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83．080．01

G 31

a亘
中华人民共$-n国国家标准

GB／T 46 1 0--2008／IS0 87 1：2006
代替GB／T 4610--1984

塑料 热空气炉法点着温度的测定

Plastics--Determination of ignition temperature using a hot—air furnace

2008—06-30发布

(IS0 871：2006，IDT)

2009—02—0 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借寿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况111



前言GB／T4610一2008／Is0871：2006本标准等同采用ISO871：2006{塑料——热空气炉法点着温度的测定》。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a)把“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或“GB／T4610--2008”；b)删除了IsO871：2006的前言；c)增加了本标准的前言；d)用我国的小数点符号“．”代替国际标准中的小数点符号“，”。本标准代替GB／T4610--1984《塑料点着温度的测定》，与GB／T46101984相比，主要技术内容改变如下：a)标准名称改为《塑料热空气炉法点着温度的测定》；b)术语中取消了“点着温度”，增加了“闪燃温度”、“自燃温度”和“灼热燃烧”；c)增加了第4章“原理”一章；d)增加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e)试验仪器与原标准有了变化；f)计算结果改为“闪燃温度”和“自燃温度”。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l5)归口。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合成树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本标准参加单位；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北化院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材料测试部)、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州)、南京市江宁区分析仪器厂。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宁、宋桂荣、何艽、李建军、者东梅、张正敏、王富海。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4610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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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610--2008／]S0 871：2006

塑料热空气炉法点着温度的测定

1范围

1．1本标准规定了热空气炉法测定塑料闪燃温度和自燃温度的试验方法。它是评价塑料着火性能的

方法之一。

1．2本标准并不直接测出材料燃烧值或燃烧速率，或给出塑料安全使用上限温度，它不能用于单独描

述或评价实际火灾中材料、制品或成品的危险性和风险。但试验结果可作为火灾危险性和风险评价的

所有相关因素中的一种因素。

1．3本标准规定下的试验可用于不同材料着火性能相对的评价。本试验条件下所获得的数值代表了

材料着火时最低环境温度。本试验结果可作为材料着火敏感性等级的划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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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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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918 1998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idt ISO 291：1997)

GB／T 16839．2—1997热电偶第2部分：允差(idt IEC 60584—2：1982)

ISO 13943着火安全一 术语

3术语和定义

ISO 13943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闪燃温度FIT flush—ignition temperature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施加火焰时足够的易燃气体被点燃时的最低温度。

3．2

自燃温度SIT self-ignition temperature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无任何火源时，通过加热而点燃的最低温度。

3．3

灼热燃烧glowing combustion

材料固相中无火焰，而燃烧区域伴有发光现象的燃烧。

4原理

在热空气炉的加热室中，用不同的温度加热试样，用--zJ,的火焰在炉上方开口处直接点着逸出的气

体，以测定闪燃温度。

自燃温度按闪燃温度相同的方法测定，但没有施加火焰。

5设备

5．1热空气炉：如图1所示，主要由一套电加热元件和试样夹持器。

5．2炉管：内径100 mm±5 mm，长240 mm士20 mm，耐温不低于750Y：的陶瓷制成，垂直放置在炉底

的塞子上。



GB／T4610--2008／ISO871：20065．3内管：用耐火材料制成。内径75mm±2mm，长度240mm±20mm，壁厚3mm，耐温不低于750℃。内管放置在炉管内，用三个耐火的小垫块垫起，高于炉底20mm士2mm。顶部为耐火材料制成的顶盖，顶盖中间有一直径25mm土2mm的开口，用于观测并可让烟雾和气体通过。5．4空气源：过滤后的空气，通过一根铜管以稳定、可控制的速度流过炉管与内管之间接近顶部的环形空间内。空气在两个管子间加热、流通，最后在底部进入内管。空气流量用转子流量计或其他适宜的装置测定。5．5电加热元件：用1．3mm士0．1mm金属合金加热丝均匀缠绕在炉管上50圈，外包耐火材料制成的夹套。5．6隔热层：由约60mm厚的矿物纤维绒组成，用铁皮套包裹。5．7点火器：由内径2．0mm的铜管组成，水平放置在圆盖表面之上5mm土1mm处。火焰高调整为20mm±2mm，位于开口圆盖中心。5．8试样托盘和夹持器：托盘用0．7mm土0．2mm厚的不锈钢板制成，其直径为40ram士2mm，深度为15mm+2mm。夹持器用直径大约2mm的不锈钢焊条制成，环绕于托盘中部，环上焊接一根相同材质的杆，延伸到炉子的盖顶，如图1所示。试样盘的底部应位于引燃点火器边缘的下方185mm+2mm处。5．9热电偶：直径0．5mm的铬一镍基热电偶合金(K型)或铁一铜镍合金(J型)，与一个偏差不超过土2℃校准过的记录仪连接。热电偶公差应符合GB／T16839．21997中表A．1的第2级或以上。5．10加热装置：由一个合适的可调变压器或自动控制装置组成，与加热板相连。5．11计时器：精确至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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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610--2008／ISO 871：2006

单位为毫米

1——热电偶TC2；

2——支杆；

3——圆形耐火隔板

4——热电偶TCl；

5——垫圈；

6——热电偶TC3；

7——加热终端；

8——引燃火源；

9——空气供应器}

6热电偶的位置

10——金属纽扣；

11一一空气流动仪表(不属于炉装置)
12——气流相切缸；

13——试样盘；

14——隔热层；

15——加热金属丝}

16——耐火垫块；

17——检查塞(可移动式)；

18——热绝缘(可移动式)。

图1热空气炉的剖面圈

6．1热电偶TC，(如图1所示)测量样品的温度T，，

金属丝缚在样品载体棒上。

其位置尽可能靠近试样上表面的中心部位，热电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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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610--2008／ISO871：20066．2热电偶TCz(如图1所示)测量经过试样的空气温度T2，其位于样品托盘下方10mm士2mm处。热电偶金属丝缚在样品载体棒上。注：热电偶TCz也可以安装在试样托盘的下方的钻孔中。6．3热电偶TC3(如图1所示)测试加热线圈的温度T3，放置于炉子加热圈附近。7试样7．1材料可以是任何形状，包括复合材料，但在试验报告中应充分描述。注1：样品含有阻燃剂和高含量的无机填料是很难评估的。注2：相同的材料在不同的状态下测试，结果可能不同。7．2对于密度大于100kg／m3的试样，质量为3．0g士0．2g。材料若为球状或粉末状，通常需模塑成型。对于片材，应切成小于(20mmi2mm)×(20mm士2mm)的正方形，堆积起来达到试样的质量要求。对于薄膜材料，卷起一条20ram士2mm宽的带，长度达到试样的质量要求。7．3密度小于100kg／m3的泡沫材料，切除外皮，切成(20mm±2ram)×(20mm土2mm)×(50mm士5ram)的块状。注：如果由于试样体积大、质量轻，易受炉中的气流影响而从试样盘中滑落，试样宜用一根细的金属丝束缚起来。7．4试样材料量至少能满足两次测试的要求。7．5试样应按GB／T29181998的规定，试验前在温度23℃土2"C、相对湿度50％士5％状态调节不少于40h。8试验步骤8．1闪燃温度(FIT)8．1．1通过调整内管(5．3)的空气流量(b，以调节空气的流速至25mm／s，Qy值用式(1)计算：90々Qv一6．62×!；：⋯⋯⋯⋯⋯⋯⋯⋯⋯⋯(1)』式中：Qr——空气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rain)；T——T2温度值，单位为开尔文(K)。确保空气流量控制在计算值的土10％内。8．1．2参照温度T3，通过调节变压器或自动控制器(5．10)来调整提供给加热线圈(5．5)的电流，直到空气温度T2稳定在设定的初始温度值。注：事先不了解闪燃温度范围的，可用400'C的初始温度。若有资料指明更好的温度选择，可采用其他的温度作为初始温度。8．1．3抬高试样托盘和夹持器(见5．8)到盖口，将试样放入试样托盘中，把装有试样的托盘放在夹持器的环中。确定热电偶TCI和TCz在正确的位置上(见6．1和6．2)，并将试样托盘放低进入炉中。启动计时器(5．11)，点燃引燃火焰，观测在试样被点燃后，有无明显闪燃或易燃气体轻微爆鸣。8．1．4等待10min，依据燃烧发生与否，将Tz的温度相应降低或升高80"C，用新的试样重复试验。8．1．5当闪燃的温度范围确定后，开始在此范围内比最高温度降低10℃进行试验，并继续每次按10"C降温进行试验，直到10min内无燃烧的状态为止。8．1．6记录最低空气温度T2，在此温度下10min内可观察到闪燃的发生的最低温度，即为闪燃温度。8．2自燃温度(SIT)8．2．1无引燃火焰的情况下按8．1相同的程序进行试验。8．2．2样品发生火焰燃烧或灼热燃烧即为点燃。对于某些材料来说，当燃烧为灼热燃烧为主时，在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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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610--2008／IsO 871：2006

觉上观察自燃较为困难。这种情况下，温度T1上升速度要比Tz上升的快，据此判断比目测更加可靠。

8．2．3记录此时最低空气温度T2，此温度为10 rain内可以观测到火焰燃烧或灼热燃烧的最低温度，

即为自燃温度。

注：自燃温度的测定对外部环境十分敏感。因此，在本标准中有必要严格的限制测试条件和过程。

9精确度

由于尚未得到实验室间试验数据，故未知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如果得到上述数据，则在下次修订

时加上精密度说明。附录A中给出了ISO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的精确度数据。

10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a)注明采用本标准}

b)受试材料的详细说明，包括材料生产商、成分；

c)试样的质量，g；

d)材料的形态(颗粒、薄片等)；

e)泡沫材料的密度，kg／m3；

f)闪燃温度(FIT)，℃；

g) 自燃温度(sIT)，℃；

h)观测到的燃烧是火焰燃烧或灼热燃烧；

i) 观察试样在测试中的状态(燃烧如何发生、烟尘或烟雾形式、起泡、熔化、鼓泡、烟雾等)；

j)声明如下：

“这些测试结果仅仅是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试样所产生的行为；不适用于材料在实际使用中潜在的

火灾危险性的评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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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610--2008／IS0871：2006附录A(资料性附录)实验室间比对试验结果A．1这些精确度数据是由实验室间比对试验测定得到的，对比试验在7个试验室间，采用5种聚合物材料，每种材料重复测定三次。根据ISO5725—2：1994{测量方法和结果的精确性(精度和精密度)——第2部分：标准测量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测定的基本方法》进行结果分析，并将结果列于表A．1和表A．2。该测试方法对某些材料具有良好的重复性，但对某些材料重复性较差。如，酚醛树脂在测试中就是异常值，其数据已从分析中删除。这是由于酚醛树脂材料本身的燃烧特性导致的(见8．2．2)。表A．1闪燃温度(FIT)物理形状评价FIT值／℃重复性限再现性限高冲聚苯乙烯颗粒状3821113高冲强化聚苯乙烯颗粒状3701352尼龙6颗粒状412442聚氯乙烯薄膜厚度0．15mm3251145软质聚氨酯泡沫厚度25mm3461266表A．2自燃温度(SIT)物理形状评价FIT值／℃重复性限再现性限高冲聚苯乙烯颗粒状4581259高冲强化聚苯乙烯颗粒状4221447尼龙6颗粒状439659聚氯乙烯薄膜厚度0．15mm4371364软质聚氨酯泡沫厚度25mm374458A．2重复性限——认为在重复条件下得到的两个试验结果的绝对差值达到小于或等于95％的可能性。该试验方法的重复性限不得超过表A．1和表A．2给出的值。A．3再现性限——认为在再现条件下得到的两个试验结果的绝对差值达到小于或等于95％的可能性。该试验方法的再现性限不得超过表A．1和表A．2给出的值。A．4若两个试验结果平均值(每个测定都进行三次平行试验)的差值大于表A．1和表A．2中列出的重复性限或再现性限，则认为此两平均值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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