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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4100—2006《陶瓷砖》,与GB/T4100—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陶瓷砖厚度的规定(见7.3);
———删除了挤压陶瓷砖3%<E≤6% AⅡa类-第2部分(见2006版的附录C);
———删除了挤压陶瓷砖6%<E≤10% AⅡb类-第2部分(见2006版的附录E);
———修改了对陶瓷砖摩擦系数的要求(见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G、附录 H、

附录J、附录K、附录L,2006版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G、附录H、附录J、
附录K、附录L);

———修改了对陶瓷砖小色差的要求(见附录 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G、附录 H、
附录J、附录K、附录L,2006版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G、附录H、附录J、
附录K、附录L);

———修改了干压陶瓷砖技术要求分类的方法,将原标准按产品表面积分类修改为按名义尺寸分类

(见附录G、附录H、附录J、附录K,2006版的附录G、附录H、附录J、附录K);
———修改了陶质砖技术要求分类的方法,将原标准按产品有无间隔凸缘分类修改为按名义尺寸分

类(见附录L,2006版的附录L)。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3006:2012《陶瓷砖 定义、分类、性能和标记》。
本标准与ISO13006:2012相比,在结构上增加了三条(7.1、7.2、7.3),增加了对陶瓷砖厚度的限定

(见7.3),适应我国陶瓷砖薄型化的需要。增加了一个附录(附录 M),统一了摩擦系数的测定方法。删

除了ISO13006:2012两个附录(ISO13006:2012的附录C、附录E),即取消了中吸水率挤压陶瓷砖

AⅡa类(3%<E≤6%)的第2部分和中吸水率挤压陶瓷砖AⅡb类(6%<E≤10%)的第2部分,这两

部分的技术要求较低,对应的产品在我国很少生产。
本标准与ISO13006:2012的技术性差异如下:
———修改了范围,明确规定本标准适用于干压或挤压成型的陶瓷砖,不适用于陶瓷配件砖(见第1

章)。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用已经采用了国际标准的

GB/T3810.1~GB/T3810.16代替了ISO10545-1~ISO10545-16,增加引用了GB/T9195—

2011和GB/T13891(见第2章)。
———增加了瓷质砖、炻瓷砖、细炻砖、炻质砖、陶质砖、摩擦系数、静摩擦系数的定义,便于制造商和

消费者使用(见3.8、3.9、3.10、3.11、3.12、3.17、3.18)。
———增加了对抛光砖尺寸的规定,适应我国生产抛光砖的国情(见附录G)。
———增加了对陶瓷砖厚度的规定,引导陶瓷砖向薄型化发展(见7.3)。
———增加了陶瓷砖摩擦系数试验方法,统一摩擦系数的测定(见附录 M)。
———删除了技术要求较低的挤压陶瓷砖3%<E≤6%AⅡa类-第2部分(见ISO13006:2012附录

C)。
———删除了技术要求较低的挤压陶瓷砖6%<E≤10% AⅡb类-第2部分(见ISO13006:2012附

录E)。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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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9)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杭州诺贝尔集团有限公司、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宏陶

陶瓷有限公司、广东兴辉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

司、佛山欧神诺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溶洲建筑陶瓷二厂有限公司、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湖北省当阳豪山建材有限公司、国家建筑卫生陶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王博、段先湖、刘幼红、李莹、张旗康、卢广坚、陈洪再、李列林、覃空、郑树龙、
林志江、金国庭、麦卓荣、苏志强、张卫星。

本标准代替了GB/T4100—2006,GB/T4100—2006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4100—1992;
———GB/T4100.1—1999、GB/T 4100.2—1999、GB/T 4100.3—1999、GB/T 4100.4—1999、

GB/T4100.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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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瓷  砖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陶瓷砖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性能、抽样和接收条件、要求和试验方法、标记和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由干压或挤压成型的陶瓷砖。
本标准不适用于陶瓷配件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810.1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部分:抽样和接收条件(GB/T3810.1—2006,ISO10545-1:

1995,MOD)

GB/T3810.2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2部分:尺寸和表面质量的检验(GB/T3810.2—2006,ISO10545-
2:1995,MOD)

GB/T3810.3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3部分:吸水率、显气孔率、表观相对密度和容重的测定

(GB/T3810.3—2006,ISO10545-3:1995,IDT)

GB/T3810.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4部分: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定(GB/T3810.4—2006,

ISO10545-4:2004,IDT)

GB/T3810.5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5部分:用恢复系数确定砖的抗冲击性(GB/T3810.5—2006,

ISO10545-5:1996,IDT)

GB/T3810.6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6部分:无釉砖耐磨深度的测定(GB/T3810.6—2006,ISO10545-
6:1995,IDT)

GB/T3810.7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7部分: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GB/T3810.7—2006,

ISO10545-7:1996,IDT)

GB/T3810.8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8部分:线性热膨胀的测定(GB/T3810.8—2006,ISO10545-
8:1994,IDT)

GB/T3810.9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9部分:抗热震性的测定(GB/T3810.9—2006,ISO10545-9:

1994,IDT)

GB/T3810.10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0部分:湿膨胀的测定(GB/T3810.10—2006,ISO10545-
10:1995,IDT)

GB/T3810.11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1部分:有釉砖抗釉裂性的测定(GB/T3810.11—2006,

ISO10545-11:1994,IDT)

GB/T3810.12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2部分:抗冻性的测定(GB/T3810.12—2006,ISO10545-
12:1995,IDT)

GB/T3810.13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耐化学腐蚀性的测定(GB/T3810.13—2006,

ISO10545-13:1995,IDT)

GB/T3810.1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4部分:耐污染性的测定(GB/T3810.14—2006,ISO10545-14:

1995,ID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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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810.15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5部分:有釉砖铅和镉溶出量的测定(GB/T3810.15—

2006,ISO10545-15:1995,IDT)

GB/T3810.16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6部分:小色差的测定(GB/T3810.16—2006,ISO10545-
16:1999,IDT)

GB/T9195—2011 建筑卫生陶瓷分类和术语

GB/T13891 建筑饰面材料镜向光泽度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9195—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9195—2011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陶瓷砖 ceramictile
由粘土、长石和石英为主要原料制造的用于覆盖墙面和地面的板状或块状建筑陶瓷制品。
[GB/T9195—2011,定义3.1.1]

3.2 
釉 glaze
经配制加工后,施于坯体表面经熔融后形成的玻璃层或玻璃与晶体混合层起遮盖或装饰作用的

物料。
[GB/T9195—2011,定义4.2]

3.3 
底釉 engobedsurface
施于陶瓷坯体与釉料之间,起遮盖或装饰作用,烧成后不完全玻化或玻化的釉料。
[GB/T9195—2011,定义4.3]

3.4 
抛光面 polishedsurface
陶瓷砖烧制后经机械研磨、抛光使砖产生镜面光泽的表面。
[GB/T9195—2011,定义4.7]

3.5
抛光砖 polishedtile
经过机械研磨、抛光,表面呈镜面光泽的陶瓷砖。
[GB/T9195—2011,定义3.1.20]

3.6
挤压砖 extrudedtile
将可塑性坯料以挤压方式成型生产的陶瓷砖。
[GB/T9195—2011,定义3.1.7]

3.7
干压砖 dry-pressedtile
将混合好的粉料经压制成型的陶瓷砖。
[GB/T9195—2011,定义3.1.8]

3.8
瓷质砖 porcelaintile
吸水率(E)不超过0.5%的陶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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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炻瓷砖 stonewareporcelaintile
吸水率(E)大于0.5%,不超过3%的陶瓷砖。

3.10
细炻砖 finestonewaretile
吸水率(E)大于3%,不超过6%的陶瓷砖。

3.11
炻质砖 stonewaretile
吸水率(E)大于6%,不超过10%的陶瓷砖。

3.12
陶质砖 earthenwaretile
吸水率(E)大于10%的陶瓷砖。

3.13
吸水率 waterabsorption
E
干燥的单位质量的产品达到水饱和时所吸收的水的质量,用质量百分数表示。
[GB/T9195—2011,定义7.10]

3.14
尺寸描述 descriptionofsizes
注:这里描述的尺寸只适用于矩形砖,对于非矩形砖可以采用相应的最小矩形的尺寸,见图1和图2。

说明:

a,b———可见面尺寸;

d ———厚度;

j ———连接宽度;

C ———配合尺寸;

W ———工作尺寸。

C=W+j

图1 砖

3

GB/T4100—2015

订
单
号
：
0
1
0
0
1
8
0
8
2
2
0
2
5
3
4
4
 
 
防
伪
编
号
：
2
0
1
8
-
0
8
2
2
-
1
2
5
6
-
0
7
0
7
-
4
6
2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说明:

1———间隔凸缘;

j———连接宽度;

C———配合尺寸;

W———工作尺寸。

C=W+j

图2 带有间隔凸缘的砖

3.14.1
名义尺寸 nominalsize
用来统称产品规格的尺寸。

3.14.2
工作尺寸 worksize
W
按制造结果而确定的尺寸,实际尺寸与其之间的差应在规定的允许偏差之内。
注:工作尺寸包括长、宽、厚。

3.14.3
实际尺寸 actualsize
按照GB/T3810.2中规定的方法测得的尺寸。

3.14.4
配合尺寸 coordinatingsize
C
工作尺寸加上连接宽度。

3.14.5
模数尺寸 modularsize
包括了尺寸为 M、2M、3M 和5M 以及它们的倍数或分数为基数的砖,不包括表面积小于

9000mm2 的砖。
注:ISO1006中,1M=100mm。

3.14.6
非模数尺寸 non-modularsize
不以模数 M为基数的尺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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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7
公差 tolerance
在尺寸允许范围之内的偏差。

3.15
间隔凸缘 spacerlug
带有凸缘的砖,便于使沿直线铺贴的两块砖之间的接缝宽度不超过规定的要求,见图2。

3.16
背纹 backfeet
陶瓷砖背面具有一定形状的凹凸槽。部分外墙砖的背纹如图3所示。

说明:

h ———深度;

Li———长度,i=0,1,2,3。

图3 背纹

3.17
摩擦系数 coefficientoffriction
使物体克服摩擦力作用产生滑动或有滑动趋势时作用于物体上的切向力和垂直方向上力的比值。

3.18
静摩擦系数 staticcoefficientoffriction
使物体克服静摩擦力作用即将产生滑动时作用于物体上的切向力和垂直方向上力的比值。

4 分类

4.1 分类方法

按照陶瓷砖的成型方法和吸水率进行分类。陶瓷砖分类及代号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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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陶瓷砖分类及代号

按吸水率(E)分类

低吸水率(Ⅰ类) 中吸水率(Ⅱ类) 高吸水率(Ⅲ类)

E≤0.5%
(瓷质砖)

0.5%<E≤3%
(炻瓷砖)

3%<E≤6%
(细炻砖)

6%<E≤10%
(炻质砖)

E>10%
(陶质砖)

按成型

方法分类

挤压砖(A)
AⅠa类 AⅠb类 AⅡa类 AⅡb类 AⅢ类

精细 普通 精细 普通 精细 普通 精细 普通 精细 普通

干压砖(B) BⅠa类 BⅠb类 BⅡa类 BⅡb类 BⅢ类a

  aBⅢ类仅包括有釉砖。

4.2 按成型方法分类

按成型方法分为:

a) 挤压砖,按尺寸偏差分为:

1) 精细;

2) 普通。

b) 干压砖。

4.3 按吸水率(E)分类

4.3.1 类型

按吸水率(E)分为:低吸水率砖(Ⅰ类)、中吸水率砖(Ⅱ类)和高吸水率砖(Ⅲ类)。

4.3.2 低吸水率砖(Ⅰ类)

低吸水率砖(Ⅰ类)包括:

a) 低吸水率挤压砖:

1) E≤0.5% (AIa类);

2) 0.5%<E≤3% (AIb类)。

b) 低吸水率干压砖:

1) E≤0.5% (BIa类);

2) 0.5%<E≤3%(BIb类)。

4.3.3 中吸水率砖(Ⅱ类)

中吸水率砖(Ⅱ类)包括:

a) 中吸水率挤压砖:

1) 3%<E≤6%(AⅡa类);

2) 6%<E≤10%(AⅡb类)。

b) 中吸水率干压砖:

1) 3%<E≤6%(BⅡa类);

2) 6%<E≤10%(BⅡb类)。

4.3.4 高吸水率砖(Ⅲ类)

高吸水率砖(Ⅲ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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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吸水率挤压砖:E>10%(AⅢ类);

b) 高吸水率干压砖:E>10%(BⅢ类)。

5 性能

不同用途陶瓷砖的产品性能要求见表2。

表2 不同用途陶瓷砖的产品性能要求

性 能
地砖 墙砖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试验方法

尺寸和

表面

质量

长度和宽度 √ √ √ √ GB/T3810.2

厚度 √ √ √ √ GB/T3810.2

边直度 √ √ √ √ GB/T3810.2

直角度 √ √ √ √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弯曲度和翘曲度) √ √ √ √ GB/T3810.2

表面质量 √ √ √ √ GB/T3810.2

背纹a √ 图3

物理

性能

吸水率 √ √ √ √ GB/T3810.3

破坏强度 √ √ √ √ GB/T3810.4

断裂模数 √ √ √ √ GB/T3810.4

无釉砖耐磨深度 √ √ GB/T3810.6

有釉砖表面耐磨性 √ √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b √ √ √ √ GB/T3810.8

抗热震性b √ √ √ √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 √ √ √ √ GB/T3810.11

抗冻性c √ √ GB/T3810.12

摩擦系数 √ √ 附录 M

湿膨胀b √ √ √ √ GB/T3810.10

小色差b √ √ √ √ GB/T3810.16

抗冲击性b √ √ GB/T3810.5

抛光砖光泽度 √ √ √ √ GB/T13891

化学

性能

有釉砖耐污染性 √ √ √ √ GB/T3810.14

无釉砖耐污染性b √ √ √ √ GB/T3810.14

耐低浓度酸和碱化学腐蚀性 √ √ √ √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化学腐蚀性b √ √ √ √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池盐类化学腐蚀性 √ √ √ √ GB/T3810.13

有釉砖铅和镉的溶出量b √ √ √ √ GB/T3810.15

  a 通过水泥砂浆铺贴的外墙砖,包括隧道中铺贴的砖。
b 参见附录Q。
c 砖在有冰冻情况下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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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抽样和接收条件

抽样和接收条件应符合GB/T3810.1的要求。

7 要求和试验方法

7.1 挤压陶瓷砖

挤压陶瓷砖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的要求。

7.2 干压陶瓷砖

干压陶瓷砖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G、附录H、附录J、附录K、附录L的要求。

7.3 厚度

干压陶瓷砖的厚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干压陶瓷砖的厚度 单位为毫米

表面积S 厚度值

S≤900cm2 ≤10.0

900cm2<S≤1800cm2 ≤10.0

1800cm2<S≤3600cm2 ≤10.0

3600cm2<S≤6400cm2 ≤11.0

S>6400cm2 ≤13.5

  注:微晶石、干挂砖等特殊工艺和特殊要求的砖或有合同规定时,厚度由供需双方协商。

8 标记和说明

8.1 标记

砖和/或其包装上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商的标记和/或商标以及产地;

b) 质量标志;

c) 砖的种类及执行本标准的相应附录;

d) 名义尺寸和工作尺寸,模数(M)或非模数;

e) 表面特性,如有釉(GL)或无釉(UGL);

f) 烧成后表面处理情况,如抛光;

g) 砖和包装的总质量。

8.2 产品特性

对用于地面的陶瓷砖,应说明有釉砖的耐磨性级别或使用的场所。
注:参见附录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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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产品说明

产品说明中应包含以下信息:

a) 成型方法;

b) 陶瓷砖类别及执行本标准的相应附录;

c) 名义尺寸和工作尺寸,模数(M)和非模数;

d) 表面特性,如,有釉(GL)或无釉(UGL);

e) 背纹(需要时)。
示例1:精细挤压砖,GB/T4100—2015,附录A,AⅠaM25cm×12.5cm(W240mm×115mm×10mm)GL。
示例2:普通挤压砖,GB/T4100—2015,附录B,AⅠb15cm×15cm(W150mm×15mm ×9.5mm)UGL。
示例3:干压砖,GB/T4100—2015,附录G,BⅠaM25cm×12.5cm(W240mm×115mm×10mm)GL。
示例4:干压砖,GB/T4100—2015,附录L,BⅢ15cm×15cm(W150mm×150mm×9.5mm)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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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挤压陶瓷砖(E ≤0.5% AⅠa类)

  挤压陶瓷砖(E≤0.5%,AⅠa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 A.1 挤压陶瓷砖(E ≤0.5% AⅠa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W)的允许

偏差/%
±1.0,

最大±2mm
±2.0,

最大±4mm
GB/T3810.2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10块砖(20条或

40条边)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1.0 ±1.5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3mm~11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3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5 ±0.6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中心

弯曲度
±0.5 ±1.5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5 ±1.5 GB/T3810.2

相对于 由 工 作 尺 寸 计 算 的 对 角 线 的 翘

曲度
±0.8 ±1.5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

示例如图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

域无明显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e(质量分数)
平均值≤0.5%,

单个值≤0.6%
GB/T3810.3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13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600 GB/T3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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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28,单个值≥21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275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f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和

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g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g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h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 经试验应无裂纹或剥落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g/(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g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g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g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

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g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

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g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吸水率最大单个值为0.5%的砖是全玻化砖(常被认为是不吸水的)。
f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g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h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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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挤压陶瓷砖(0.5%<E ≤3% AⅠb类)

  挤压陶瓷砖(0.5%<E≤3% AⅠb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B.1的规定。

表B.1 挤压陶瓷砖(0.5%<E ≤3% AⅠb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W)的允许

偏差/%
±1.0,

最大±2mm
±2.0,

最大±4mm
GB/T3810.2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10块砖(20条或

40条边)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1.0 ±1.5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3mm~11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3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5 ±0.6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中心

弯曲度
±0.5 ±1.5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5 ±1.5 GB/T3810.2

相对于 由 工 作 尺 寸 计 算 的 对 角 线 的 翘

曲度
±0.8 ±1.5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

示例如图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

域无明显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平均值0.5%<E≤3%,
单个值≤3.3%

GB/T3810.3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11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600 GB/T3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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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23,单个值≥18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275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

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 经试验应无裂纹或剥落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

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

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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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挤压陶瓷砖(3%<E ≤6% AⅡa类)

  挤压陶瓷砖(3%<E≤6% AⅡa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C.1的规定。

表 C.1 挤压陶瓷砖(3%<E ≤6% AⅡa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W)的允许

偏差/%
±1.25,

最大±2mm
±2.0,

最大±4mm
GB/T3810.2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10块砖(20条或

40条边)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1.0 ±1.5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3mm~11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3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5 ±0.6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中心

弯曲度
±0.5 ±1.5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5 ±1.5 GB/T3810.2

相对于 由 工 作 尺 寸 计 算 的 对 角 线 的 翘

曲度
±0.8 ±1.5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

示例如图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

域无明显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平均值3.0%<E≤6.0%,
单个值≤6.5%

GB/T3810.3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95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600 GB/T3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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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20,单个值≥18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393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

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

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

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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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挤压陶瓷砖(6%<E ≤10% AⅡb类)

  挤压陶瓷砖(6%<E≤10% AⅡb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D.1的规定。

表 D.1 挤压陶瓷砖(6%<E ≤10% AⅡb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W)的允许

偏差/%
±2.0,

最大±2mm
±2.0,

最大±4mm
GB/T3810.2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10块砖(20条或

40条边)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1.5 ±1.5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3mm~11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3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中心

弯曲度
±1.0 ±1.5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1.0 ±1.5 GB/T3810.2

相对于 由 工 作 尺 寸 计 算 的 对 角 线 的 翘

曲度
±1.5 ±1.5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

示例如图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

域无明显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平均值6%<E≤10%,
单个值≤11%

GB/T3810.3

破坏强度/N ≥90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 均 值 ≥17.5,单 个 值

≥15
GB/T3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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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649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

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

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

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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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挤压陶瓷砖(E >10% AⅢ 类)

  挤压陶瓷砖(E>10% AⅢ 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E.1的规定。

表 E.1 挤压陶瓷砖(E >10% AⅢ 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W)的允许

偏差/%
±2.0,

最大±2mm
±2.0,

最大±4mm
GB/T3810.2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10块砖(20条或

40条边)平均尺寸的允许偏差/%
±1.5 ±1.5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3mm~11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3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1.0 ±1.0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中心

弯曲度
±1.0 ±1.5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1.0 ±1.5 GB/T3810.2

相对于 由 工 作 尺 寸 计 算 的 对 角 线 的 翘

曲度
±1.5 ±1.5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

示例如图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

域无明显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平均值>10% GB/T3810.3

破坏强度/N ≥60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8,单个值≥7 GB/T3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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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精细 普通
试验方法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2365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

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

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

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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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干压陶瓷砖(E ≤0.5% BⅠa类)

  干压陶瓷砖(E≤0.5%BⅠa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G.1的规定。

表 G.1 干压陶瓷砖(E ≤0.5% BⅠa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

(W)的允许偏差/%

±0.9mm
±0.6,

最大值±2.0mm

抛光砖:最大值±1.0mm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2mm~5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2%,最大5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0.5mm

±5,

最大值±0.5mm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值±1.5mm

抛光砖:±0.2,最大值≤1.5mm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值±2.0mm

抛光砖:±0.2,最大值≤2.0mm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中心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值±2.0mm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值±2.0mm
GB/T3810.2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翘曲度
±0.75mm

±0.5,

最大值±2.0mm
GB/T3810.2

抛光砖的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0.15,且最大偏差≤2.0mm。

边长>600mm的砖,表面平整度用上凸和下凹表示,其最大偏差≤2.0mm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示例如图

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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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域无明显

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e(质量分数) 平均值≤0.5%,单个值≤0.6% GB/T3810.3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13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70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35,单个值≥32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175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f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g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g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h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 经试验应无裂纹或剥落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g/(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g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g 参见附录Q GB/T3810.5

抛光砖光泽度i ≥55 GB/T13891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g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g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 庭 化 学 试 剂 和

游泳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g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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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吸水率最大单个值为0.5%的砖是全玻化砖(常被认为是不吸水的)。
f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g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h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i 适用于有镜面效果的抛光砖,不包括半抛光和局部抛光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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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干压陶瓷砖(0.5%<E ≤3% BⅠb类)

  干压陶瓷砖(0.5%<E≤3%BⅠb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H.1的规定。

表 H.1 干压陶瓷砖(0.5%<E ≤3% BⅠb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

(W)的允许偏差/%
±0.9mm

±0.6,

最大±2.0mm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2mm~5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2%,最大5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0.5mm

±5,

最大±0.5mm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1.5mm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中心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翘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边长>600mm的砖,表面平整度用上凸和下凹表示,其最大偏差≤2.0mm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示例如图

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域无明显

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0.5%<E≤3%,单 个 最 大 值 ≤
3.3%

GB/T3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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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11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70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30,单个值≥27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175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 经试验应无裂纹或剥落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 庭 化 学 试 剂 和

游泳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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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附录)

干压陶瓷砖(3%<E ≤6% BⅡa类)

  干压陶瓷砖(3%<E≤6%BⅡa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J.1的规定。

表J.1 干压陶瓷砖(3%<E ≤6% BⅡa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

(W)的允许偏差/%
±0.9mm

±0.6,

最大±2.0mm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2mm~5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2%,最大5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0.5mm

±5,

最大±0.5mm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1.5mm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中心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翘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边长>600mm的砖,表面平整度用上凸和下凹表示,其最大偏差≤2.0mm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示例如图

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域无明显

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3%<E≤6%,单个最大值≤6.5% GB/T3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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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10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60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22,单个值≥20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345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 庭 化 学 试 剂 和

游泳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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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干压陶瓷砖(6%<E ≤10% BⅡb类)

  干压陶瓷砖(6%<E≤10%BⅡb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K.1的规定。

表 K.1 干压陶瓷砖(6%<E ≤10% BⅡb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

(W)的允许偏差/%
±0.9mm

±0.6,

最大±2.0mm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2mm~5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2%,最大5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0.5mm

±5,

最大±0.5mm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1.5mm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中心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翘曲度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边长>600mm的砖,表面平整度用上凸和下凹表示,其最大偏差≤2.0mm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示例如图

3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砖的95%的主要区域无明显

缺陷
GB/T3810.2

吸水率(质量分数) 6%<E≤10%,单个最大值≤11% GB/T3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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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8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60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18,单个值≥16 GB/T3810.4

耐磨性
无釉地砖耐磨损体积/mm3 ≤540 GB/T3810.6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f/(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无釉砖f 参见附录Q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无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 庭 化 学 试 剂 和

游泳池盐类

有釉砖 不低于GB级

无釉砖 不低于U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

可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

的的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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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干压陶瓷砖(E >10% BⅢ类)

  干压陶瓷砖(E>10%BⅢ类)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L.1的规定。

表 L.1 干压陶瓷砖(E >10% BⅢ类)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长度

和

宽度

每块砖(2条或4条边)的平均尺寸相对于工作尺寸

(W)的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制造商选择工作尺寸应满足以下要求:

模数砖名义尺寸连接宽度允许在1.5mm~5mm之间a;

非模数砖工作尺寸与名义尺寸之间的偏差不大于±2%,最大5mm
GB/T3810.2

厚度b

厚度由制造商确定。

每块砖厚度的平均值相对于工作尺寸厚度的允许偏差/%
±0.5mm

±10,

最大±0.5mm
GB/T3810.2

边直度c(正面)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5mm

±0.3,

最大±1.5mm
GB/T3810.2

直角度c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最大允许偏差/%
±0.75mm

±0.5,

最大±2.0mm
GB/T3810.2

表面平整度

最大允许偏差/%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中心弯曲度

+0.75mm
-0.5mm

+0.5,-0.3
最大值+2.0mm,

-1.5mm
GB/T3810.2

相对于工作尺寸的边弯曲度
+0.75mm
-0.5mm

+0.5,-0.3
最大值+2.0mm,

-1.5mm
GB/T3810.2

相对于由工作尺寸计算的对角线的

翘曲度
±0.75mm

±0.5,

最大值±2.0mm
GB/T3810.2

边长>600mm的砖,表面平整度用上凸和下凹表示,其最大偏差≤2.0mm GB/T3810.2

背纹(有要求时)

深度(h)/mm h≥0.7 图3

形状

背纹形状由制造商确定,示例如图3
所示。

示例1:L0-L1>0
示例2:L0-L2>0
示例3:L0-L3>0

图3

表面质量d
至少 砖 的95%的 主 要 区 域 无 明 显

缺陷
GB/T3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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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吸水率(质量分数)
平均值>10%,单个最小值>9%。

当平均值>20%时,制造商应说明
GB/T3810.3

破坏强度/N
厚度(工作尺寸)≥7.5mm ≥600 GB/T3810.4

厚度(工作尺寸)<7.5mm ≥350 GB/T3810.4

断裂模数/[N/mm2(MPa)]

不适用于破坏强度≥3000N的砖
平均值≥15,单个值≥12 GB/T3810.4

耐磨性

有釉地砖表面耐磨性e
报告陶瓷砖耐磨性级别和转数 GB/T3810.7

线性热膨胀系数f 从环境温度到100℃ 参见附录Q GB/T3810.8

抗热震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9

有釉砖抗釉裂性g 经试验应无釉裂 GB/T3810.11

抗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12

地砖摩擦系数 单个值≥0.50 附录 M

湿膨胀g/(mm/m) 参见附录Q GB/T3810.10

小色差f

纯色砖

有釉砖:ΔE<0.75
无釉砖:ΔE<1.0

GB/T3810.16

抗冲击性f 参见附录Q GB/T3810.5

耐污染性

有釉砖
最低3级 GB/T3810.14

抗化学腐蚀性

耐低浓度酸和碱

有釉砖
制造商应报告耐化学腐蚀性等级 GB/T3810.13

耐高浓度酸和碱f 参见附录Q GB/T3810.13

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池盐类(有釉

砖)
不低于GB级 GB/T3810.13

铅和镉的溶出量f 参见附录Q GB/T3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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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1(续)

技 术 要 求

项 目

名义尺寸

70mm≤N
<150mm

N≥150mm

试验方法

  a 以非公制尺寸为基础的习惯用法也可用在同类型砖的连接宽度上。
b 在适用情况下,陶瓷砖厚度包括背纹的高度,按照图3测定。
c 不适用于有弯曲形状的砖。
d 在烧成过程中,产品与标准板之间的微小色差是难免的。本条款不适用于在砖的表面有意制造的色差(表面可

能是有釉的、无釉的或部分有釉的)或在砖的部分区域内为了突出产品的特点而希望的色差。用于装饰目的的

斑点或色斑不能看作为缺陷。
e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参见附录P。
f 表中所列“参见附录Q”涉及的项目是否有必要进行检验,参见本标准附录Q。
g 制造商对于为装饰效果而产生的裂纹应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下,GB/T3810.11规定的釉裂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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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摩擦系数的测定

M.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陶瓷砖表面静摩擦系数测定方法。

M.2 仪器和材料

M.2.1 仪器

一套测力系统,用于测试在砖面上拉动一个滑块时所需用力,见图 M.1。包括:
———分度值不小于0.25kgf的水平型拉力计;
———4.5kg的重块;
———4S橡胶,IRD硬度90±2;
———用一块尺寸为75mm×75mm×3mm的4S橡胶块粘在一块尺寸为200mm×200mm×
20mm的胶合板上组成的滑块组件,胶合板的一侧边上固定着一个环形螺钉,用于与拉力计

连接;
———位于砖工作表面以下用来阻止砖滑动的固定架。

M.2.2 测试用材料

测试用材料包括:
———两块厚6mm的浮法玻璃板:一块尺寸不小于150mm×150mm,另一块尺寸为100mm×
100mm;

———220号碳化硅粉末;
———400号碳化硅砂纸;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中性清洁剂。

M.3 实验步骤

M.3.1 试样准备

试验应在不小于100mm×100mm的砖表面上进行。测试小规格砖时,应把它们铺贴成一个合适

的平面。用中性清洁液洗净砖表面,待砖表面完全洗净干燥后再进行试验。

M.3.2 滑块的准备

将一张400号碳化硅砂纸平铺在台面上,沿水平方向拉动滑块组件,使其表面的4S橡胶在砂纸上

移动的距离约为100mm。将滑块在水平面内转过90°再重复上述打磨过程共计4次。以上步骤为一

个完整过程。用软刷刷去碎屑,必要时重复以上过程直至完全去除4S橡胶表面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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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 毛玻璃校正板的准备

将尺寸较大的玻璃板放在可限制其运动的平面上,在其表面上撒2g碳化硅磨粒并滴几滴水。用

边长为100mm的玻璃板作为研磨工具,使其在大玻璃板上作圆周运动直至大玻璃板表面完全变成半

透明状态。必要时需更换新的磨料和水重复以上过程。
用清洁剂清洗半透明毛玻璃板,然后擦净其表面并在空气中干燥。
将滑块组件放在已经在工作台面上就位的毛玻璃校正板上,用垫片调整校正板和拉力计的高度使

滑块组件环首螺钉与拉力计的挂钩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将重量为4.5kg的重块放在滑块组件中央。
沿水平方向拉动滑块组件测定使滑块组件产生滑动趋势时所需的拉力,记录拉力读数。总共拉动4次,
每次拉动方向均与上次相差90°。

摩擦系数校正值计算见式(M.1):

COF=Rd/nm ………………… (M.1)

  式中:

Rd ———4次拉力读数之和,单位为千克力(kgf);

n ———拉动次数;

m ———滑块组件加上4.5kg重块的总重量,单位为千克力(kgf);

COF———摩擦系数校正值。
如果4S橡胶面打磨得均匀,4个拉力读数应该基本一致,且校正值应在0.75±0.05范围内 。在测

试3个样品之前和之后均应重复校正过程并记录结果。如果前后的校正值相差超过±0.05,则整个测

试过程应该重做。操作人员在每测试3个样品之前和之后均应校正测试设备和检查操作过程,以确保

获得较高的测试一致性。

M.3.4 测试过程(干法)

M.3.4.1 洗净并烘干每块砖的测试表面,将待测砖放在工作台面上并紧靠限制其活动的固定架,刷去

所有的碎屑。

M.3.4.2 将滑块组件放在待测砖的测试面上,将4.5kg的重块放在滑块组件上部的中央部位。用拉力

计测定沿水平方向使组件产生滑动趋势时所需的拉力,记录拉力读数。

M.3.4.3 每次测试3个测试面或样品,每个测试面上要拉动组件4次,每次拉动的方向与上次相差

90°,总计获得12个计算静摩擦系数所需的读数。记录所有的读数。

M.3.4.4 每测试完一个测试面或样品后均应检查4S橡胶面,如果其表面显示出光泽或刮痕,则按

M.4.2重复打磨过程。

M.3.5 测试过程(湿法)

用蒸馏水液润湿样品表面,重复 M.4.4.2~M.4.4.4的步骤。每次测试均应保证砖面始终湿润。

M.3.6 计算

用式(M.2)和式(M.3)计算测试面的静摩擦系数值:
干法:

Fd=Rd/nm ………………… (M.2)

  湿法:

Fw=Rw/nm ………………… (M.3)

  式中:

Fd ———干燥表面的静摩擦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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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湿润表面的静摩擦系数值;

Rd ———干法4次拉力读数之和,单位为千克力(kgf);

Rw ———湿法下4次拉力读数之和,单位为千克力(kgf);

n ———拉动次数;

m ———滑块组件加上4.5kg重块的总重量,单位为千克力(kgf)。

M.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依据GB/T4100标准;

b) 样品的说明;

c) 测试方法;

d) 干法和湿法下静摩擦系数的平均值。

图 M.1 测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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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资料性附录)

包装标记使用规定

  包装和/或说明书规定使用下面标记。一般不要求使用标记,除非在规定的条件下。

说明:

a) 适用于地面的砖;

b) 适用于墙面的砖;

c) 该罗马数字只是一个例子,它表示了有釉地砖耐磨性的级别;

d) 该标记表示具有抗冻性的砖。

图 N.1 包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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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P
(资料性附录)

有釉地砖耐磨性分级

  本附录仅提供了各级有釉地砖耐磨性(见GB/T3810.7)使用范围的指导性建议,对有特殊要求的

产品不作为准确的技术要求。

0级 该级有釉砖不适用于铺贴地面。

1级 该级有釉砖适用于柔软的鞋袜或不带有划痕灰尘的光脚使用的地面(例如:没有直接通向室

外通道的卫生间或卧室使用的地面)。

2级 该级有釉砖适用于柔软的鞋袜或普通鞋袜使用的地面。大多数情况下,偶尔有少量划痕灰尘

(例如:家中起居室,但不包括厨房、入口处和其他有较多来往的房间),该等级的砖不能用特殊的鞋,例
如带平头钉的鞋。

3级 该级有釉砖适用于平常的鞋袜,带有少量划痕灰尘的地面(例如:家庭的厨房、客厅、走廊、阳
台、凉廊和平台)。该等级的砖不能用特殊的鞋,例如带平头钉的鞋。

4级 该级有釉砖适用于有划痕灰尘,来往行人频繁的地面,使用条件比3类地砖恶劣(例如:入口

处、饭店的厨房、旅店、展览馆和商店等)。

5级 该级有釉砖适用于行人来往非常频繁并能经受划痕灰尘的地面,甚至于在使用环境较恶劣的

场所(例如:公共场所如商务中心、机场大厅、旅馆门厅、公共过道和工业应用场所等)。
一般情况下,所给的使用分类是有效的,考虑到所穿的鞋袜、交通的类型和清洁方式,建筑物的地板

清洁装置在进口处适当地防止划痕灰尘进入。
在交通繁忙和灰尘大的场所,可以使用吸水率E≤3%的无釉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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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Q
(资料性附录)
试 验 方 法

  本标准附录中涉及到的试验方法是产品要求中所规定的,但该部分试验要求不是必检的。本附录

是对这些试验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解释说明。

GB/T3810.5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5部分:用恢复系数确定砖的抗冲击性

该试验使用在抗冲击性有特别要求的场所。一般轻负荷场所要求的恢复系数是0.55,重负荷场所

则要求更高的恢复系数。

GB/T3810.8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8部分:线性热膨胀的测定

大多数陶瓷砖都有微小的线性热膨胀,若陶瓷砖安装在有高热变性的情况下应进行该项试验。

GB/T3810.9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9部分:抗热震性的测定

所有陶瓷砖都具有耐高温性,凡是有可能经受热震应力的陶瓷砖都应进行该项试验。

GB/T3810.10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0部分:湿膨胀的测定

大多数有釉砖和无釉砖都有微小的自然湿膨胀,当正确铺贴(或安装)时,不会引起铺贴问题。但在

不规范安装和一定的湿度条件下,当湿膨胀大于0.06%时(0.66mm/m)就有可能出问题。

GB/T3810.12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2部分:抗冻性的测定

对于明示并准备用在受冻环境中的产品应通过该项试验,一般对明示不用于受冻环境中的产品不

要求该项试验。

GB/T3810.13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耐化学腐蚀性的测定

陶瓷砖通常都具有抗普通化学药品的性能。若准备将陶瓷砖在有可能受腐蚀的环境下使用时,应
按GB/T3810.13中4.3.2规定进行高浓度酸和碱的耐化学腐蚀性试验。

GB/T3810.1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4部分:耐污染性的测定

该标准要求对有釉砖是强制的。对于无釉砖,若在有污染的环境下使用,建议制造商考虑耐污染性

的问题。对于某些有釉砖因釉层下的坯体吸水而引起的暂时色差,本标准不适用。

GB/T3810.15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5部分:有釉砖铅和镉溶出量的测定

当有釉砖是用于加工食品的工作台或墙面且砖的釉面与食品有可能接触的场所时,则要求进行该

项试验。

GB/T3810.1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6部分:小色差的测定

本标准只适用于在特定环境下的单色有釉砖,而且仅在认为单色有釉砖之间的小色差是重要的特

定情况下采用本标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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