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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考了EN 1363—2：1999《耐火试验第2部分：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英文版)的技

术内容。

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的

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f)进行了标识，附录B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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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

GB／T 26784--2011

警告：建筑构件的耐火试验存在潜在的危险，在耐火试验过程中可能产生有毒和／或有害的烟尘和

烟气。在试件安装、试验和试验后残余物的清理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机械危害和操作危险。应对所有

潜在的危险及对健康的危害进行评估，并作出安全预告。应颁布操作规程，对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培

训，确保实验室工作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构件在特定火灾环境条件下进行耐火试验时可供选择的火灾升温曲线和其他可

附加的试验程序。可供选择的火灾升温曲线包括碳氢(HC)升温曲线、室外火灾升温曲线、缓慢升温衄

线、电力火灾升温曲线和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衄线，可附加的试验程序包括重物冲击试验程序、

喷水冲击试验程序和辐射热测量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需要在特定的火灾升温曲线条件下进行耐火试验和／或需要在耐火试验过程中附加

其他试验的建筑构件或建筑配件。

除非对任何一种可供选择的火灾升温曲线有特殊需要，否则耐火试验仍应采用GB／T 9978．1规定

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当有特殊需要时，可根据有关要求选择进行附加的重物冲击试验、喷水冲击试

验或辐射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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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907消防基本术语第一部分

GB 6246有衬里消防水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8181消防水枪

GB／T 9978．1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2008，ISO 834—1：

1999，MOD)

GB／T 9978．4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4部分：承重垂直分陌构件的特殊要求(GB／T 9978．4

2008，ISO 834—4：2000，MOD)

GB／T 9978．8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8部分：非承重垂直分隔构件的特殊要求

(GB／T 9978．8 2008，ISO 834—8：2002，MOD)

GB 12514．1消防接口 第1部分：消防接口通用技术条件

GB 12514．2消防接口 第2部分：内扣式消防接口型式和基本参数

3术语和定义

GB／T 5907、GB／T 997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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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热通量heat flux

测量仪器接收面上接收到的单位面积热量值，包括对流热和辐射热。

4可供选择的升温曲线

4．1碳氢(HC)升温曲线

4．1．1总则

评价建筑构件在液态碳氢化合物火灾条件下的耐火性能时，可以采用4．1．2规定的碳氢(HC)升温

曲线进行耐火试验。

4．1．2温度一时间曲线

对于碳氢(Hc)火灾，耐火试验炉内的温度一时间关系用式(1)表示：

T一1 080(1—0．325e1⋯‘一0．675e‘2“)+To ⋯⋯⋯⋯⋯⋯⋯⋯(1)

式中：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试验进行到时间t时试验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试验开始前试验炉内的初始平均温度，要求为5℃～40℃。

当式(1)中的T0取值为20℃时，碳氢(Hc)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见图1。该火灾升温曲线的

可能应用场景参见附录C。

．厂

{

图1碳氢(Hc)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

4．1．3炉温偏差要求

按碳氢(HC)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进行耐火试验时，耐火试验炉内热电偶测得并记录的炉内

实际平均温度一时间曲线下的面积，与标准规定温度一时问曲线下的面积的偏差(d。)用式(2)表示，d。值

应控制在以下范围内：

a)d。≤15％，当5<t≤10时；

b)d。≤[15一o．5(P-10)]％，当10<f≤30时；

c)d。≤[5--0．083(￡一30)]％，当30<￡≤60时；

d)d。≤2．5％，当t>60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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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面积偏差；

A——耐火试验炉内实际平均温度一时间曲线下的面积；

A，——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下的面积；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rain)。

对所有的面积应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计算，即计算面积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1 rain，并且从试验开

始的0 rain开始计算。

在耐火试验开始10 rain后的任何时间里，耐火试验炉内任何一支热电偶测得的炉内温度与标准温

度一时间曲线对应温度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100℃。

对于含有大量易燃材料的试件，在试验开始后，可能出现耐火试验炉内实际温度在一段时间内比标

准温度一时间曲线对应的温度值高100℃以上的情况，如果能够识别此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的升高是由

试件中大量易燃材料的燃烧放热所引起的，则允许此温度偏差的存在，但持续时间不应大于10 rain。

4．2室外火灾升温曲线

4．2．1总则

评价建筑分隔构件在室外火灾作用下的耐火性能时．可以采用4．2．2规定的室外火灾升温曲线进

行耐火试验。评价建筑梁和柱在室外火灾作用下的耐火性能时，应选用其他试验方法。

4．2．2温度一时间曲线

对于室外火灾，耐火试验炉内的温度一时间关系用式(3)表示：

T一660(1—0．687e-o“‘一0．313e_3“)+T。⋯⋯⋯⋯⋯⋯⋯⋯⋯⋯(3)

式中：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rain)；

T——试验进行到时间t时耐火试验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CC)；

To——试验开始前耐火试验炉内的初始平均温度，要求为5℃～40℃。

当式(3)中的T0取值为20℃时，室外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见图2。该火灾升温曲线的可能

应用场景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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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室外火灾的标准温度-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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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炉温偏差要求

按室外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进行耐火试验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偏差的控制要求同4．1．3。

4．3缓慢升温曲线

4．3．1总则

评价建筑分隔构件在缓慢升温火灾作用下的耐火性能时，可以采用4．3．2规定的缓慢升温曲线进
行耐火试验。

4．3．2温度·时间曲线

对于缓慢升温火灾，耐火试验炉内的温度一时间关系用式(4)、式(5)表示：

T一154t“”+To，当0<t≤21时 ⋯⋯⋯⋯⋯⋯⋯⋯⋯⋯(4)

T一34519[8(t一20)+1]+To，当t>21时⋯⋯⋯⋯⋯⋯⋯⋯⋯⋯(5)
式中：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rain)；

T——试验进行到时间f时耐火试验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0——试验开始前耐火试验炉内的初始平均温度，要求为5℃～40℃。

当式(4)、式(5)中的L取值为20℃时，缓慢升温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见图3。该火灾升温
曲线的可能应用场景参见附录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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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3．3炉温偏差要求

t／rain

图3缓慢升温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

按缓慢升温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进行耐火试验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偏差的控制要
求同4．1．3。

4．3．4性能评价

比较试样采用缓慢升温曲线和采用GB／T 9978．1规定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进行耐火试验所获得

的各自特性，由此评价试样的耐火性能。对于每一种受火条件，试样结构应相同，但不一定是实际构件，
试样要求应在试验方法中进行规定。



4．3．5判定准则

GB／T 26784—2011

按照GB／T 9978．1规定的判定指标，试样采用本章规定的缓慢升温条件进行耐火试验所获得的耐

火时间与采用GB／T 9978．1规定的标准升温条件进行耐火试验所获得耐火时间加上20 min后的结果

应一致。否则，试样所代表建筑构件的耐火等级应按上述两种升温条件下试验获得的耐火时间较短者

进行确定。

4．4电力火灾升温曲线

4．4．1 总则

评价建筑构件或电缆封堵组件在电力火灾(以有机高聚物材料为主要燃料)作用下的耐火性能时，

可以采用4．4．2规定的电力火灾升温曲线进行耐火试验。

4．4．2温度一时间曲线

对于电力火灾，耐火试验炉内的温度一时间关系用式(6)表示：

T一1 030(1—0．325e“⋯‘一0．675e-Z 5‘)+To ⋯⋯⋯⋯⋯⋯⋯⋯(6)

式中：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试验进行到时间￡时耐火试验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0——试验开始前耐火试验炉内的初始平均温度，要求为5℃～40℃。

当式(6)中的T。取值为20℃时，电力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见图4。该火灾升温曲线的可能应

用场景参见附录C。

。{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t／min

图4 电力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

4．4．3炉温偏差要求

按电力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进行耐火试验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偏差的控制要求同4．1．3。

4．5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

4．5．1总则

需要评价建筑构件或隧道结构在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条件下的耐火性能时，可采用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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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进行耐火试验。

4．5．2温度一时间曲线

在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条件下，耐火试验炉内的温度一时间关系用式(7)～式(9)表示：

T一些骂挚+T0，当0<f≤5时 ⋯⋯⋯⋯⋯⋯(7)

T一1 200，当5<t≤N时 ⋯⋯⋯⋯⋯⋯⋯⋯⋯⋯(8)

T--1 200一豇1百20五0=--丽To，当N<￡≤N+110 ⋯⋯⋯⋯⋯⋯⋯⋯(9)

式中：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T——试验进行到时间t时耐火试验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试验开始前耐火试验炉内的初始平均温度，要求为5℃～40℃；

N——升温与恒温阶段的时间和，单位为分钟(rain)，降温时间规定为110 min。

当式(7)、式(9)中的T0取值为20℃时，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见图5。该火灾升温曲线

的可能应用场景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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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t／rain

说明：

a——式(8)、式(9)中N值取90时的隧道火灾RABT-ZTV曲线；

b——式(8)、式(9)中N值取120时的隧道火灾RABT-ZTV曲线。

图5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条件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

4．5．3炉温偏差要求

按本章规定的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进行耐火试验时，耐火试验炉内热电偶测得并记录

的炉内实际平均温度一时间曲线下的面积，与标准规定温度一时间曲线下的面积的偏差(d。)用式(2)表

示，d。值应控制在以下范围内：

a)d。≤15％，当0<t≤5时；

b)d。≤lO％，当5<t≤N时；

c)d。≤5％，当Ⅳ<￡≤N+ii0时。

6



GB／T 26784--20 11

式中：

d。——面积偏差；

t——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钟(rain)；

N——升温与恒温阶段的时间和，单位为分钟(mln)，降温时间规定为110 rain。

所有的面积应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计算，即计算面积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1 rain，并且从试验开始

的0 rain开始计算。

在耐火试验开始10 rain后的任何时间里，耐火试验炉内任何一支热电偶测得的炉内温度与标准温

度一时问曲线对应温度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100℃。

对于含有大量易燃材料的试件，在试验开始后，可能出现耐火试验炉内实际温度在一段时间内比标

准温度一时间曲线对应的温度值高100℃以上的情况，如果能够识别此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的升高是由

试件中大量易燃材料的燃烧放热所引起的，则允许此温度偏差的存在，但持续时间不应大于10 rain。

5附加的试验程序

5．1重物冲击试验

5．1．1总则

按照GB／T 9978．1规定的耐火试验方法测试得到防火墙、防火隔墙、防火卷帘、防火门等建筑构配

件的耐火性能(包括防火分隔功能)，在实际建筑火灾中可能会受到火场坍塌物体的冲击影响。如需要

测试此影响，在进行建筑构配件的耐火试验时可附加进行重物冲击试验。

5．1．2试验设备

除GB／T 9978．1规定的试验设备和GB／T 9978．4、GB／T 9978．8规定的适用试验设备外，附加的

重物冲击试验设备应满足：

a) 冲击设备应悬挂在刚性支撑或框架结构上，不应影响试件在受火条件下的变形。

b) 冲击能量由冲击体(见图6)的摆动下落获得，冲击体包括一个重物袋和包裹重物袋的钢丝网。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直径≠10的钢丝绳

2——直径≠5的钢丝绳；

3——装满钢珠的袋子；
4——直径≠6的钢丝绳。

图6冲击体示意图
7



GB／T 26784—20 11

c)重物袋为一个具有双层薄包布结构的布袋，空布袋的尺寸为650 mm×1200 mm，布袋内填充

若干个小袋子，每个小袋子装有10 kg的小钢珠，小钢珠的直径为2 mm～3 mm，小袋子用钢

带封口。

d)包裹重物袋的钢丝网基本尺寸为1 200 mm×1 200 mm，网格大小为50 mm×50 mm，所用钢

丝绳的直径为5mm。

e)对防火墙、防火隔墙等建筑构件进行重物冲击试验时，冲击体总质量为200 kg；对防火卷帘、防

火门等建筑配件进行重物冲击试验时，冲击体总质量由相关标准另行规定。

f) 冲击体通过自身的吊环与钢丝绳连接后，悬挂在试验设备(见图7)的定点位置上，以便于冲击

体在静止位置时刚好在冲击预定点接触到试件，从定点位置到重物袋中心的距离为(2 750士

50)mm，冲击预定点应在靠近试件中心的最大面的中心位置。

单位为毫米

说明：

H——墙体高度}

1——直径≠10的钢丝绳

2——试件；

3——冲击体(见图6)。

图7重物冲击试验设备

5．1．3试验的应用

冲击体通过适当的提升装置，提升到摆动的初始位置。因此，应采用两根直径为6 mm的钢丝绳紧

紧缠绕在重物袋中心周围，并且应为提升装置装配一个吊环，便于提升和释放冲击体。

冲击体从初始位置开始摆动后的下降高度差为(1 500：：I=50)mrn，即冲击体通过提升装置提升到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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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位置时，冲击预定点到重物袋中心水平线的距离为(1 500±50)mm，冲击能量可以根据冲击体的总质

量计算得到，见图7。如冲击体总质量为200kg时，则冲击能量为3 000 N·m。

5．1．4试验程序

试件进行耐火试验达到规定时间后的5 rain内，对试件进行3次重物冲击试验。对于承重墙，应在

加载的时候对试件进行前两次冲击，第三次冲击应在卸载后进行。

在每种情况中，应在第三次冲击后的2 min内进行性能判定方面的观察与测量，此过程中耐火试验

炉持续加热直至观察完成为止。

5．1．5试验报告

若需要出具重物冲击试验报告，则报告内容应声明试验依据的标准编号，报告应包含有关重物冲击

试验的结果信息，包括冲击点的描述，有关试件损坏和变形结果的测量与观察等。

5．2喷水冲击试验

5．2．1总则

建筑分隔构件按照GB／T 9978．1规定的耐火试验方法进行耐火试验时，可依据需要附加进行喷水

冲击试验。喷水冲击试验的应用指南参见附录D。

5．2．2试验设备

喷水冲击试验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一条质量符合GB 6246规定的规格为≠65 mm的有衬里消防水带，一支质量符合GB 8181规

定的接口公称通径为≠65 mm的直流消防水枪；

b)在水枪底部和水带之间连接一段公称通径为，565 mm、长150 mm的短管(可用镀锌钢管或不

锈钢管)，短管一端与水枪进水口连接，另一端与消防水带连接；

c) 消防水枪、短管及消防水带之间，采用符合GB 12514．1和GB 12514．2规定的公称通径为

≠65 mm的内扣式消防接口进行连接；

d)在短管上连接一个压力表用于测量消防水枪根部压力，压力表的取压管应沿短管的法线方向

安装，且不应伸入短管水流中；压力表的最小读数范围为(o～o．6)MPa，精度不低于1．5级。

5．2．3试验程序

5．2．3．1 在耐火试验结束后的3 min内，在试件的受火面进行喷水冲击试验。

5．2．3．2水枪喷嘴方向应为试件的中心法线方向，且与试件的距离为(6士0．1)m。若因故无法按此要求

设置，则水枪喷嘴方向与试件中心法线的偏离角度不应大于30。，此时与试件的距离应小于(6土0．1)m；

每偏离中心法线10。，距离减少(o．3±0．005)m。

5．2．3．3对不同耐火性能的试件，进行喷水冲击试验时，消防水枪根部的水压要求不同，见表1。

5．2．3．4试件受火面面积的计算方法之一是采用试件的外形尺寸进行计算，此时的试件包含支撑框

架、轨道等，但不包含安装试件用的墙体。

5．2．3．5喷水冲击首先作用于试件受火面的底部，然后作用于所有其他部分，缓慢改变方向，使水冲击

在试件的外周边内部移动，不要集中冲击、在试件任一点停止或随意改变方向。在试件外周边310 mm

内，可用以下方式改变水冲击方向：

a)沿着试件的四周冲击，从试件任一底角开始向上移动。

b)水流覆盖试件周边后，使水流沿着垂直方向移动，间隔距离305 mm进行冲击，直到整个宽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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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被冲击完毕。

c)随后，使水流沿着水平方向移动，间隔距离305 mm进行冲击，直到整个高度方向被覆盖。如

果尚未达到规定的冲击时间，按相反的步骤重复。

5．2．3．6喷水冲击作用于试件受火面单位面积的时间见表1。

表1 喷嘴底部水压与喷水冲击时间

试件的耐火性能(耐火时间)T／h 消防水枪根部水压P／MPa 单位面积水冲击时间t／(s／m2)

T≥3．00 0．31 32

1．50≤T<3．00 0．21 16

1．00≤T<1．50 0．21 10

T<1．00 0．21 6

5．3辐射热测量

5．3．1总则

建筑构件按GB／T 9978．1进行耐火试验时，可以通过测量热通量值来评估辐射热值。由于耐火试

验中试件向测量设备传递的对流热可以忽略不计，测量的热通量值可以近似等于辐射热值，所以在本标

准中将此热量作为辐射热进行测量并记录。辐射热测量平面平行于试件背火面，并距离背火面1．0 m。

辐射热包括平均值和最大值两个概念，平均值在试件中心法线方向测量，如果试件是非均匀辐射体，那

么最大值将大于或等于平均值。

当试件背火面温度低于300℃时，不需要测量辐射热。

5．3．2试验设备

除GB／T 9978．1规定的试验设备外，应采用符合以下规定的热流计测量辐射热：

a)接收面：接收面不应被视窗遮挡，不受气体排放的影响，只受辐射热和对流热的影响

b)测量范围：0 kW／m2～50 kW／m2；

c) 测量准确度：测量范围中最大值的土5％；

d)时间常数(达到目标值64％的时间)：<10 s；

e)视场角：180。土5。。

5．3．3试验程序

5．3．3．1测量位置

5．3．3．1．1每一台热流计应安置在距离试件背火面1．0 m处。试验开始时，每一台热流计的靶心应

平行于试件背火面平面(偏差范围为士5。)，靶心应正对试件背火面。在热流计接收视野范围内，除试件

外不应有其他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辐射表面。热流计不应被遮挡或掩盖，以免影响其接收视野范围。

5．3．3．1．2应在以下位置进行测量辐射热：

a)试件几何中心的正对位置，此位置的测量值一般认为是试件的平均辐射热。

b)可能出现最大辐射热的位置。通常此位置可通过逻辑推理或从试件的几何学计算得到。如

果试件相对于中心对称，并且是均匀的辐射体，则此位置将与a)规定的位置一致。如果试件

存在不同的隔热区域和／或热传送区域，则很难准确或明确地预测出试件的最大辐射热位置。

此时，应采用以下方法：

1)识别并确定出试件背火面温度可能超过300℃而且面积超过0．1 m2的所有区域，在每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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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理论中心的正对位置测量辐射热。

2)试件上结构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被分隔成高度或宽度相等而且面积都小于0．1 m2的

相邻区域，可以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辐射表面对待。

3) 如果试件中预计背火面温度维持在300℃以下的某个区域的面积小于总面积的10％，则

该区域可以与其他部分一起作为一个辐射表面对待；同理，在试件的某个区域内，如果预

计背火面温度维持在300℃以下的部分在面积上小于该区域总面积的10％，则该部分区

域可以与所在区域的其他部分一起作为一个辐射表面对待，如构件中镶玻璃用的支撑框

架部分。

5．3．3．2测量实施

在试件进行耐火试验的整个过程中，应在5．3．3．1．2规定的每个位置测量并记录辐射热，每次记录

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 rain。

5．3．4试验结果

对于5．3．3．1．2规定的任何一个特定测量位置，应分别记录辐射热超过5 kW／m2、10 kw／m2、

15 kW／m2、20 kW／m2、25 kW／m2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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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的章条编号对照

表A．1给出了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表A．1 本标准与EN|363-2：1999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欧盟标准章条编号

4

4．1 4

4．1．1 4．1

4．1．2 4．2

4．1_3 4．3

4．2 5

4．2．1 5．1

4．2．2 5．2

4．2．3 5．3

4．3 6

4．3．1 6．1

4．3．2 6．2

4．3．3 6．3

4．3．4 6．4

4．3．5 6．5

4．4

4．5

5

5．1 7

5．1．1 7．1

5．1．2 7．2

5．1．3 7．3

5．1．4 7．4

5．1．5 7．5

5．2

5．3 8

5．3．1 8．1

5．3．2 8．2

5．3．3 8．3



表A．1(续)

GB／T 26784--2011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欧盟标准章条编号

5．3．3．1 8．3．1

5．3．3．1．1 8．3．1．1

5．3．3．1．2 8．3．1．2

5．3．3．2 8．3．2

5．3．4 8．4

附录A

附录B

附录c

附录D

注：表中未列出的其他章条内容与EN 1363—2；1999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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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本标准与EN 1363-2：1999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

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修改了范围的内容，采用“可供选择的火灾升温曲线包括碳氢

(Hc)升温曲线、室外火灾升温曲线、缓慢升温曲线、电力火灾升温

曲线和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可附加的试验程序包括重 由于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发生变化，

1 物冲击试验程序、喷水冲击试验程序和辐射热测量程序。”代替原标 从而引起范围中部分内容的适当变

准内容“可供选择的火灾升温曲线包括碳氢(Hc)升温曲线、室外火 化，以保持标准前后内容的一致性

灾升温曲线和缓慢升温曲线，可附加的试验程序包括重物冲击试验

程序和辐射热测量程序。”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调整

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用与Is0 13943：2008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的GB／T 5907．2

代替prEN Iso 13943(见第3章)i

——增加引用了GB 6246和GB 8181(见5．2．2)；
引用相关的我国标准，便于标准使

2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 9978．1代替EN 1361—1(见第
用者的理解，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3章、4．3．4、5．1．1、5．1．2、5．2．1和5．3．1)；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 9978．4代替EN 1365—1

(见5．1．2)；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 9978．8代替EN 1364 1

(见5．1．2)

修改了碳氢火灾温度时间关系式，将其中的常数20，修改为用R 与GB／T 9978．1中的相关内容保
4．1．2

表示，同时增加了T0的说明和炉内温度一时间曲线图 持一致，方便标准使用

修改了室外火灾温度一时间关系式。将其中的常数20，修改为用T。 与GB／T 9978．1中的相关内容保
4．2．2

表示，同时增加了L的说明和炉内温度一时间曲线图 持一致，方便标准使用

修改了缓慢升温火灾温度一时间关系式，将其中的常数20，修改为 与GB／T 9978．1中的相关内容保
4．3．2

用L表示，同时增加了To的说明和炉内温度一时间曲线图 持一致，方便标准使用

增加耐火试验时火灾升温曲线的
4．4 增加了电力火灾升温曲线内容

一种类型，便于选用

增加耐火试验时火灾升温曲线的
4．5 增加了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内容

一种类型，便于选用

增加构件耐火试验后的抗水冲击
5．2 增加了喷水冲击试验内容

性能的附加试验程序，便于选用

14



C．1碳氢(Hc)升温曲线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不同火灾升温曲线的可能应用场景指南

GB／T 26784—2011

GB／T 9978．1给出了纤维类火灾的标准温度一时间曲线，为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试验规定了标准试

验条件。在给定一个耐火试验条件时，试验曲线应与真实火灾相关联；在某些实际情况下，可以识别出

真实火灾场景与GB／T 9978．1规定的标准试验条件之间的差异，如在石油化工和海上石油工业等建筑

中，存在以液态碳氢化合物为主要燃料的火灾，此类火灾具有温度高、升温速度快的特点。因此，可以采

用碳氢升温火灾曲线评价构件的耐火性能。

C．2室外火灾升温曲线

在某些实际情况下，建筑构件的受火条件不如它们在防火分区内部的受火条件严酷。例如，建筑物

四周的墙体，这些墙体可能受到建筑室外火焰或者从窗户出来的火焰的烧灼，因为室外火灾存在大量的

热量扩散现象，所以应给出较低水平的受火条件。因此采用室外火灾升温曲线评价构件的耐火性能。

C．3缓慢升温曲线

对于某些建筑构件，它们在热作用下易发生反应，此类建筑构件在缓慢增长火灾中的实际耐火性能

可能明显低于采用GB／T 9978．1规定的标准温度一时问曲线实验确定的耐火性能，因此，可以采用缓慢

升温火灾曲线评价此类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

C．4电力火灾升温曲线

在某些实际情况下，如在电站、输配电设施或有机高聚物材料加工与贮存场所中，建筑构件可能经

受以有机高聚物材料为主要燃料的火灾，此类火灾可称为电力火灾，其升温条件比GB／T 9978．1规定

的标准纤维类火灾更严酷，而比碳氢(Hc)火灾要缓和。因此，可以采用电力火灾升温曲线评价构件的

耐火性能。

C．5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

在某些实际情况下，如城市地铁、公路、铁路沿线的全封闭隧道内，结构构件可能经受的火灾有较强

的特殊性，火灾初期短时间内急剧升温，然后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下降至环境温度，此类火灾升温曲线称

为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因此，采用隧道火灾RABT-ZTV升温曲线评价构件的耐火性能更

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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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喷水冲击试验应用时机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喷水冲击试验应用指南

在实际火场灭火救援时，建筑分隔构件可能会受到消防水龙的喷水冲击作用，从而增加了建筑分隔

构件完整性提前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设计建筑分隔构件时可以考虑其抵抗喷水冲击的能力。

建筑分隔构件所涉及的种类有防火墙、防火隔墙、防火门、防火卷帘、防火窗、楼板等。当上述构件在按

照GB／T 9978．1规定的耐火试验方法进行耐火试验时，可根据需要附加喷水冲击试验。

D．2喷水冲击试验结果判定方法

喷水冲击试验结果的判定方法，一般在其他标准(如产品标准)中进行规定，可包括以下内容：

a) 在喷水冲击试验过程中，记录试件出现垮塌、穿透性开口的时间，若此时问未达到规定的时间，

喷水冲击试验即可终止，可认为试件的喷水冲击试验不合格；

b) 如果试验过程中未出现上述情况，则喷水冲击试验达到规定的时间结束后，可测量构件的变

形以及所安装配件的牢固度情况，以此判定试验结果是否合格。

D．3喷水冲击试验的试验报告

如需要对喷水冲击试验出具试验报告，则试验报告内容可包括：

a)试验依据的标准编号；

b)试件结构细节的描述，包括规格尺寸等；

c)试件的耐火试验时间；

d)喷水压力、喷水时间；

e) 喷水冲击试验的结果信息，包括有关试件出现垮塌、穿透性开口的时间和变形结果的测量与观

察、安装配件出现脱落的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