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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SO22007-2:2008《塑料 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的测试法 第2部

分:瞬态平面热源法 (HotDisk)》编制,与ISO22007-2:2008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构配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4)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湖北中精衡建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天

津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赤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凯戈纳斯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建设工

程质量第四检测所、天津军星管业集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沈阳紫微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中永成建筑工程检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远博恒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

建设工程质量第六检测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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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彩清、刘亚红、吴晓芬、彭昌海、朱群志、张剑、张俊、王铭新、岳爱敏、梁贵才、王良波、王济宁、王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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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材料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

瞬态平面热源测试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用材料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平面热源测试法的术语和定义、符号、试验原理和

装置、试验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用各向同性材料及单轴异性材料的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测试,测试范围分别

为0.01W/(m·K)<λ<500W/(m·K)和5×10-8m2/s≤a≤10-4m2/s;试验温度范围为-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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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2007-1 塑料 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的测试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Plastics—Determi-
nationofthermalconductivityandthermaldiffusivity—Part1:Generalprinciples)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ISO2200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和定义

3.1.1
测试总时间 totalmeasuringtime
测试时施加恒定直流电的时间,即测试样品时的设置时间。

3.1.2
计算时间 timewindow
测试总时间中用于试验数据分析的时间段。

3.1.3
探测深度 probingdepth
探头放热后,样品中检测到的热脉冲沿热流方向达到的最大距离。

3.1.4
单轴异性样品 uniaxialanisotropicbulkspecimens
在x 轴与y 轴确定的平面内热性能相同,沿z 轴方向热性能与x 轴、y 轴热性能不同的各向异性

材料,例如木材等。

3.1.5
块状样品 bulkspecimens
厚度大于10mm,至少有一面为平面的材料。

1

GB/T32064—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