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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工程不断规模化发展,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成为建筑工程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普

遍关注。因此,建筑工程企业要给予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检测过程中,基于诸多方面因素所制约,

致使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检测存在诸多问题,为了能够解决当前这些问题,就需要有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积极采取相应的

解决措施,提高其检测结果,使其为外保温材料的使用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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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建筑武火灾事故不断频繁发生,国

家及相关部门要对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防火性能给予足够的

重视。建筑工程企业要逐渐改变传统的思想,由以往注重防

火救火层面转向深层次研究,给予火灾发生带来的影响。需

要加强对建筑外墙保温材料防火性能进行研究。目前国内未

能够引起对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重视,导致建筑工

程施工过程中所选用的材料防火等级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

极大的降低了其防火性能,为建筑物留下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建筑物发生火灾的几率。 

1 建筑材料及其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分析 

国标《建筑材料及其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对材料燃烧性

能作出了明确的等级划分[1],大致可分为以下七个等级：即

A1、A2、B、C、D、E、F；在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

过程中,要严格 GB8624-2012 分级标准,分别对其规定的项

目作出全面检测。在实际的检测过程中,主要包括 A1 级材料

与 A2 级材料、B级难燃材料与 C级难燃材料、D级可燃材料

与 E级可燃材料三大类型。相关检测人员在对当前这三类材

料燃烧性能进行检测时,不但要求相关检测人员具备较好的

检测水平,熟悉整个基本的业务流程,而且要具备较强工作

责任心。与此同时,在对当前这些材料进行检测的过程中,

各种试验标准都会对试验方法、环境、样品等因素提出较高

的要求,以此来保证检测参数的准确性。 

2 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存在的问题 

2.1 A1 级材料检测存在的问题 

基于 A1 级材料存在的问题,通常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问题。例如发泡板、复合水泥、及岩棉板等问题,根据相关

数据调查显示：在 A1 级材料性能检测过程中,通常会存在诸

多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在热值检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选择

的数值过大；热值检测时间没有得到严格的控制,经常出现

检测时间过长,并且检测效率普遍不高；除了以上两点问题

以外,还包括在进行热值试验时,样品不充足；无机保温砂浆

中,出现闪燃现象[2]。 

2.2 可燃材料检测存在的问题 

对于 B 级与 C 级难燃材料而言,存在诸多种类的燃烧性

较高的材料,其中主要包括复合聚氨酯、EPS 等材料。而

GB8624-2006 分级标准中对 B级与 C级难燃材料作出了明确

的规定,要求此类材料要达到 GB/T8626《建筑材料可燃性试

验方法》与 GB/T20284《建筑材料或制品的单体燃烧试验》

要求[3],根据当前这些难燃材料调查研究表明：在 B 级与 C

级难燃材料等等级材料进行检测时,存在诸多方面影响其检

测精度的因素,致使检测精度难以得到基本保障,具体概括

为以下几点内容：检测样品位置是否准确；样品安装是否合

理；样品点火位置是否正确；燃烧器使用状态是否正常；实

验仪器、气体分析仪器等是否达到标准,如若不能够控制好

以下这些影响因素,则必然会降低检测的精度。 

3 建筑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A1 级材料检测的优化措施 

基于 A1 级材料检测存在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可采用以

下方法进行应对:其一,在检测热值的过程中,需要将检测仪

器安置在标准的实验室中,而实验室的规格要满足以下标

准：①实验室处于地下室内；②避免阳光照射；③防治冷热

风源影响。其二,在实际的热值检测中,如若存在检测时间较

长等现象,则待到完成样品检验后,当内筒水温度达到指定

的值基本要求时,方可进行相关试验。在热值检测时,极有可

能出现两种情况,即内筒与外筒内水温可能升高或者降低,无

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将会对检测的数值造成严重的影响。为了

能够解决当前这一问题,需要在实验室内部安置一台电冰箱,

将水冻成冰,同时要调整好实验前后热值外筒的温差,将其严

格控制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使其达到相关标准规定。只有保证

外筒与内筒调节时间过长问题得到解决,才能够提高检测的

效率。其三,在具体的实验过程中,诸多无机保温材料可能出

现短暂的燃烧现象。基于当前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判断是否

存在闪燃现象、或者持续燃烧现象,然后根据实际的判断结

果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其四,在进行热值试验时,样品燃烧

不完全是常见的现象,如若出现当前这种现象,则数据检测

的准确性将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对于燃烧不完全现象,往

往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解决。预先对研磨样品剪切成为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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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然后在将这些小颗粒进行研磨。此外,在热值检测试验

过程中,通常可以提高助燃剂的掺合量,以此来提高样品检

测强度。 

3.2 加强 B级与 C级难燃材料与 D级材料检测 

单体燃烧试验方法(SBI)试验原理与 ISO9705 的墙角火

试验方法,或者 GB/T16172-2007 的热释放速率试验方法相

同[4]。综上以上三种方法来讲,都采用了耗氧原理。其中可

以严格控制样品的尺寸,其长翼控制在 1000m×1500mm；段

翼为 1500mm×500mm；成角至于样品架内。为了加强单体燃

烧试验,其检测精度需要采取以下方法：其一,由于样品尺寸

与实际工程采用的模数出现严重不符,因此不能够对其进行

拼接操作。根据实际工程尺寸要求,需要对样品尺寸进行裁

剪。在金属拼接构件的设置过程中,由于铁钉加工与贴片极

有可能形成订书形状,基于此情况下,需要严格执行相关标

准规范对样品进行拼接。尤其对于制造金属而言,需要充分

保证样品的紧密度。在样品两翼的安装过程中,必须严格执

行垂直卡紧的相关要求进行安装作业,确保样品安装的准确

性。其二,在单体燃烧试验方法(SBI)循环试验过程中,需要

严格遵守校准程序展开试验,而此项试验对相关试验人员具

有较高的标准,相关检测人员要严格执行检测要求开展相关

工作,定期对检测仪器的气体流量作出全面检测,确保气体

达到相关标准规定。同时还需要给予设备的过滤情况给予足

够的重视,并根据实际的检查结果,适当作出相应的调整。除

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对取样管道与观察阀件进行检查,通过

相应作出相应的检查,有助于及时排除相关不缺定因素。其

三,在 SBI 装置中,在燃烧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预先对朱燃

烧器进行检查,观察其是否存在堵塞滴露物的现象,确保气

体不会流出,进而提高试验数据的准确性。相对于 B 级材料

与C级材料而言,在进行SBI试验时,要保证所用滴落物的性

质达到试验标准。在实际的试验过程中,并未所有分级滴落

物都属于分级滴落物,只有保证滴落物的性质符合标准,才

能够确保试验的准确性。同时,在 SBI 试验中小推车中燃烧

物的清理过程中,需要在样品前装上干铺沙。通过当前这种

设置,有助于后续燃烧物的清理,进而提高清理的质量与效

率。其五,在对 D级材料进行检测时,如若不能够严格控制样

品的施火点,则部分较厚的材料将会在施火中出现严重的偏

差。虽然这种偏差现象不会对试验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试验效果。相对对部分较薄的材料而

言,在对此部分样品进行检测时,相关试验人员必须严格控制

其点火位置,要保证其点火位置的准确性,同时还需要对火焰

高度进行很好的控制,以此来减少试验出现的误差[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强化对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燃烧性检测,对于

提高材料的防火性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助于降低建筑

物存在的隐患,提高建筑物的防火性能。因此,在建筑外墙保

温材料燃烧性检测过程中,相关检测人员必须做好各个环节

的检测工作,深入分析影响其检测结果的原因,并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应对。此外,在实际的检测过程中,其中任何环

节出现误差都将会影响着整个检测结果,因此要加强对整个

检测细节方面的管理,不断提高检测人员的专业水平,增强

检测意识,从而降低检测误差,进而全面提高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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