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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９９７８《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分为如下若干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耐火试验炉的校准；

———第３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数据应用注释；

———第４部分：承重垂直分隔构件的特殊要求；

———第５部分：承重水平分隔构件的特殊要求；

———第６部分：梁的特殊要求；

———第７部分：柱的特殊要求；

———第８部分：非承重垂直分隔构件的特殊要求；

———第９部分：非承重吊顶构件的特殊要求；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９９７８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１９９４《耐火试验　建筑构件　第３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数据应用

注释》（英文版）。

本部分根据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１９９４重新起草。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部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

１９９４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１９９４时，本部分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入

正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Ｂ中给出了这些技术性差异及

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为便于使用，对应于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１９９４，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ＩＳＯ８３４本部分”修改为“ＧＢ／Ｔ９９７８本部分”；

———用小数点“．”代替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１９９４中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规范性引用文件“ＩＳＯ８３４１：”修改为“ＧＢ／Ｔ９９７８．１—”；

———删除ＩＳＯ／ＴＲ８３４３：１９９４的前言。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８）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韩伟平、赵华利、王颖、黄伟、李博、安冰、李希全、阮涛、刁晓亮、俞颖飞、董学京、

白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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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数据应用注释

１　范围

ＧＢ／Ｔ９９７８本部分提供的信息是建议性的，目的是为耐火试验方法和试验数据的应用提供指南。

ＧＢ／Ｔ９９７８本部分也确定了将来的修订版可能通过研究而获得改进的内容，如：与试件组件性能

相关的试验现象及其与实际建筑结构之间的关系，与试验仪器和试验方法相关的技术。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９９７８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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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９０７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１）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ＳＯ８３４１：１９９９，ＭＯＤ）

１）　该标准将在整合修订ＧＢ／Ｔ５９０７—１９８６、ＧＢ／Ｔ１４１０７—１９９３和ＧＢ／Ｔ１６２８３—１９９６的基础上，以《消防词汇》为

总标题，分为５个部分。其中，第２部分为ＧＢ／Ｔ５９０７．２《消防词汇　第２部分：火灾安全词汇》，将修改采用

ＩＳＯ１３９４３：２０００。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９０７和ＧＢ／Ｔ９９７８．１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９９７８的本部分。

４　标准试验程序

４．１　概述

实际情况表明，对耐火试验的标准试验程序进行一些简化是必要的，以供所有实验室能在可控制条

件下进行试验，并使试验结果获得期望的可重复性和复现性。

某些可导致试验结果发生一定程度偏差的因素，未包含在标准试验程序规定的范围内，在这一点

上，材料与结构的不同变化显得尤其重要。已经在本部分中确定的其他因素，在标准使用者能够接受的

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标准使用者对这些因素给予适当的关注，就能够将试验程序的可重复性和复现性

提高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

４．２　加热模式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６．１．１描述的试验炉内标准升温曲线，与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使用的耐火试

验时间温度曲线基本一致。采用诸如在火场中观测到的已知熔点材料开始熔化的时间等作为参考因

素，该温度曲线与某些建筑火灾的实际火场温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标准升温曲线的实质是提供一个能合理代表火灾发生条件的标准试验环境条件，在该试验环境条

件下，可以比较建筑结构中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构件的耐火性能。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标准耐火试验环境

不一定代表了实际火灾发生的情况，也不一定表明建筑构件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的耐火性能就是在

真实火灾中的耐火性能。标准耐火试验只是在通常（正常）情况下，对建筑物的分隔构件和结构构件的

耐火性能进行等级划分。此外，耐火性能只与标准耐火试验的持续时间有关，与实际火灾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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