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9.020
K 04

1   4r m   M,CFIW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5169.20-2006/IEC/TS 60695-9-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0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方法概要和相关性

Fire hazard testing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art 20:Surface spread of flame-

        Summary and relevance of test methods

UEC/TS 60695-9-2:2001，Fire hazard testing-

      Part 9-2:Surface spread of flame-

Summary and relevance of test methods，IDT)

2006-03-14发布 2006-09-01实施

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馨矍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 布



GB/T 5169.20-2006/IEC/TS 60695-9-2:2001

目 次

前言 ················································1················································。·············...⋯⋯ I

引言 ············。····································，·······························································⋯⋯ m

I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I

4 已出版的试验方法概要 ······················，·········，·································。·，·················一 ‘·I

参考文献······················，···················································。··，·································⋯⋯ 8



GB/T 5169.20-2006/,IEC/TS 60695-9-2:2001

.J日‘ .J肠.

月呀 吕

GB/T 5169《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目前包括以下18个部分:

- GB/T 5169.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着火试验术语(idt IEC 60695-4:1993)

- GB/T 5169. 2-2002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总则(GEC

      60695-1-1:1999，IDT)

- GB/T 5169.3-200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3部分:电子元件着火危险评定技术

    要求和试验规范制定导则(IEC 60695-1-2:1982,IDT)

- GB/T 5169. 5-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第2篇:针焰试验

      Gdt IEC 60695-2-2:1991)

- GB/T 5169. 6-198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用发热器的不良接触试验方法(eqv IEC

      60695-2-3:1984)

- GB/T 5169. 7-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扩散型和预混合型火焰试验

    方法(idt IEC 60695-2-4/0:1991)

- GB/T 5169. 9-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9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  预选试

    验规程的使用(IEC 60695-1-30:2002,IDT)

- GB/T 5169.10-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灼热丝试验方法  总则(idt

      IEC 60695-2-1/0:1994)

- GB/T 5169.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试验和导则
      Odt IEC 60695-2-1/1:1994)

- GB/T 5169.12-1999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

      Gdt IEC 60695-2-1/2:1994)

- GB/T 5169.13-1999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起燃性试验
      Gdt IEC 60695-2-1/3:1994)

- GB/T 5169.14-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1 kW标称试验火焰和导则

      (idt IEC 60695-2-4/1:1991)

- GB/Z 5169.15-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500 w标称预混合型试验

    火焰和导则(idt IEC 60695-2-4/2:1994)

- GB/T 5169.16-2002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50 w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

    方法(IEC 60695-11-10:1999,IDT)

- GB/T 5169.17-2002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7部分:500 W火焰试验方法(IEC

      60695-11-20:1999，IDT)

- GB/T 5169.18-200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8部分:将电工电子产品的火灾中

    毒危险减至最小的导则  总则(IEC 60695-7-1:1993,IDT)

- GB/T 5169.19-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9部分:非正常热 模压应力释放

    变形试验GEC 60695-10-3:2002,IDT)

- GB/T 5169.20-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0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方法

    概要和相关性(IEC/TS 60695-9-2:2001,IDT)

GB/T 5169.20是GB/T 5169《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脸》的第20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TS 60695-9-2:2001((着火危险试验 第9-2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方法概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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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相关性))(英文版)，但按GB/T 20000. 2-200H标准化工作指南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
的4. 2b)和5.2的规定作了少量编辑性修改。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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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三 笼誓
J I 片刁

    由于火灾产生热量(热效危险)、毒性和腐蚀性气体、烟雾(非热效危险)，会对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

威胁。一着火危险随着火焰前端移出起燃区域而增加，从而导致最终可能引起轰燃的完全燃烧。这是建

筑物火灾中典型的火情。

    由于火焰和外部热源产生的热量而使材料表面上产生热解前沿，导致在火焰前沿的前面发生超出

起燃区域火焰表面蔓延。

    火焰表面蔓延的速率是火焰前端通过的距离除以经过该距离所用的时间。火焰表面蔓延的速率取

决于这样一些因素:例如外部供给的热量和/或超出起燃区域的燃烧材料的火焰产生的热量及易燃程度

(包括起燃温度、密度、比热、材料的导热率)。火焰提供的热量取决于放热率、样品方位、空气流速以及

相对于火焰表面蔓延方向的气流方向。一般来说，材料表现出以下火焰表面蔓延特征之一:

    a) 无传播:起燃区域之外无火焰传播;

    b) 减速传播:火焰传播在到达材料表面的末端之前停止;

    C) 传播:火焰传播超出起燃区域并覆盖了材料的整个表面。

    用于描述火焰表面蔓延特征的那些材料属性，与表面预热和热解、蒸气的产生、蒸气和空气的混合、

起燃、混合物的燃烧及热量产生和燃烧产物有关。用阻燃剂和表面处理来降低火焰表面蔓延。

    评估材料的火焰表面蔓延特征需要考虑的因素是:

    a) 火情(垂直/水平、通风等);

    b) 测量方法;

    c) 所得结果的使用和解释。

    其他重要的特征，如可起燃性、烟雾遮蔽、燃烧产物的毒性和腐蚀性，被GB/T 5169和IEC 60695

系列的其他部分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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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0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方法概要和相关性

范围

    GB/T 5169的本部分介绍了用于测定电工电子产品或其所用材料表面火焰蔓延的各种试验方法

的概要。

    本部分陈述了当前各种试验方法的进展情况，在适当的地方，还对这些试验方法的相关性和用途作

了特殊的说明。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编写自己的出版物时，凡是适用之处都要利用这些基本安全

出版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B/T 5169的本部分的弓，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弓，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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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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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
    GB/T 5169.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着火试验术语(idt IEC 60695-4:1993)

    IIEC 60695-9-1-1998 着火危险试验 第9-1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总则

    IEC导则104: 1997 安全出版物的编写和基本安全出版物与团体安全出版物的使用

    ISO/IEC 13943:2000 消防安全  词汇

术语和定义

    这些试验方法涉及固体电绝缘材料，并打算用作当这些材料暴露于起燃源时其性能的初步指

试验结果可用来检验材料特性的一致性并指示出绝缘材料的研制进展情况以及各种材料的对【

分类。

示。

匕和

相对小的试样为长125 mm,宽13 mm、厚不大于13 mm.

，.3 试验方法

这些试验涉及把一个起燃源施加到一个水平或垂直的试样上并测量燃烧长度或燃烧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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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重复性和再现性

    试验数据在GB/T 5169.16-2002仁1]的附录A和附录B及GB/T 5169.17-2002[2〕的附录A中

可以得到。

4.1.1.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这些试验方法用于材料的预选、质量控制和产品评估。它们不适用于评估设备所有项目的着火特

性和着火危险，因为绝缘系统的大小、设计和对临近金属部件的热传递等，较大地影响了所用电气绝缘

材料的可燃性。

4.1.1.6 相关标准

    GB/T 5169.16-2002[l]

    GB/T 5169,17-----L2002E2」

    IEC 60707:1999E31

4.1.2 电缆垂直燃烧试验- A

4.1.2.1 目的和原理

    该试验方法规定了一个在着火条件下测试单根垂直电线或电缆的方法。将垂直的试样在合适的试

验箱中暴露于气体燃烧器并测量其损坏性传播。

    由于使用延缓火焰传播并符合该标准要求的绝缘电线或电缆，本身并不足以在所有安装条件下来

阻止火焰传播，因此建议在火焰传播风险很高的区域，例如长期垂直运行的成束电缆，还应采取特殊的

安装预防措施。

    这个规定的试验方法不适用于测试直径小于0. 8 mm或截面小于0. 5 mm“的细导线，因为在试验

完成之前导线会熔化。该标准包括符合性要求。

    不能假定因电缆试验样品符合该标准中所要求的性能，成束电缆就会表现出相似的特性。

4.1.2.2 试样

    试样是一段长度为600 mm士25 mm的成品电线或电缆。

4.1.2.3 试验方法

    在一个三面金属隔板中用两个支架将试样保持在垂直位置。用校准过的燃烧器点燃试样，连续地

施加火焰达一段时间，该时间与试样的外径有关。记录试样被损坏的长度。

4.1.2.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的数据。

4.1.2.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该方法是通过测量烧焦长度来确定燃烧的程度。

4.1.2.6相关标准
    GB/T 18380. 1一2001E41

4.1.3 电缆垂直燃烧试验- B

4.1.3.1 目的和原理

    当垂直燃烧试验A规定的方法不适用于在火焰施加期间可能会熔化的某些细导线时，该试验方法

规定了在着火条件下测试小直径绝缘电线的方法。将垂直的试样在无气流的试验箱中暴露于一个气体

燃烧器并测量其损坏性传播。

    该标准包括符合性的要求。

    使用符合该标准的绝缘线，本身并不足以在所有安装条件下阻止火焰传播。当传播的风险很高时，

例如成束电缆长期垂直运行，不能假定因电缆试验样品符合该标准中所要求的性能，成束电缆就会表现

出相似的特性。
4.1.3.2 试样

    试样是一条经处理的铜线或电缆，长600 mm士25 mrn，固体铜导体的直径为。.4 mm-0. 8 mm，标
  2



GB/T5169、20一2006/IEC/竹 60695一9一2:2001

准导线的横截面积为。。1 mm，一0.sm耐。
4.1，3.3 试验方法

    在三面金属隔板内用两个支架将试样保持在垂直位置。在试样的下部施加SN/mmZ的负载。用

经校准的燃烧器点燃试样，连续施加火焰最长时间为205，之后记录试样被损坏的长度。 _

4.1.3.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的数据。

4.1.3.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该方法是通过测量烧焦长度来确定燃烧的程度。

4.1.3.6 相关标准

IEC 60332一2:1989[5]

4.1.4 飞机材料垂直燃烧试验— C

4.1.4.1目的和原理

    FAR25.869:1999臼〕给出了对电气系统元件的各种要求·安装在飞机机身任一区域的电线和电
缆上的绝缘体，当按照FAR25附录F第1部分中所描述的一个60’本生灯燃烧器试验进行测试时，应

自动熄灭。

  对乘务员舱和乘客舱中使用的材料和部件的各种要求在FAR25，853:1999郎〕中给出。当按照
FAR25附录F第1部分中所描述的一个垂直本生灯燃烧器试验进行测试时，电气导管应自动熄灭。

妇·伙一试样 _    垂直本生灯试验的试样的尺寸至少为宽50mm、长30，smm，除非飞机上实际使用的尺寸还要小。

试样厚度不应大于适合飞机使用的最小厚度。
    60“本生灯试验的试样是一段电线或电缆。标准规格应与飞机上使用的一致。

4.1.4.3 试验方法

    这些试验包括把一个起燃源施加到60。或垂直的试样上，然后测量或记录燃烧时间、燃烧长度和滴
落物的燃烧时间(如果有的话)。

    对电气导管施加火焰12，，对电线电缆施加火焰30，。

4.1.4.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的数据。

4.1 .4.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这些试验方法主要用于航空工业中轻型装置的材料的预选、质量控制和产品评估。

4.飞.4.6 相关标准

    FAR 25:1 999〔6〕

4.1 .5 公路车辆材料的水平燃烧速率

4.1.5.1 目的和原理

    该试验方法是用于测定公路车辆的车厢使用的材料的水平燃烧速率。它用于测定火焰是否熄灭以

及火焰通过被测距离所需要的时间。

    该标准包括符合性的要求。

4，1.5.2 试样

    试样的尺寸为:356 mmx100 moxd mm，厚度d与被测产品厚度一致，但不应大于13mm。

4.1 .5。3 试验方法

    试验期间，应对至少5个水平安装在专用燃烧室内的规定试样夹中的试样进行试验。气体燃烧器

是一个9.5 mm的本生灯。火焰高度是38 mm，燃烧器顶部在试样底边下面19 mm处。测量燃烧速

率B，测量单位为mm/min。

    在一个燃烧室内，将试样夹持在U形夹具中，并暴露在规定的低能量火焰的作用下达155，且火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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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在试样的自由端。

4.1.5.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一的数据。 -

4.1.5.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大部分汽车制造商需要将本试验应用于内部材料。

4.1.5.6 相关标准

    ISO 3795:1989[7]

4.2 大规模燃烧试验

    许多大规模燃烧试验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尤其针对电缆的燃烧特性。这里给出了最常用的方法。

4.2. 1 电缆垂直燃烧试验

4.2.1.1 目的和原理

    该试验是用于评估绝缘导体或电缆的阻燃性。要测量垂直试样的损坏程度。在通风的试验箱中将

试样暴露在规定的电炉瘩成的热环境中，并且带有一个起燃火焰。
4.2.1.2 试样

    每个试样是由一根还是多根芯线或电缆构成，这要根据被测的芯线或电缆的直径来确定，其长度不

应小于1 600 mm,

    试样是一段(多段)芯线、电力、通信或光纤电缆。
4.2.1.3 试验方法

    试验在玻璃箱中进行。玻璃箱是由轴对称安装在玻璃箱顶部的一个排气扇和侧面底部的两个狭缝

进行通风的。校准排气系统以(120士10)mm/ min的流速通过电炉的中心。两个丙烷燃烧器用来点燃

任何可燃的燃烧产物。

    校准电炉，使长50 mm、直径25 m二的纯铜圆柱体内部的温变率达到(3.3士。. DK/s,

    用两个套筒钩把试样保持在拉紧状态。点燃引燃火焰，并把电炉放在试验位置，接通排气系统的

开关。

    10 min后断开排气开关I min，之后再次接通。合计30 min后，断开电炉。熄灭引燃火焰，如果必

要，允许试样在一段时间后熄灭。然后记录试样的损坏长度。

4.2.1.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的数据。

4.2.1.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该试验方法用于测定烧焦段的长度。
4.2.1.6 相关标准

    NF C 32-070:2001仁8]

4.2.2 电缆垂直燃烧试验(钢梯)

    一些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以该方法为基础[9〕,[1叼'[11」和[12〕 }

4.2.2.1 目的和原理

    该试验方法用于评估垂直安装的电缆的火焰表面蔓延。

    将电缆垂直安装在钢梯上，并用气体燃烧器或电炉点燃电缆。测量火焰蔓延、熔化和/或烧焦长度。

4.2.2.2 试样

    试样是多段电源、通信或光纤电缆。

4.2.2,3 试验方法

    用放置在垂直电缆钢梯底部的丙烷气体燃烧器或电炉点燃适当捆扎布置的试样。根据选定的试验

方法，测量可见的火焰蔓延、熔化或烧焦长度。



GB/T 5169.20-2006/IEC/TS 60695-9-2:2001

4.2.2.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的数据。

4.2.2.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一些国家用这些试验方法测定火焰蔓延或(用于描述火焰蔓延的)烧焦长度。

    由这些试验得到的数据可作为评估对总着火危险所起的作用的输人数据，还可用于研究和产品

开发。

4.2.2.6 相关标准

    各种垂直钢梯试验方法的概要和对照见表1 .

                          表 1各种垂直钢梯试验方法的概要和对照

IEEE 383

  [13〕

UL 1581

  [14]

  ICEA

T-29-520

  [15]

CSA-FT4

  [16〕

IEEE1202

  仁17〕

UL 1685-

  [18]

UL 1581

  [14]-

UL 1685

  [18]/

CSA-FT4

  [161b

    IEC

6G332-3-10

  [211-

  CEI

20-00/2

  [23]

燃烧器功率/

kW(近似)

21 62 21 21 21 21 21 301

火 焰 施 加 时

间/min

20 20 20 20 20 20 20,409 6   01,k

备用能源 油布(oily

  rag)   d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燃烧器布置“  之后

605 mm

75 m rn'

  之后

300 m m

200 m m

  之前

300 mm

75 m m

  之前

305 mm

75 mm

  之后

457 mm

75 m m

  之前

457 mm

75 mm

  之前

600 m m

75 mm

之前和之后

  200 mm

  50 MMk

燃烧器角度 水平 水平 向上 20' 向上 20' 水平 向上20' 水平 水平

钢梯长度/m 2.44 2.4 3.0 3.0 2.4 2.4 3.5 4,5

钢梯宽度/m 0.305 0.3 0.3 0.3 0.3 0.3 0.5或 0.8 0.5

试样长度/m 2.4 2.4 2.3 2.3 2.4 2.4 3.5 4.5

试样宽度/m

及安装方式

  0.15

仅是前端

0.15  0.25

仅是前端

  0.25

仅是前端

  0.15

仅是前端 仅是前端

0.30/0.60

  前端或

  前后端“

  0.20

前后端

需 要 捆 扎 的

电缆

无 无 若直径小于

  13 mm

若直径小于

  13 mm

无 若直径小于

  13 mm

若CSA小于

  35 mm"

暗装(平装)，

  无间隔

规 定 的 试 验

罩子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要求 的 空 气

流速

无可用

数据

无可用

数据

>0. 17 rYO/s0. 65 M, IS 5M3 IS 5 m   3   IS 0. 08 M3/S0. 167 rr}/s

要求的试验运

行次数

3 2 2 2 X 2' I I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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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IEEE 383

  L13]

UL 1581

  [14〕

  ICEA

T-29-520

  F15〕

CSA-FT4

  F161

IEEE1202

  E17〕

UL 1685

  [181

UL 1581

  E14]'

UL 1685

  E18]/

CSA-FT4

  E161b

    IEC

60332-3-10

  E21]-

  CEI

20-00/2

  E23〕

自末端算起的

最大烧焦长

度/m

2.4 2.4   1   1. 786' } 1. 786' 2.4 } 1. 786'

一 “该版本与UL 1581 -19fiP用，等同于ASTM D 5424 F19]和ASTM D 5537厂201，只是ASTM没有故障标准。

一 b该版本与CSA-FT4一起使用，等同千ASTM D 5424F19]和ASTM D 5537 F201，只是ASTM没有故障标准。

一 .c底部上方的高度 ，自试样表面起的距离。

l d仅对IEEE 383版本有效，对UL 1581版本无效。

， e该尺寸在UL 1581版本中是457 mm,

一 f分别对应试样的两个不同尺寸。

， g C类时间是20 min,A类和B类是40 min.

    h取决于电缆负载总量。

    i 1.5M的烧焦长度是从燃烧器的水平顶点起测量。

    i电烘箱，两个金属辐射板(500 mrnX 500 mm)，无火焰。

    k起燃源是放在离电缆表面一个最小的距离的一个电烘箱。

    I参考IEC 60332-3有关部分进行安装。

    " BS 6853少2〕提出该试验，例外的是按照一系列公式准备试样，在这些公式中测定试验排列特性中所用的唯一

      参数是最小电缆直径·电缆束的叹堕摹保证电缤杰史介间的距离筹孟两倍的标称电煞烹真径。 ⋯11..11-川二
4.2.3 电缆垂直燃烧试验(升降机)

4.2.3. 1 目的和原理

    该方法用于评估经过升降机井的楼层之间的火焰。

    垂直安装电缆并用气体燃烧器点燃。火焰蔓延被直观地监控，和通过对上一层楼板的温度测量来

监控。

4.2.3.2 试样

    试样是多段电力、通信或光纤电缆。

4.2.3.3 试验方法
    将试样垂直安装在一个模拟升降机井上并用丙烷气体燃烧器将其点燃。监控可见的火焰蔓延和试

验箱上部的温度。

4.2,3.4 重复性和再现性

    没有可利用的数据。

4.2.3.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该试验方法用于测定火焰蔓延或温度上升，以便规定相应的要求。

    由这些试验得到的数据可以作为评估对总着火危险所起的作用的输入数据，还可用于研究和产品

开发。

4.2.3.6 相关标准

    UL 1666:1997E24〕

4.2.4 电缆水平火焰蔓延试验

    一些国家标准是以该方法为基础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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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 目的和原理

    该试验方法提供了对打算用于水平隐蔽空间的电缆其火焰表面蔓延的测量。

    点燃试样并测量火焰的表面蔓延。

4.2.4.2 试样

    试样由多段电缆构成。这些试样通常是数字通信电缆或光纤电缆。

4.2.4.3 试验方法

    将试样并排布置呈单层形式，跨越梯子的全部宽度并用气体燃烧器点燃。
    通过测量火焰前端穿越以一定距离间隔开的那些窗口的移动距离来测定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的持续时间是20 min,
4.2.4.4 重复性和再现性

    多个试验室之间进行的罗宾(Robin)评估试验正在进行中。

4.2.4.5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

    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该试验方法用来测定火焰蔓延，以便规定相应的要求。

    由这些试验得到的数据可作为评估对总着火危险所起的作用的输人数据，还可用于研究和产品

开发。

4.2.4.6 相关标准

    NFPA 262:1994[25〕

    UL 910:199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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