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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25207--2010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9705：1993((火灾试验表面制品的实体房n-J火试验方法》(英文版)，包括其

技术勘误ISO 9705：1993／Cor．1：1993。

本标准根据IsO 9705：1993重新起草。本标准条款号与Is()9705：1 993的条款号一一对应。本标

准与IS【)9705：1 99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这些技术性差异用垂直啦线标识在所涉及的条款的

页边空白处：

——第2章引用文件GB／T 5907代替原国际标准引用文件1SO 3261：1975，这是由于ISO 3261：

1975已于1996废止；

——第2章增加了引用文件GB 8624--2006，这是因为本标准正文中引用了GB 8624 2006；

——原国际标准5．3、11．4中的“不燃”修改为“燃烧性能符合GB 8624 2006规定的A1级”，这

是为了适应我国对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的要求。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在修改采用Is()9705：1993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

——技术勘误的内容在其修改条文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双线(I【)标识。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和附录G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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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材料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13／SC 7)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公安部四JII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晋、张欣、张网、任常兴、王婕、吕东、孙金香、果春盛、刘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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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试验表面制品的实体房间火试验方法GB／T25207--2010警示——试样在燃烧过程中，实验人员可能受到高温、有毒或有害气体的伤害，所以实验人员应配戴防护用具。试验装置附近应设置灭火设施。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表面制品实体房间火试验装置、测量装置及试验程序。本标准适用于墙壁内表面及天花板表面制品，尤其是因某种原因(绝热基材、接缝、较大的不规则表面的影响)不能以实验室规模进行试验的制品，如热塑材料。本标准不适用于评价制品的耐火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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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907消防基本术语第一部分”GB8624一-2006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3术语和定义GB／T5907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3．1组件assembly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的制成品，如夹心板。注：组件可包含空气间隙。3．2复合材料composite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一材料组合而成的复合物，如表面有涂层的材料或层压材料。3．3暴露表面exposedsurface暴露于试验加热条件下的制品表面。3．4材料material单一物质或均匀分布的混合物，如金属、石材、木材、混凝土、矿纤、聚合物。3．5制品product要求给出相关信息的建筑材料、复合材料或组件。1)该标准将在整合修订GB／T59071985、GB／T141071993和GB／T162831995的基础上，以《消防词汇》为总标题，分为5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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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试样specimen

试验用有代表性带基材或处理过的制品。

注：试样可包含空气间隙。

3．7

表面制品surface product

用于建筑物内墙和(或)天花板上的表面材料。如顶板、贴砖、护板、墙纸、喷或刷的涂层。

4原理

通过设置在地面中心的热流计测量总热流量，估算房间内火自点火源向其他物体蔓延的可能性。

通过测量燃烧的总热释放速率来估算火向房间外物体蔓延的可能性。

通过测量某些有毒气体来提供毒性危害指示。

通过测量遮光烟气的生成量来测定能见度降低的危害。

通过拍照及摄像方式记录火灾增长。

注：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测量房间内气体温度和进出门口的质量流量。

5试验房间

5．1试验房间(见图1)应由相互垂直的四面墙壁、地面和天花板组成，内部尺寸如下：

a)长：(3．6土0．05)m；

b)宽：(2．4土0．05)rll；

c)高：(2．4士0．05)m。

试验房间应设置在自然通风条件好、干燥的室内。室内空间应足够大，以保证外界环境对试验火没

有影响。试验房间的设置宜便于安装仪器和点火源。

5．2试验房间的门应设在2．4 m×2．4 ITI的一面墙壁中心，其他墙壁、地面和天花板不应有任何呵以

通风的开孔。门的尺寸应为：

a)宽：(0．8士0，01)m；

b)高：(2．0士0．01)m。

5．3试验房间宜采用密度为500 kg／m3～800 kg／m3、燃烧性能符合GB 8624～2006规定的Al级材

料构建。试验房间构件的最小厚度应为20 mm。

6点火源

6．1推荐点火源

使用附录A中规定的满足下列要求的点火源：

a)点火源应为丙烷气体燃烧器，燃烧器填充多孔、惰性材料(如砂)，上表面为方形，其构造应使气

流均匀到达整个开孔表面；

b)燃烧器应放置在与门相对角落的地面上，器壁应与试样接触；

c) 燃烧器气源应为纯度不低于95％的丙烷。供气流量测量精度不低于±3％。燃烧器的热输出

应控制在规定值的士5％范围内。

警示——所有设备(如管道、连接件、流量计等)应适于使用丙烷．并按规定安装。

为了安全，燃烧器宜装设远距离控制的点火装置，例如引燃火焰或电热丝。宜加襞气体泄漏报警装

置和燃气紧急切断装置。

6．2其他点火源

可以使用其他点火源，参见附录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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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图GS／T25207--2010单位为米俯视圈图1试验房间7试验房间中的热流测量7．1要求热流计应是Gardon或Schmldt—Boelter型，其设计量程宜为50kW／m2。接收表面应是平整的黑色表面，视角为180。。热流计的精度应不低于±3％，重复性误差应在0．5％以内。补充资料和设计方案参见附录C。7．2位■热流计应安装在试验房间地面的几何中心上。接收表面应在地面上方5mra～30mm处。辐射达到接收表面前不应穿过任何窗孔。7．3标定用两支热流计专门作为参照热流计进行标定。参照热流计应每年进行一次标定。8燃烧产物收集系统燃烧产物收集系统应能收集试验期间燃烧所产生的全部烟气，并且不应干扰门口处的火羽流。常压状态25℃时，其排烟能力应不低于3．5m3／s。注：集烟罩和排烟管道的设计参见附录D。9排烟管道中仪器的最低要求9．1体积流量排烟管道中体积流量的测量精度不应低于5=5％。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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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跃变化的响应时间(到最终状态流量的90％)不超过l s。

9．2气体分析

9．2．1取样管线

应在排烟管道内燃烧产物混合均匀的位置处抽取气样。为不影响被分析气体物质的浓度，取样管

的材质应选用惰性材料。补充资料和设计方案参见附录E。

9．2．2氧气

氧消耗的测最精度不应低于±0．05％(氧的体积分数)。氧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不应超过3 s(参见附

录E)。

9．2．3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利用分析仪测量气体样品，分析仪X十--氧化碳体积分数的测量精度不应低于土0．1％，对一氧化碳

体积分数的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02％。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不应超过3 s(参见附录E)。

9．3光学烟密度计

9．3．1概述

光学烟密度计由光源、透镜、光圈和光电元件(见图2)组成，测量过程中由于烟的积尘，光透过率的

减小不应超过5％。

9．3．2光源

光源应是白炽光型，色温应为(2 900±100)K。电源应为直流稳压电源，其精度不应低于土0．2％

(包括温度、短期及长期稳定性)。

图2光学系统

9．3．3透镜

透镜系统应将光聚成一直径不小于20 rt'lm的平行光束。

9．3．4光圈

光圈应放置在透镜I．：的焦点上(如图2所示)，且其直径(d)与透镜的焦距(，)之比应满足d／f<

0．04。

9．3．5探测器

探测器的光谱分布响应度应与CIE(光照曲线)相吻合，色度标准函数y(^)的精度不低于士5 0A。

在不小于3．5个十倍程输出范围内，泼探测器的输出线性度应在5％以内。

9，3．6位置

光束应沿直径方向横穿排烟管道，且所在位置烟气均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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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207--201010系统性能10．1标定每次试验或连续试验以前应进行标定。注：计算公式参见附录F。燃烧器应直接放置在集烟罩下，使用表1中给出的燃烧器热输出进行标定。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应超过6s，且应从燃烧器引燃前1min开始测量。火源稳定后，对于每个热输出水平，基于氧消耗计算热释放速率在lrain内的平均值，与基于气体流景计算的热输出平均值不一致性的偏差应在5％以内。表1燃烧器热输出分布时间／rain热输出／kWo～2O2～7loo7～1230012～1710017～19o10．2系统响应系统的响应时间是指由点火源输出跃变到一个给定值至测得热释放速率到达该给定值的90％所需时间。将燃烧器放置在集烟罩下方1m的中心处时，燃烧器热输出阶跃变化的滞后时问不得超过20s，当按表l进行标定时，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应超过6s。10．3精度排烟管道的流量由2m3／s(在0．1MPa和25℃条件下)到最大值平均分为四级。燃烧器的热输出为300kW。每级稳定状态下，测量的热释放速率在lmin内平均值与实际热输出的平均值比较，误差不应超过10％。11试样制备11．1应尽可能按与实际使用相同的方法安装试样。注：在标准试样配置中，三面墙和天花板均要敷以试样。可选的试样配置形式参见附录G。11．2以板材形式进行试验时，应尽可能使用板材的标准宽度、长度和厚度。11．3试样应固定在基材上或直接固定在试验房间内部，应尽可能采用该制品的实际安装方式(如敲钉、胶粘、使用支撑等)。报告中应清楚地描述其安装方式。11．4薄型表面制品、可熔化的热塑制品、涂料应根据其实际使用情况，选用下列基材：a)干密度为(680士50)kg／m3、燃烧性能符合GB86242006规定的A1级纤维增强硅酸钙板；b)干密度为(1650土150)kg／m3、燃烧性能符合GB86242006规定的A1级板材；c)在温度(23土2)℃、相对湿度(50±5)％的条件下处理以后．密度为(680土50)kg／m3的刨花板(粒子板)；d)在温度(23±2)℃、相对湿度(50±5)％的条件下处理以后，密度为(725士50)kg／m3的石膏板；e)热性质与a)～d)的基材明显不同的实际基材，例如：钢、矿棉。注：a)～d)基材的厚度宜为9mm～13mm。11．5涂料应以委托方规定的涂敷率涂敷在11t4中所列基材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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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试样(不吸湿的试样除外)应在(23±2)℃，相对湿度(50±5)％的条件下养护至平衡”。

注：对于木质基材制品和可能发生溶剂蒸发的制品，至少需要四周的养护时间。

12试验程序

12．1初始条件

12．1．1从试样安装直到开始试验，试验房间内和周边环境的温度应为(20±lo)℃。

注：试样从停止养护到开始试验之间的时间宣尽可能短。

12．1．2试验房间门中心1 m范围内，水平风速不应超过0．5 m／s。

12．1．3燃烧器应与墙角接触。燃烧器表面应清洁。

注：在放置燃烧器的墙角内表面上，划o．3 m×o．3 m的方格．以帮助确定火焰蔓延的范围。

12．1．4试验前应为试样拍照或摄像。

12．2试验步骤

12．2．1开肩所有的记录和测量装置，采集2 min数据后，点燃燃烧器。

12．2．2在点燃燃烧器后10 s内，应将燃烧器的热输出调整到附录A中所给的输出水平。随着火势的

发展适当调整风机的排烟量，以使集烟罩能收集所有的燃烧产物。

12．2．3试验应进行拍照及摄像记录。照片及录像中应有一个显示时间的时钟，时钟的最小刻度为1 S。

12．2．4试验期间记录下列现象及其发生时间：

a)天花板被引燃I

b) 火焰蔓延到墙壁和天花板；

c)燃烧器热输出的改变；

d)门口出现火焰。

12．2．5发生轰燃或试验进行20 min(A．1点火源)或15 rain(A．2点火源)(以先出现者为准)以后，结

束试验。

试验结束后，应继续观察直到没有燃烧现象，或2 h后停止观察。

注t危及安全的情况下可提前结束试验。

12．2．6试验结束后，记录试样损坏的程度。

12．2．7记录其他异常现象。

13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实验室的名称及地址；

b)报告日期和编号i

c) 委托试验单位名称及地址；

d)试验目的；

e)取样方法；

f)制造商或供应商名称；

g) 制品的名称或其他标识及制品描述

h) 制品的密度或面密度及制品厚度；

i)到样日期；

j)试样安装方式；

k)试样的养护；

1)试验日期；

2)间隔24 h进行称重，试样质量之整不大于0．1％或o_1 g(以较大者为准)时，则认为达到了质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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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试验方法}n)试验结果(参见附录F)：1)地板几何中心的热流一时间曲线；2)排烟管道中的体积流量一时间曲线；3)热释放速率一时间曲线；4)一氧化碳的产生量一时间曲线}5)=氧化碳的产生量一时间曲线；6)烟的产生量一时间曲线；7)火灾的发展状况说明；8)标定结果。o)报告中可补充下列试验结果(参见附录c)：1)试样的表面温度一时问曲线；2)门口的垂直温度分布时阃曲线；3)通过门口的质量流量一时间曲线#4)通过门口的对流热流一时间血线l5)碳氢化合物(CH。)的产生量一时间曲线6)氮氧化合物(NO，)的产生量一时间曲线7)氰化物(HCN)的产生量·时间曲线。p)是否发生轰燃；q)发生轰燃的时间(如果发生)。GB／T25207--2010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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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标准点火源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推荐点火源

A．1．1燃烧器

燃烧器应采用4 mm～8 mm粒径的砾石和2 mm～3 mill粒径的砂子填充，见图A．1。壳体由会

属丝网分为两层，上层网孔口规格为1．4 ram，下层网为2．8 illIll。上层砂子顶层与燃烧器r缘齐平。

A．1．2热输出水平

引燃后，前10 min热输出调整到100 kW，如果未出现轰燃，10 rain后热输出调至300 kW。

A．2替代点火源

A．2．1燃烧器

燃烧器上表面宜为多}L耐火材料，规格为(0．305±0．005)m×(0．305士0．005)n1。

燃烧器上表面距地面0．3 m，且保持水平。

燃烧器气源的最大热输出应为(162±4)kW(总热输出为176 kW)。试验期间应当测试其流量。

注：燃烧器既可以由20 mm充实物上覆盖25 mm厚的多孑L陶瓷纤维板构成，也可以采用厚度不小于100 mm的泥

太华砂，形成水平表面供气(见图A．2)。对于滴落材料．宜选用后者。

A．2．2热输出水平

引燃后，热输出按表A．1调整。

表A．1热输出调整

引燃时闻／s 热输出

o～30 最大值的25％

30～60 最大值的50％

60～90 最大值的75％

90～120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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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7--、叫、：二‘j图A．1标准点火源砂子黄制丝网粗砂黄铜蝗眄GB／T25207--2010进气u≠8’：单位为毫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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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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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A．2替代点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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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寸)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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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资料性附录)其他点火源GB／T25207--2010B．1试验可使用其他点火源，例如：a)A．2中规定的替代点火源，引燃后，第一个5rain内热输出为40kW，此后10min内热输出为160kW}b)直接点火源，如碰撞产生的火焰；c)间接点火源，如房间内的家具或废纸篓等。B．2如果使用其他点火源，则应给出详细说明。问接点火源应与火灾场景相关，并经证实具有可重复性和可再现性。注；为了便于实验室之间数据的比对．点火源应尽量相似并明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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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试验房间的测量仪器

C．1热流

接收辐射热的表面(可能接收少量对流热)为一圆形平面，直径不大于15 mm，表面覆有耐磨的无

光泽黑色涂层。接收表面应包含在水冷壳体中，壳体正面直径不大于50 mm，平整、高度抛光，与接收

表面的平面齐平。

热流计应耐用、便于安装和使用、受通风影响小。热流计的精度应该为士3％，重复性的误差应在

0．5％以内。

注：辐射是对热流汁的主要热传递方式，但仪器与其周围空气的对流传热也不能忽略，因此用术语“热流”代替“辐

射照度”。

C．2气体温度

为了使气体温度测量误差最小，应选用辐射高温计或非常细的热电偶(50 p．m)。

辐射高温计或热电偶的布置位置见图C．1。

C．3表面温度

C．3．1 通过在试样上安装表面热电偶的方式研究天花板下的火焰蔓延，表面温度的测量也可用于研

究试验过程中的热平衡。

c．3．2热电偶丝的直径不应超过0．a5 mm。将热电偶固定于表面积约为100 mm2的耐热薄玻璃纤

维带上测量试样表面温度，可避免对流、辐射和气温变化等的影响。在达到500℃之前，玻璃纤维带和

试样之间应保持接触良好。

表面热电偶位置见图c．2。

C．4试验房间门口的气体流量

C．4．1采用E．1中规定的双向测速探头、差压变送器、辐射高温计测量流人流出试验房间门口的气体

流量。差压变送器宜选用电容型，分辨率为0．05 Pa，量程为0 Pa～25 Pa。

C．4．2单位时间和面积上的质量流量而”，单位为下克每平方米秒(kg／m2·s)，由下式计算：

∥一Bu；B／kP(2Ap／p。)” ⋯⋯⋯⋯⋯⋯⋯⋯⋯⋯((’．1)

∥=1／k。(2A却。To／T，)“2 ⋯⋯⋯⋯⋯⋯⋯⋯⋯⋯(C．2)

式中：

A——测量点的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v——气体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双向测速探头的雷诺数校正；

△p——压差，单位为帕(Pa)；

m——空气在0℃和0．1 MPa时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T。——273．15 K；

L——测量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k。取1．08，当风速为0．3 m／s时，最大误差约为7％。随着风速的降低，最大误差也会增加。

流出房间门口气体的总质量流量南。可通过疬”在开口宽度对中性面以上部位积分得到。

1 2



GB／T25207--2010C．4．3流出房间门u的单位面积对流热流量，臼”，单位为干f_i=每平方米(kW／m2)，由下式计算：∥=痛々。(T。一T)⋯⋯⋯⋯⋯⋯⋯⋯⋯⋯(C．3)式中：而”——单位面积的质量流率，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秒(kg／m2·s)；“燃烧气体的比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kJ／kg·K(≈1．0kJ／kg·K)]；丁。一一气流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T．——环境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按C．4．2规定积分，得到总对流热流量。C．4．4为了绘制房间门13处气体流线谱，至少需要lo支探头，其精度可达±20％以内。也可用三支固定于门中心(该处的气流方向基本水平)，安装高度距地面分别为1300mm、1800mm、1900imITL的双向测速探头粗略估算门口气体的流动速率。C．5通过房间门口的辐射将C．1中规定的热流计放置在门口的几何中心点上，测量通过门口的辐射。单位为毫米在试验房问内的位置主卜田c．1试验房间内气体温度的测量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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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大约100 him2的玻璃纤维带将热电偶的热接头固定在样品表面上。

图C．2天花板上试样表面热电偶的位置

门口



附录D(资料性附录)排烟系统的设计GB／T25207--2010D．1火灾增长过程中，流出试验房间的燃烧气体质量流速大小可能为1kg／s，随温度变化的气体流速可能高达4m／s。集烟罩收集流出的烟气。经验证，下述排烟系统符合本标准的要求：a)集烟罩位于试验房间门口的正上方，底部与房间顶部齐平。集烟罩底部尺寸为3mx3m，高1．0m(见图D．1)。集烟罩底部一边紧贴试验房间，其余三边的钢板向下延伸1．0m，集烟罩的有效高度为2131(见图D．2)。集烟罩连接到横截面积为0．9mX0．9m的混气室。混气室的高度最小为0．9m。为增加湍流效果，混气室中设置两块约0．5mX0．9m的隔板(见图D．2)。集烟罩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无烟气泄漏；b)排烟管与混气室相连，内径为400mm，直管段不应小于4．8m。为了便于流量测量，在排烟管两端设置均流器(见图D．1和D．2)，使测量点处气体流动均匀。排烟管道与排烟系统连接}c)风机的排烟能力不应小于4kg／s(在标准大气压条件下约为12000m3／h)，以收集试验时产生的所有烟气，风机尾部的真空度为2kPa。试验过程中，风机排烟量在0．5kg／s～4kg／s之间连续可调。试验初期应调低空气流量，否则将影响试验的测试精度。D．2也可使用符合第lo章规定的其他排烟系统，但基于自然对流的排烟系统不适用于本装置。单位为米＼一>一、广集烟罩／∑门口、—一08图D．1排烟系统原理图(集烟罩上无延伸钢板)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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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位为毫米

图D．2排烟系统及取样头位置



E．1体积流量附录E(资料性附录)排烟管道中的测量仪器GB／T25207--2010E．1．1流量由放置在排烟管道中心线上的双向测速探头测量。图E．1中所示的探头由长32rflm、内径为$14mm的不锈钢管构成。该管分成两个相同的小摩，两宦之间的压差由差压变送器测鼍。探头响应雷诺数的变化曲线见图E．2。E．1．2差压变送器选用电容型，分辨率高于土5Pa，测量范围为oPa～2oooPa。E．1．3探头附近的气体温度由直径不大于o．25mm的热电偶测量。热电偶不应对双向测速探头附近的气流形成扰动。E．2取样系统E．2．1取样头应放置在排烟管道中气体混和均匀的部位。探头应为圆管形，以使气流扰动最小。应当沿着排烟管道的整个直径抽取气样。E．2．2取样管(见图E．3)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成，如PTFE(聚四氟乙烯)。气体在进入分析仪器前，应经过二级或以上过滤。气样应冷却到10℃以下。对于分析除CO、CO。和O。以外的气体，应对取样管加热(150℃～175℃)。取样管应尽可能短，且气体不应过滤(见E．3．3和E．3．4)。E．2．3气样由取样泵(可使用隔膜泵)送到分析仪器，取样过程中应避免油脂或类似物质污染气样。E．2．4气样由排烟管道进入气体分析仪器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ls。E．2．5取样系统见图E．3，取样头见图E．4。取样泵容量宜为10L／min～50L／min，每一气体分析仪消耗约为11．／rain。泵产生的压差不应小于10kPa，以免烟垢阻塞过滤器。取样头进气孔应向下，以避免烟尘阻塞。E．3燃烧气体分析E．3．1一般要求气样进入二氧化碳和氧气分析仪前应经过干燥处理，去除气样中的水蒸气。往：燃烧气体分析的详细资料参见1SO／TR91223。E．3．2氲浓度选用符合9．2．2规定的顺磁型氧分析仪测量。E．3．3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浓度使用红外光谱仪进行连续测量。一氧化碳测量量程为0％～1％，二氧化碳为0％～6％。E．3．4碳氯化合物浓度用已烷作为参照标准，采用红外光谱法进行测量，量程为0％～0．2％，最大误差为2％，响应时间宜小于6S，取样管线宜加热。E．3．5氮氧化合物浓度采用化学发光分析仪测量NO和NO：的总浓度。分析仪的最大误差为2％，测量量程o％～0．025％。响应时间宜小于6s，取样管线宜加热。E．4烟密度计烟密度计主要部件要求如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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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透镜；凸透镜，直径40 mm，焦距50 mm；

b)光源：卤素灯，6 V，10W；

c) 光电元件：带有色玻璃滤光片的硅光电元件，能产生等效于人眼的光谱响应。

光电元件连接到一个适当的电阻或放大器上，以得到最小3．5个f倍程的分辨率。透镜、光源和光

电元件安装在位于排烟管道内的彼此直接相对的两个护罩内。

系统对沉积的烟尘应具有自沽能力。通过两个护罩可以对烟尘进行清洁。

光测量系统参见IS0／TR 5924。

洼：E．1～E．4中描述的探头位置见图D．2。

单位为毫米

1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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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83

一 _一
}2

注：源自McCaffrey和Heskestad
F”

点

图E．1双向测速探头

连到Ap涮量仪器)



GB／T25207--2010单位为毫米m—ey__D注1l源自McCaffreyendHeskestad[1⋯。注2：多项式曲线是图E．2中所示各点拟合得到的t亟蝼一1．533—1．366×10-sReV+1．688×10—8Re2—9．706×10—1。Re3+2．555×10一‘3Re‘一2．484×10—17Re。当40"<Re<：3800时这个表达式成立，精度约5％。注3：D为16mm最佳。豳E．2霄诺数对探头的影响19>—l到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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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碱型

单位为毫米(另有规定的除外)

注：也可使件|其他气体冷却系统。如果脱水器效率高可以不再冷却。

图E．3取样系统原理图(含气体分析仪器)

隔膜过滤器3 pm



GB／T25207--2010单位为毫米，／＼、!l．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t，f、——————y—————√、—————、，—————√17个孔≠216个孔≠3，图E．4取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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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资料性附录)

计 算

F．1体积流量

大气压力下，25℃时，排烟管道中的体积流量识。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由式F．1计算：

仉。8一(Ak。／k。)×二×(2APT。p。／T，)“2⋯⋯⋯⋯⋯⋯⋯⋯⋯(F．1)
p∽B

亿98—22．4(Ak．／k。)(Ap／T，)”2 ⋯⋯⋯⋯⋯⋯⋯⋯⋯⋯(F．2)

式中：

T，——排烟管道中的气体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L——273．15，单位为开尔文(K)}

△p——双向测速探头的压差，单位为帕(Pa)，

m。——大气压力、25℃状态下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m——o℃、0．】MPa下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A——排烟管道的横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k。——单位面积上的平均质量流量与排烟管道中-tL,质量流量之比；

k。一一双向测速探头的雷诺敷校正，取1．08。
式F．1的假设条件：气体密度变化(相对空气)只与温度有关，化学成分和湿度忽略不计(除非研究

用水灭火的过程)。标定常数k，通过测景管道截面直径方向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点的质量流量分布来确

定。应分别用冷、热空气校准k．，k。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3％。

F．2热产生率、标定和试验程序

F．2．1标定过程中，以丙烷为燃料，点火源的热输出讯，单位为千瓦(kW)，计算公式见式F．3：

jb=赢bAh。。“ ⋯⋯⋯⋯⋯⋯⋯⋯⋯⋯(F．3)

式中：

赢。——通过燃烧器的丙烷质量流率，单位为克每秒(g／s)；

△^⋯。——丙烷的有效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假设燃烧效率为100％，取46．4 kJ／g。

F．2．2试样的热释放速率j，单位为千瓦(kW)，其计算公式见式F．4：沛1嘶，：旆卜去弘⋯⋯⋯⋯⋯⋯㈦a，
耗氧系数tl,由式F．5计算：

z?】一(1一z㈣)一T()．(1一T；()．)
．．．．．．，!，。．．．。．．．．．．．．．．．．．．．!．．．．．．．．．．．．．．．．．．．．．．．：．．．．．．．．．．，．。．．．．．一

z2J．(1 zct】。XO。)

(F．5)

氧的环境摩尔分数z^。由式F．6计算：

Tb。一z：)。(1一zh“) ⋯⋯⋯⋯⋯⋯⋯⋯⋯⋯(F．6)

式中：

E——消耗单位体积的氧所释放的能量，单位为千焦每立方米(kJ／m3)，对于试样，E1—17．2×

103 M／m3(25℃)；对于丙烷Ec，H。一16．8×103 kJ／m3(25℃)；

仉。。一一大气压下25℃时排烟管道内的气体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口——燃烧反应的耗氧扩展系数(口=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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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207—2010z乱——一含水蒸气环境中氧的摩尔分数；注1；试验前未吸收水以前应测量zf¨zj。——氧分析仪测得排烟管道中氧的初始摩尔分数读数}“。——试验过程中氧分析仪测得排烟管道中氧的摩尔分数；z‰，——二氧化碳分析仪测得二氧化碳初始摩尔分数fzm。——试验过程中排烟管道中二氧化碳的摩尔分数；zhm——环境中水蒸气的摩尔分数。注2：减去试验初始时燃烧器的热输出得到的÷有可能为负值．这是由于气体取样存在滞后．可通过燃烧器测量响应时间进行校正。F．2．3式F．3～式F．6是基于一定的近似得到的，因此有以下局限性：a)未考虑一氧化碳的产生量。如测定了一氧化碳浓度，可以对应定量计算的不完全燃烧影响等情况进行计算修正。b)未完全考虑水蒸气对流量测量和气体分析的影响。可通过连续测量水蒸气浓度进行修正。c)E1—17．2kw／m3是通过大量试样试验得到的平均值，对于大多数燃烧物适用，但表F．1和F．2中所列物质除外。一般情况下，这些误差累计应小于10％。F．3燃烧气体通过测量气体的摩尔分数，能够计算出0．1MPa、25℃时气体的瞬时流量亿。；，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和气体产生总量V。，单位为立方米(m3)，计算公式见式F．7、F．8：亿。。一v2”z。⋯⋯⋯⋯⋯⋯⋯⋯⋯⋯(F．7)rlU。。一fk。，dt⋯⋯⋯⋯⋯⋯⋯⋯⋯⋯(F．8)J0式中：讥”——o．1MPa、25℃时排烟管道中的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分析仪器中气体的摩尔分数}￡——燃烧时间，单位为秒(s)。F．4遮光系数遮光系数k是表征光学烟密度的参数，单位为m，按式F．9计算：女一士1n阿⋯⋯⋯⋯⋯⋯(刚)式中：，。——无烟环境中平行光束强度；卜一穿过有烟环境的光强度；L——光束穿过有烟环境的长度，单位为米(m)。烟气的瞬时遮光率R。，，单位为平方米每秒(m2／s)，总产烟量R。，单位为平方米(m2)，由式F．10和式F．1l计算：R⋯，一kV。⋯⋯⋯⋯⋯⋯⋯⋯⋯⋯(F．10)R。=I^V。dt⋯⋯⋯⋯⋯⋯⋯⋯⋯⋯(F．11)式中：亿——实际管道温度下，排烟管道中的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f——燃烧时间，单位为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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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5207--2010

表F．1 常见合成聚合物的燃烧热及其单位耗氧量的燃烧热

燃 料 重复单元 燃烧热／(kJ／g) 单位耗氧量的燃烧热／(kJ／g)

聚乙烯 (C2H^)一 43．28 —12 65

聚丙烯 (C3H6) 一43 3l 一12．66

聚丁烯 (C。I-I 8) 43．7l 12．77

聚丁二烯 (C．H。) 一42 75 一13．14

聚苯乙烯 (C8H 8) 一39．85 —1 2 97

聚氯乙烯 一(C2 HICl) 一1 6．43 一12 84

聚酯纤维(亚乙烯基氯) (C：H!Cl。) 一8．99 —13 61

聚酯纤维(亚乙烯基氟) (C?HoR)一 13．32 —13．32

聚酯纤维(甲基丙烯酸酯) (C5HB02) 一24．89 12 98

聚丙烯睛 (C3H3N) 一30．80 一13．6l

聚甲醛 一(CH：O)一 一15．46 —1 4．50

聚酯纤维(乙烯对苯二酸酯) (C1 oHHO4)一 一22 00 一13 2l

聚碳酸酯 一(Cl6H¨03)- 一29．72 —13．】2

纤维素三醋酸基酯 (C1 2 H180H)- 一1 7．62 1 3．23

尼龙6．6 一(C。H。。NO)一 一29 58 —12 67

异丁烯聚砜 一(C{H 80 2S)～ 一20 12 一12 59

束加权平均数 一13．02

注1：数据来自参考文献[11]。

注2：数据在25℃条件下测得。燃料为固体，所有产物均为气体。

8权重忽略不计。

衰F．2 部分天然燃料的燃烧热及其单位耗氧量的燃烧热

燃料 燃烧热／(kJ／g) 单位耗氧量的燃烧热／(kJ／g)

纤维素 一16．05 —1 3．59

棉 l 5 55 13 6】

新闻纸 一18 40 ～13 40

瓦楞纸箱 一1 6．04 —13 70

树叶，阔叶树 一19 30 一12 28

木材，枫树 一1 7 76 —12．51

褐煤 一24 78 一13 12

煤．古沥青 一35．17 —13 51

未加权平均数 13．2l

注l：数据来自参考文献[儿]。

注2：数据在25℃条件下测得。燃料为固体，所有产物均为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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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试样的标准配置形式附录G(资料性附录)试样的配置形式为了实验室之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要求墙壁和天花板都要敷以试样。注：根据试验和研究设定条件下制品的实际使用配置试样．允许存在不同的试样配置形式G．2可选的试样配量形式可选的配置形式有：L～只对墙壁敷以试样而天花板采用标准材料；——只对天花板敷以试样而墙壁采用标准材料。按照11．4中所述的基材选择标准材料。特殊情况下，不同的墙壁和天花板材料组合也是可行的。GB／T252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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