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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１９２５２：２００２《对火反应试验　建筑制品在直接火焰冲击下的可燃性　第２

部分：单个火源试验》（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１１９２５２：２００２。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６２６—１９８８《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因为随着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ＴＣ９２

在对火反应系列试验方法上的研究和发展原标准在技术上已过时。

本标准与ＧＢ／Ｔ８６２６—１９８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样品尺寸和数量修订为：样品尺寸（２５０×９０）ｍｍ；其厚度不超过６０ｍｍ；样品数量６个

（１９８８年版的２．１）；

———对点火时间调整为１５ｓ或３０ｓ，以供委托方选择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点火时间（１９８８年版３．７）；

———规定火焰高度为（２０±１）ｍｍ（１９８８年版３．６）；

———增加了对试验时间的规定（见７．４）；

———增加了对其厚度大于１０ｍｍ的多层制品进行附加试验的规定（见７．３．３．２．３和图７）；

———取消了对材料可燃性的判定（１９８８年版的第４章）；

———增加了试验结果表述（见第８章）；

———增加了试验报告（见第９章）；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熔化收缩制品的试验程序”（见附录Ａ）；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试验方法的精确度”（见附录Ｂ）。

本标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７）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上海阿姆斯壮建筑制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濮爱萍、王鹏翔、邓小兵、周全会、曾绪斌。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８６２６—１９８８。

Ⅲ

犌犅／犜８６２６—２００７／犐犛犗１１９２５２：２００２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2
7
3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1
4
2
-
1
7
8
5
-
9
0
1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引　　言

　　安全警告：

所有试验管理和操作人员应注意：燃烧试验可能存在危险性，试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有毒和／或有

害烟气，在对试样的测试和试样残余物的处理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操作危险。

必须对影响人体健康的所有潜在危害和危险进行评估和建立安全保障措施，并制定安全指南和对

有关人员进行相关培训，确保实验室人员始终遵守安全指南。

应配备足够的灭火工具以扑灭试样火焰，某些试样在试验中可能会产生猛烈火焰。应有可直接对

准燃烧区域的手动水喷头或加压氮气以及其他灭火工具，如灭火器等。

对于某些很难被完全扑灭的闷燃试样，可将试样浸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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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没有外加辐射条件下，用小火焰直接冲击垂直放置的试样以测定建筑制品可燃性

的方法。

对于未被火焰点燃就熔化或收缩的制品，附录Ａ给出了附加试验程序。

附录Ｂ给出了试验方法精确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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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１３２３８　建筑制品对火反应试验　状态条件程序及基本材料选择的一般规则

ＥＮＩＳＯ１３９４３　火灾安全　词汇

３　术语和定义

ＥＮＩＳＯ１３９４３以及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建筑制品　狆狉狅犱狌犮狋

要求给出相关信息的建筑材料、构件或其组件。

３．２　

　　基本平整制品　犲狊狊犲狀狋犻犪犾犾狔犳犾犪狋狆狉狅犱狌犮狋

制品应具有以下某一个特征：

ａ）　平整受火面；

ｂ）　如果制品表面不规则，但整个受火面均匀体现这种不规则特性，只要满足以下规定要求，可视

为平整受火面：

１）　在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的代表区域表面上，至少应有５０％的表面与受火面最高点所处平面

的垂直距离不超过６ｍｍ；或

２）　对于有缝隙、裂纹或孔洞的表面，缝隙、裂纹或孔洞的宽度不应超过６．５ｍｍ，且深度不应

超过１０ｍｍ，其表面积也不应超过受火面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代表区域的３０％。

３．３　

　　燃烧滴落物　犳犾犪犿犻狀犵犱犲犫狉犻狊

在燃烧试验过程中，脱离试样并继续燃烧的材料。本标准将试样下方的滤纸被引燃作为燃烧滴落

物的判据。

３．４　

　　持续燃烧　狊狌狊狋犪犻狀犲犱犳犾犪犿犻狀犵

持续时间超过３ｓ的火焰。

３．５　

　　着火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

出现持续燃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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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装置

４．１　试验室

环境温度为（２３±５）℃，相对湿度为（５０±２０）％的房间。

注：光线较暗的房间有助于识别表面上的小火焰。

４．２　燃烧箱

燃烧箱（见图１）由不锈钢钢板制作，并安装有耐热玻璃门，以便于至少从箱体的正面和一个侧面进

行试验操作和观察。燃烧箱通过箱体底部的方形盒体进行自然通风，方形盒体由厚度为１．５ｍｍ的不

锈钢制作，盒体高度为５０ｍｍ，开敞面积为２５ｍｍ×２５ｍｍ（见图１）。为达到自然通风目的，箱体应放

置在高４０ｍｍ的支座上，以使箱体底部存在一个通风空气隙。如图１所示，箱体正面两支座之间的空

气隙应予以封闭。在只点燃燃烧器和打开抽风罩的条件下，测量的箱体烟道（如图１所示）内的空气流

速应为（０．７±０．１）ｍ／ｓ。

燃烧箱应放置在合适的抽风罩下方。

４．３　燃烧器

燃烧器结构如图２所示，燃烧器的设计应使其能在垂直方向使用或与垂直轴线成４５°角。燃烧器应

安装在水平钢板上，并可沿燃烧箱中心线方向前后平稳移动。

燃烧器应安装有一个微调阀，以调节火焰高度。

４．４　燃气

纯度≥９５％的商用丙烷。为使燃烧器在４５°角方向上保持火焰稳定，燃气压力应在１０ｋＰａ～

５０ｋＰａ范围内。

４．５　试样夹

试样夹由两个Ｕ型不锈钢框架构成，宽１５ｍｍ，厚（５±１）ｍｍ，其他尺寸等见图３。框架垂直悬挂

在挂杆（见４．６和图４）上，以使试样的底面中心线和底面边缘可以直接受火（见图５～图７）。

为避免试样歪斜，用螺钉或夹具将两个试样框架卡紧。

采用的固定方式应能保证试样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不会移位，这一点非常重要。

注：在与试样贴紧的框架内表面上可嵌入一些长度约１ｍｍ的小销钉。

４．６　挂杆

挂杆固定在垂直立柱（支座）上，以使试样夹能垂直悬挂，燃烧器火焰能作用于试样（见图４）。

对于边缘点火方式和表面点火方式，试样底面与金属网上方水平钢板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应分别

为（１２５±１０）ｍｍ和（８５±１０）ｍｍ。

４．７　计时器

计时器应能持续记录时间，并显示到秒，精度≤１ｓ／ｈ。

４．８　试样模板

两块金属板，其中一块长２５０　
０

－１ｍｍ，宽９０
　０

－１ｍｍ；另一块长２５０
　０

－１ ｍｍ，宽１８０
　０

－１ ｍｍ。若采用附录

Ａ规定的程序，则选用较大尺寸的模板。

４．９　火焰检查装置

４．９．１　火焰高度测量工具

以燃烧器上某一固定点为测量起点，能显示火焰高度为２０ｍｍ的合适工具（见图８）。火焰高度测

量工具的偏差应为±０．１ｍｍ。

４．９．２　用于边缘点火的点火定位器

能插入燃烧器喷嘴的长１６ｍｍ的抽取式定位器，用以确定同预先设定火焰在试样上的接触点的距

离（见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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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　用于表面点火的点火定位器

能插入燃烧器喷嘴的抽取式锥形定位器，用以确定燃烧器前端边缘与试样表面的距离为５ｍｍ（见

图９）。

４．１０　风速仪

风速仪，精度为±０．１ｍ／ｓ，用以测量燃烧箱顶部出口的空气流速（见４．２和图１）。

４．１１　滤纸和收集盘

未经染色的崭新滤纸，面密度为６０ｋｇ／ｍ
２，含灰量小于０．１％。

采用铝箔制作的收集盘，１００ｍｍ×５０ｍｍ，深１０ｍｍ。收集盘放在试样正下方，每次试验后应更换

收集盘。

５　试样

５．１　试样制备

使用４．８规定的模板在代表制品的试验样品上切割试样。

５．２　试样尺寸

试样尺寸为：长２５０　
０

－１ｍｍ，宽９０
　０

－１ｍｍ。

名义厚度不超过６０ｍｍ的试样应按其实际厚度进行试验。名义厚度大于６０ｍｍ的试样，应从其

背火面将厚度削减至６０ｍｍ，按６０ｍｍ厚度进行试验。若需要采用这种方式削减试样尺寸，该切削面

不应作为受火面。对于通常生产尺寸小于试样尺寸的制品，应制作适当尺寸的样品专门用于试验。

５．３　非平整制品

对于非平整制品，试样可按其最终应用条件进行试验（如隔热导管）。应提供完整制品或长

２５０ｍｍ的试样。

５．４　试样数量

５．４．１　对于每种点火方式，至少应测试６块具有代表性的制品试样，并应分别在样品的纵向和横向上

切制３块试样。

５．４．２　若试验用的制品厚度不对称，在实际应用中两个表面均可能受火，则应对试样的两个表面分别

进行试验。

５．４．３　若制品的几个表面区域明显不同，但每个表面区域均符合３．２规定的表面特性，则应再附加一

组试验来评估该制品。

５．４．４　如果制品在安装过程中四周封边，但仍可以在未加边缘保护的情况下使用，应对封边的试样和

未封边的试样分别试验。

５．５　基材

若制品在最终应用条件下是安装在基材上，则试样应能代表最终应用状况。且应根据ＥＮ１３２３８选

取基材。

注：对于应用在基材上且采用底部边缘点火方式的材料，在试样制备过程中应注意：由于在实际应用中基材可能伸

出材料底部，基材边缘本身不受火，因此试样的制作应能反映实际应用状况，如基材类型，基材的固定件等。

６　状态调节

试样和滤纸应根据ＥＮ１３２３８进行状态调节。

７　试验程序

７．１　概述

有２种点火时间供委托方选择，１５ｓ或３０ｓ。试验开始时间就是点火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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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试验准备

７．２．１　确认燃烧箱烟道内的空气流速符合要求（见４．２）。

７．２．２　将６个试样从状态调节室中取出，并在３０ｍｉｎ内完成试验。若有必要，也可将试样从状态调节

室取出，放置于密闭箱体中的试验装置内。

７．２．３　将试样置于试样夹中，这样试样的两个边缘和上端边缘被试样夹封闭，受火端距离试样夹底端

３０ｍｍ（见图３）。

注：操作员可在试样框架上做标记以确保试样底部边缘处于正确位置。

７．２．４　将燃烧器角度调整至４５°角，使用４．９．２或４．９．３规定的定位器，来确认燃烧器与试样的距离

（见图４～图７）。

７．２．５　在试样下方的铝箔收集盘内放两张滤纸，这一操作应在试验前的３ｍｉｎ内完成。

７．３　试验步骤

７．３．１　点燃位于垂直方向的燃烧器，待火焰稳定。调节燃烧器微调阀，并采用４．９．１规定的测量器具

测量火焰高度，火焰高度应为（２０±１）ｍｍ。应在远离燃烧器的预设位置上进行该操作，以避免试样意

外着火。在每次对试样点火前应测量火焰高度。

注：光线较暗的环境有助于测量火焰高度。

７．３．２　沿燃烧器的垂直轴线将燃烧器倾斜４５°，水平向前推进，直至火焰抵达预设的试样接触点。

当火焰接触到试样时开始计时。按照委托方要求，点火时间为１５ｓ或３０ｓ。然后平稳地撤回燃

烧器。

７．３．３　点火方式

试样可能需要采用表面点火方式或边缘点火方式，或这两种点火方式都要采用。

注：建议的点火方式可能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给出。

７．３．３．１　表面点火

对所有的基本平整制品（见３．２），火焰应施加在试样的中心线位置，底部边缘上方４０ｍｍ处（见

图９）。应分别对实际应用中可能受火的每种不同表面进行试验（见５．４．２）。

７．３．３．２　边缘点火

７．３．３．２．１　对于总厚度不超过３ｍｍ的单层或多层的基本平整制品，火焰应施加在试样底面中心位置

处（见图５）。

７．３．３．２．２　对于总厚度大于３ｍｍ的单层或多层的基本平整制品，火焰应施加在试样底边中心且距受

火表面１．５ｍｍ的底面位置处（见图６）。

７．３．３．２．３　对于所有厚度大于１０ｍｍ的多层制品，应增加试验，将试样沿其垂直轴线旋转９０°，火焰施

加在每层材料底部中线所在的边缘处（见图７）。

７．３．４　对于非基本平整制品和按实际应用条件进行测试的制品，应按照７．３．３．１和７．３．３．２规定进行

点火，并应在试验报告中详尽阐述使用的点火方式。

注：试验装置和／或试验程序可能需要修改，但对于多数非平面制品，通常只需要改变试样框架。然而在某些情况

下，燃烧器的安装方式可能不适用，这时需要手动操作燃烧器。

在最终应用条件下，制品可能自支撑或采用框架固定，这种固定框架可能和试验室用的夹持框架一样，也可能

需要更结实的特制框架等。

７．３．５　如果在对第一块试样施加火焰期间，试样并未着火就熔化或收缩，则按照附录 Ａ的规定进行

试验。

７．４　试验时间

７．４．１　如果点火时间为１５ｓ，总试验时间是２０ｓ，从开始点火计算。

７．４．２　如果点火时间为３０ｓ，总试验时间是６０ｓ，从开始点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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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试验结果表述

８．１　记录点火位置。

８．２　对于每块试样，记录以下现象：

ａ）　试样是否被引燃；

ｂ）　火焰尖端是否到达距点火点１５０ｍｍ处，并记录该现象发生时间；

ｃ）　是否发生滤纸被引燃；

ｄ）　观察试样的物理行为。

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应明确区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

ａ）　试验依据标准ＧＢ／Ｔ８６２６；

ｂ）　试验方法偏差；

ｃ）　试验室名称和地址；

ｄ）　试验报告日期和编号；

ｅ）　委托方名称和地址；

ｆ）　制造商／代理方名称和地址；

ｇ）　到样日期；

ｈ）　制品标识；

ｉ）　相关抽样程序描述；

ｊ）　试验制品的一般说明，包括密度、面密度、厚度及试样的结构形状等；

ｋ）　状态调节说明；

ｌ）　使用基材和安装方法说明；

ｍ）　试验日期；

ｎ）　按第８章描述的试验结果，若采用附加试验程序，按照附录Ａ描述试验结果；

ｏ）　点火时间；

ｐ）　试验期间的试验现象；

ｑ）　关于建筑制品的应用目的信息；

ｒ）　注明“本试验结果只与制品的试样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的性能相关，不能将其作为评价该制品在

实际使用中潜在火灾危险性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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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空气流速测量点；

２———金属丝网格；

３———水平钢板；

４———烟道。

注：除规定了公差外，全部尺寸均为公称值。

图１　燃烧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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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燃气喷嘴；　　　　４———阻气管；

２———燃气管； ５———预设部件切口。

３———火焰稳定器；

ａ）　燃烧器结构 ｂ）燃气喷嘴

　　１———气体混合区；　　３———燃烧区；

２———加速区； ４———出口。

ｃ）　燃烧器管道

ｄ）　火焰稳定器 ｅ）　燃烧器和调节阀

图２　气体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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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试样。

图３　典型试样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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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试样夹；

２———试样；

３———挂杆；

４———燃烧器底座。

Ａ　见图５。

图４　典型的挂杆和燃烧器定位（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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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试样；

２———燃烧器定位器；

犱———厚度。

图５　厚度小于或等于３犿犿的制品的火焰冲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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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试样；

２———燃烧器定位器。

图６　厚度大于３犿犿的制品的典型火焰冲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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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７　厚度大于１０犿犿的多层试样在附加试验中的火焰冲击点

单位为毫米

　　１———金属片；

２———火焰；

３———燃烧器。

图８　典型的火焰高度测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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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燃烧器；

２———定位器。

ａ）　边缘点火

　　１———试样表面；

２———定位器；

３———燃烧器。

ｂ）　表面点火

图９　燃烧器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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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熔化收缩制品的试验程序

犃．１　概要

以下程序适用于未着火就熔化收缩的制品，以作为本标准正文一般规定的必要补充。

犃．２　试验装置

未着火就熔化收缩的制品应采用特殊试样夹（见图Ａ．１）进行试验。试样夹应能夹紧试样，试样尺

寸为宽２５０ｍｍ，高１８０ｍｍ。试样框架为两个宽（２０±１）ｍｍ，厚（５±１）ｍｍ的不锈钢Ｕ形框架，且垂直

悬挂在挂杆上。

试样夹应能相对燃烧器方向水平移动。图Ａ．２和图Ａ．３所示的是一种移动试样的方法，试样夹安

装在滑道系统上，从而试样可通过手动或自动方式相对燃烧器方向移动。

犃．３　试样

当观察到制品未着火就因受热出现熔化收缩现象时，试验应改用尺寸为长２５０　
０

－１ｍｍ，宽１８０
　０

－１ｍｍ

的试样，并在距试样底部边线１５０ｍｍ的试样受火面上画一条水平线。

犃．４　试验程序

犃．４．１　用试样夹将试样夹紧，受火的试样底边与试样夹底边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犃．４．２　将燃烧器沿其垂直轴线倾斜４５°，并水平推进燃烧器，直至火焰接触试样底部边缘的预先设置

点位置，且距试样框架的内边缘１０ｍｍ。

在火焰接触试样的同一时刻启动计时装置。对试样点火５ｓ，然后平稳地移开燃烧器。

重新调整该试样位置，使新的火焰接触点位于上次点火形成的任意试样燃烧孔洞的边缘。在上次

试样火焰熄灭后的３ｓ～４ｓ之间重新对试样点火，或在上次试样未着火后的３ｓ～４ｓ之间重新对试样

点火。

重复该操作，直至火焰接触点抵达试样的顶部边缘。

注：在该程序中，由于试样向燃烧器火焰作相对移动，所以试样的熔化滴落物会聚积在滤纸上的同一位置点。

犃．４．３　若制品为未着火就熔化收缩的层状材料，所有层状材料都需进行试验。

犃．４．４　继续试验，直至火焰接触点抵达试样的顶部边缘结束试验，或从点火开始计时的２０ｓ内火焰传

播至１５０ｍｍ刻度线时结束试验。

犃．５　试验结果表述

对每个试样，记录以下信息：

ａ）　滤纸是否着火；

ｂ）　火焰尖端是否到达距最初点火点１５０ｍｍ处，并记录该现象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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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犃．１　熔化滴落制品的试样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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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垂直滑道；

２———水平滑道；

３———高度控制旋钮；

４———试样夹；

５———夹紧螺钉；

６———９０°安装的试样夹（上标°表示度）；

７———用于水平固定的夹紧螺钉；

８———滑块。

图犃．２　熔化收缩制品的典型试样夹支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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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试样夹；

２———夹紧螺钉；

３———高度调节螺钉；

４———定位螺钉；

５———试样夹安装挂片；

６———滑块；

７———轴衬；

８———水平滑道；

９———调节螺钉。

图犃．３　典型试样夹组件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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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试验方法的精确性

　　本标准试验方法进行了实验室之间循环验证试验。共有１０个实验室参与循环验证试验，测试了

１２种建筑制品。根据ＩＳＯ５７２５２：１９９４１
）的基本原理对可燃性试验的循环试验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以

确定该试验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共采用了两种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ＩＳＯ５７２５２：１９９４１
）规定的统计方法分析了以数字表述的试验数据。如与９５％置信区间内的重复

性犛ｒ和再现性犛Ｒ 相关的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在进行数据的统计评估之前，对差异较大的试验结果

进行了审查。对于异常值（小于１％的发生概率）和离散值（小于５％的发生概率），只排除异常值。

对于以是／否表述的试验结果，评价了是／否的数量及其相对比例。这还包括一个附加的非标准参

数“不确定度”，以将是／否的比例合成为一个单值。不确定度值按２×ｍｉｎ（是％，否％）计算。因此当所

有试验结果为是或否时，不确定度为０；当有一半试验结果为是，一半试验结果为否时，不确定度值

为１００％。

表Ｂ．１和表Ｂ．４给出了分析参数和相关信息。

１）　ＩＳＯ５７２５２：１９９４《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２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性和再现性

的基本方法》。

表犅．１　所有材料的分析参数

参数 类型 符号

着火 是／否

火焰传播至１５０ｍｍ刻度线 是／否

到达１５０ｍｍ刻度线时间 数字 狋１５０

引燃滤纸 是／否

　　根据不同的点火方式（表面，底部边缘和垂直边缘）对试验结果进行分类。所有制品按表面点火和

底部边缘点火方式的试验数据均已记录。但对于垂直边缘点火方式，只分析了材料Ｅ，Ｉ，Ｋ和Ｌ的试验

数据。

采用表面点火、底部边缘点火和垂直边缘点火方式，在均采用点火１５ｓ时间的条件下，表Ｂ．２列出

了与火焰到达１５０ｍ刻度线的时间（狋１５０）成函数关系的每种制品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数据。表Ｂ．３列出

了点火３０ｓ的重现性和再现性数据。

表犅．２　点火１５狊，火焰到达１５０犿刻度线的时间（狋１５０）的精密度汇总

点火位置
标准偏

差范围／％

平均偏

差范围／％

相对重复

性范围

（狉／犿）／％

平均相对

重复性

（狉／犿）／％

相对再现

性范围

（犚／犿）／％

平均相对

再现性

（犚／犿）／％

表面
犛ｒ／犿０～２８．４

犛Ｒ／犿０～７２．４

犛ｒ／犿１６．３

犛Ｒ／犿４３．６
２１．２～８０．４ ４６．０ ６５．８～２０４．７ １２３．２

底部边缘
犛ｒ／犿０～１２．８

犛Ｒ／犿０～２５．６

犛ｒ／犿８．０

犛Ｒ／犿１８．５
０～３６．２ ２２．７ ０～７２．４ ５２．４

垂直边缘
犛ｒ／犿０～１６．０

犛Ｒ／犿０～４８．４

犛ｒ／犿５．３

犛Ｒ／犿１６．１
０～４５．３ １５．１ ０～１３７．０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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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３　点火３０狊，火焰到达１５０犿刻度线的时间（狋１５０）的精密度汇总

点火位置
标准偏

差范围／％

平均偏

差范围／％

相对重复

性范围

（狉／犿）／％

平均相对

重复性

（狉／犿）／％

相对再现

性范围

（犚／犿）／％

平均相对

再现性

（犚／犿）／％

表面
犛ｒ／犿０

犛Ｒ／犿０

犛ｒ／犿２９．３

犛Ｒ／犿３５．０
０～７４．４ ４９．１ ０～２１１．４ ９９．１

底部边缘
犛ｒ／犿０

犛Ｒ／犿０

犛ｒ／犿８．１

犛Ｒ／犿１９．７
０～３２．９ ２３．０ ０～８１．５ ５５．７

垂直边缘
犛ｒ／犿０

犛Ｒ／犿０

犛ｒ／犿６．３

犛Ｒ／犿６．３
０～５３．３ １７．８ ０～５３．３ １７．８

　　表Ｂ．４和Ｂ．５列出了每个点火时间和点火位置的是／否数据的分析结果。某些制品的分析结果非

常一致，但其他制品的分析结果有轻微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分析数据更可能是这些材料／制品变化的

函数，而不是试验方法自身变化的函数。

表犅．４　表面点火———是／否试验结果的不确定度

材料
１５ｓ ３０ｓ

着火／％ 滤纸着火／％ 着火／％ 滤纸着火／％

Ａ ８７ ０ ９１ ０

Ｂ ３２ ０ ２４ ０

Ｃ ５２ ６７ ３０ ８６

Ｄ ２０ ０ ６０ ４６

Ｅ ２０ ０ ２０ ０

Ｆ ５２ １７ ５３ ０

Ｇ ６０ ０ ９３ ０

Ｈ ８０ ０ ９３ ０

Ｉ ４０ ０ ６０ ０

Ｊ ０ ４６ ０ ０

Ｋ ４０ ７ ２７ ０

Ｌ ８２ ０ ４４ ０

表犅．５　底部边缘点火———是／否试验结果的不确定度

材料
１５ｓ ３０ｓ

着火／％ 滤纸着火／％ 着火／％ 滤纸着火／％

Ａ ８２ ０ ８２ ０

Ｂ ２４ ０ ４８ ０

Ｃ ２５ ８６ ７ ５７

Ｄ ０ ２２ ０ ２２

Ｅ ４４ ０ ４４ ０

Ｆ ９１ ２７ ９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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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５（续）

材料
１５ｓ ３０ｓ

着火／％ 滤纸着火／％ 着火／％ 滤纸着火／％

Ｇ ６７ ０ ６０ ０

Ｈ ２２ ０ ０ ０

Ｉ ７ ０ ７ ０

Ｊ ０ ０ ０ ０

Ｋ ０ ０ ０ ０

Ｌ ０ ０ １５ ３０

结论：

ａ）　每个制品的是／否试验结果一般是制品自身特性的函数，而不是试验方法的函数。然而，较低

的再现性可能是燃烧器的点火位置所造成的；不同的点火面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试验结果。

ｂ）　在点火时间１５ｓ和３０ｓ条件下，狋１５０的犛ｒ／犿和犛Ｒ／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所有制品的标准偏

差也同其他燃烧试验方法的循环验证试验的标准偏差相似。

ｃ）　本试验方法的相对重复性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然而某些制品和参数的相对再现性数据

偏高。

ｄ）　对于所有测试的狋１５０值，其绝对重复性／再现性较好，均在３ｓ～５ｓ内。因此若狋１５０值较小，则

狉／犚值较大，反之亦然。当狋１５０大于１０ｓ，狉／犚值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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