裂　狊狋狉犲狊狊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犮狉犪犮犽犻狀犵

金属在某些腐蚀环境和所受应力或残余应力的综合影响下可能发生的以裂纹形式出现的破坏。

４　一般要求

绝热材料的外观、尺寸和理化性能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５　要求

５．１　腐蚀性

绝热材料应通过应力腐蚀试验。产品在批量生产前应完成并通过应力腐蚀试验，以后批量生产的

绝热材料应与批量生产前具有相同的配方，用相同种类、性质和质量的原料以相同的工艺生产。

注：应力腐蚀试验是一种预生产试验。

５．２　可溶出离子和浸出液狆犎值

５．２．１　绝热材料中可溶出氯化物、氟化物、硅酸盐及钠离子含量应符合表１的规定，其接收和拒收范围

如图１所示。

５．２．２　绝热材料浸出液的ｐＨ值，在２５℃时应为７．０～１１．７。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腐蚀性试验按附录Ａ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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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可溶出离子的测定按ＪＣ／Ｔ６１８—２００５的规定。

６．３　浸出液ｐＨ值的测定按附录Ｂ的规定。

表１　对可溶出氯离子和氟离子含量的要求

狑（ＳｉＯ３
２－）＋狑（Ｎａ＋）／％ 狑（Ｃｌ－）＋狑（Ｆ－）／％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０．９０ ≤１０
（－１．１９２＋０．６５５ｌｇ狓）

≥０．９０ ≤０．０６０

　　注１：表中狓表示按ＪＣ／Ｔ６１８所测定的ＳｉＯ３
２－含量与Ｎａ＋含量的总和，即狑（ＳｉＯ３

２－）＋狑（Ｎａ＋）的测定值；

注２：计算结果取两位有效数字。

图１　可溶出氯离子和氟离子含量的接收和拒收范围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类型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１．１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项目为可溶出离子含量和浸出液ｐＨ值。

７．１．２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和鉴定时；

ｂ）　原材料和配方发生变化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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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进行一次；

ｄ）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型式检验包括要求中的所有项目。

７．２　抽样

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从其他性能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足够数量的试样用于本标准

的检验。

７．３　判定规则

７．３．１　可溶出离子和浸出液ｐＨ值，以测定结果的平均值判定，符合５．２的要求判定该项合格。若有

一项不符合，判该单项不合格。

７．３．２　应力腐蚀试验，按本标准Ａ．４的规定判定。

７．３．３　同时符合７．３．１和７．３．２的规定，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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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评估绝热材料对奥氏体不锈钢应力腐蚀开裂影响的试验方法（滴注法）

犃．１　试剂、材料和设备

犃．１．１　试验用水：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犮（Ｃｌ
－）＜０．１ｍｇ／Ｌ。

犃．１．２　氯化钠溶液：犮（Ｃｌ
－）＝１５００ｍｇ／Ｌ，２．４７３ｇＮａＣｌ溶于１Ｌ水中。

犃．１．３　导热油膏：不含氯化物。

犃．１．４　染色剂。

犃．１．５　奥氏体不锈钢板：代号为Ｓ３０４０８、牌号为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化学成分符合ＧＢ／Ｔ２０８７８，碳含量（质

量分数）为０．０５％～０．０６％；尺寸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５）ｍｍ。

犃．１．６　耐水磨砂纸：ＮＯ．８０。

犃．１．７　低尘擦拭纸：狑（Ｃｌ
－）≤１ｍｇ／ｋｇ。

犃．１．８　（６５×５）ｍｍ不锈钢螺栓和不锈钢螺母。

犃．１．９　箱式电阻炉：控温精度±２０℃。

犃．１．１０　钻头：５ｍｍ。

犃．１．１１　取样器：外径５１ｍｍ。

犃．１．１２　玻璃下口瓶：５００ｍＬ。

犃．１．１３　加热装置：加热管外径３８ｍｍ，外壁温度为当地水的沸点温度±６℃。

犃．１．１４　多途径的蠕动泵或其他给水装置。

犃．１．１５　放大镜。

犃．１．１６　显微镜：１０倍～３０倍。

犃．２　试验方法

犃．２．１　不锈钢试件的制备

犃．２．１．１　从同一块奥氏体不锈钢板上裁取（５１×１７８）ｍｍ的试件１２块，使试件的长尺寸平行于板的

长尺寸。每４块一组，其中两组用作验证不锈钢板材，一组用于试样试验。

犃．２．１．２　先用清洁剂和自来水清洗试件，再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反复清洗，以除去表面的油脂和污染

物。然后，将不锈钢试件吹干放在干净的盘子中，备用。操作过程中注意避免氯化物污染。

犃．２．１．３　将１２块不锈钢板试件放入箱式电阻炉中，升温至６５０℃，恒温加热３ｈ，然后关闭电源，让其

自然冷却至室温，取出。

犃．２．１．４　用ＮＯ．８０耐水磨砂纸顺着试件长尺寸方向向同一方向打磨不锈钢试件，把外面的黑色金属

氧化物除去，使金属变亮。只打磨一面。同时，把剪切的边角用砂纸打磨光滑以免伤人。

犃．２．１．５　用钻头在每个不锈钢试件两端的中心距边缘１０ｍｍ 处各钻一个孔。然后以半径为

２５．４ｍｍ的金属棒为芯，按ＧＢ／Ｔ１５９３０．３规定的要求，将每个平板弯成外半径为（２５．４±０．２５）ｍｍ

的Ｕ型试件，Ｕ型试件的两平面要平行，偏差≤１．６ｍｍ。

犃．２．１．６　用经水润湿的低尘擦拭纸擦洗试件的凸表面，漂洗，吹干。之后不得用裸手去接触试件的凸

表面。

犃．２．１．７　在每个试件上安装螺栓和螺母，平稳地转动螺母，保持 Ｕ型的两平面平行，如图Ａ．１所示。

转动螺母达到所需的转数，或者用游标卡尺测量两平面的挠度，确保每个试件的应力相同。图Ａ．１中

挠度δ按公式Ａ．１计算，公式Ａ．１中的数值，可从不锈钢板材料力学性能的测试报告中获得，也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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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ＧＢ／Ｔ２２８进行拉伸试验和对试件做必要的测量来获得。本试验方法所需的弹性应力为２０７ＭＰａ。

犃．２．２　绝热材料试样的制备

将绝热材料切割成（１０２×１７８×３８）ｍｍ的试样块，用取样器在每个试样块的中心钻一个孔，然后

切成两部分，制成（１０２×８９×３８）ｍｍ的试样。如果是不规则的块状，如有夹套的管壳状材料，制备时

两部分各取一半。如图Ａ．２所示。

图犃．１　犝型试件示意图

δ＝
１２犛（２犚＋犺）

（犔＋犚）（８犚＋犺）（犺）（犈（ ）） 犔３

３
＋犚

π
２
犔２＋

π
４
犚２＋２（ ）（ ）犔犚 …………（Ａ．１）

　　式中：

δ———挠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弹性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弯曲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平直部位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犈———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图犃．２　试样形状

为了防止绝热材料分层，可用线或橡皮筋把它们固定在一起。整个制备过程必须带上干净的聚乙

烯手套，避免用裸手直接接触绝热材料，以防氯离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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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３　测试步骤

犃．２．３．１　把每个不锈钢试件放在加热管上，开口向下，并且将导热油膏搽在试件和加热管之间，使其

相互紧密接触。

犃．２．３．２　对滴注氯化钠溶液的一组不锈钢试件和滴注水的一组不锈钢试件用（３８×１００）ｍｍ的低尘

擦拭纸代替绝热材料贴在不锈钢试件外表面。将待测的绝热材料试样块用水润湿，放在另外一组不锈

钢试件上，并使两者充分接触。

犃．２．３．３　将与每个玻璃下口瓶连接的经蠕动泵的滴水管插在试样的中心部位，开动蠕动泵，调节滴水

速度，保证每个试样每天均匀滴入２５０ｍＬ试液。在测试过程中每天对每个试样对应的下口瓶中加入

２５０ｍＬ氯化钠溶液或水。

犃．２．３．４　打开加热装置，管外壁温度控制在当地水的沸点温度±６℃，温度达到后开始计时。试验时

间：滴注氯化钠溶液的试件为７２ｈ±３０ｍｉｎ，滴注水的空白试验试件和试样试件为２８ｄ±６ｈ。在２８ｄ

测试过程中如遇停电，应补偿停电用去的时间。

犃．２．３．５　试验结束后，取下不锈钢试件。

犃．２．４　裂纹的检查

犃．２．４．１　初步检查

在良好的照明条件下，先用肉眼检查所有的不锈钢试件，如果发现有裂纹则不用继续检查。裂纹的

形状如树枝状，如图Ａ．３所示。

图犃．３　应力腐蚀开裂裂纹的形状

犃．２．４．２　进一步检查

手工铺平所有初步检查未发现裂纹的试件，清除表面的固体颗粒，用一个外径５１ｍｍ的管子将不

锈钢再弯为原来的Ｕ型，用放大镜和显微镜仔细检查试件表面是否有裂纹。

犃．２．４．３　深入检查

对可能有裂纹的区域涂上液体染色剂，在显微镜下继续检查。如果有裂纹，染色剂能将其显示出

来。至此仍没有检查出裂纹，则认为试件没有开裂。

犃．３　试验方法中所用不锈钢试件的合格验证

滴注氯化钠溶液的不锈钢试件，开裂一般发生在边缘，很少在中心开裂。

滴注氯化钠溶液的一组不锈钢试件全都开裂，滴注水的一组不锈钢试件无一开裂，此批不锈钢合

格，可以用作试验的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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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结果判定

如果不锈钢合格验证中的４个试件经过７２ｈ氯化钠溶液试验后任意一块未出现裂纹，则试验

无效。

如果空白试验的试件未出现裂纹，而试样试件出现裂纹，则判定该绝热材料不合格；如果试样试件

也未出现裂纹，则判定该绝热材料合格。

如果试样试件未出现裂纹，而空白试件出现裂纹，则判定绝热材料合格。

注：此时尽管不锈钢试件处于“激化”状态，但绝热材料中的抑制剂能有效保护不锈钢材料免受试验腐蚀条件的

影响。

如果空白试验中的４个试件中任何一块出现裂纹，而试样试验中也产生裂纹则不能判定绝热材料

不合格。

犃．５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说明按本标准试验；

———样品的名称、规格型号及形状；

———样品的数量；

———每个不锈钢试件出现裂纹的数目和严重程度，以及发现的方法；

———支持试件中的应力腐蚀裂纹存在的图片或其他证据（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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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犜１７３９３—２００８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绝热材料水浸出液狆犎值的测定

犅．１　试验条件

按ＪＣ／Ｔ６１８—２００５第３章的规定。

犅．２　采样

按ＪＣ／Ｔ６１８—２００５第４章的规定。

犅．３　试液制备

按ＪＣ／Ｔ６１８—２００５第５章的规定。

犅．４　测定方法

犅．４．１　试剂与仪器

犅．４．１．１　ｐＨ＝４．０１、ｐＨ＝６．８６、ｐＨ＝９．１８标准缓冲溶液（２５℃）：各取１支 ＧＢＷ（Ｅ）１３００７０苯二甲

酸氢钾ｐＨ标准物质、ＧＢＷ（Ｅ）１３００７１混合磷酸盐ｐＨ 标准物质和 ＧＢＷ（Ｅ）１３００７２硼砂ｐＨ 标准物

质，分别倒入３只规定体积（如２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分别用新蒸蒸馏水多次洗涤，并转入各自的容量瓶

中，待全部溶解后稀释至刻度，摇匀。贮于塑料瓶中。

犅．４．１．２　１００℃玻璃温度计。

犅．４．１．３　ｐＨ计。

犅．４．１．４　复合ｐＨ电极。

犅．４．２　测量

犅．４．２．１　按ＪＣ／Ｔ６１８—２００５第５章制备的试液，在“……加水至原总质量，搅拌均匀”后应立即取试

液测定。

犅．４．２．２　将ｐＨ计预热３０ｍｉｎ。

犅．４．２．３　用玻璃温度计测量试液和ｐＨ标准缓冲溶液的温度，待两者的温度相同后开始用ｐＨ计测

定，并将仪器温度补偿旋钮调至该温度上。

犅．４．２．４　用ｐＨ标准缓冲溶液反复校正定位ｐＨ计。

犅．４．２．５　测定试液的ｐＨ值，测两次，取其平均值。

犅．４．２．６　精密度：重复性限为０．３，再现性限为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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