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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0671—2008《固体材料产烟的比光密度试验方法》,与GB/T10671—2008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适用材料的种类(见第1章);

b) 增加了“烟暗化指数”的术语和定义(见3.7);

c) 增加了辐照度为50kW/m2 的试验要求,并将试样总量的下限由6个改为9个(见7.2.2);

d) 调整了试验前准备的顺序,将辐射炉改为辐射锥,删除了透光率仪表相关内容,增加了气密性

检查步骤(见8.1,2008年版的8.1);

e) 删除了透光率与比光密度对照的内容(见2008年版的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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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材料产烟的比光密度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材料产烟的比光密度的原理、试验设备、试样、试验程序、试验结果的评定和计算

以及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在无焰模式或火焰模式条件下,复合材料、橡胶、泡沫、涂料、胶黏剂、薄型材料、绝缘

线等固体材料产烟的比光密度的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透光率 lighttransmittance
透射光通量(F)与入射光通量(F0)比值的百分数。

3.2 
比光密度 specificopticaldensity
在一定容积的试验箱中,试样燃烧产生烟雾的过程中,测定通过烟层之后光量衰减的程度,推导出

相应的光密度。
注:材料燃烧产生烟雾的一种量度,亦可称为烟密度。

3.3 
最大比光密度 maximumspecificopticaldensity
试验期间透光率最小时的比光密度。
注:亦可称为最大烟密度。

3.4 
临界比光密度 criticalspecificopticaldensity
透光率为75%时的比光密度。

3.5 
无焰模式 noflamingexposure
用辐射锥对垂直安装的试样表面进行辐照度平均值为25kW/m2 或50kW/m2 的加热方式。

3.6 
火焰模式 flamingexposure
在无焰模式基础上,在试样前安装燃烧器,使火焰直接灼烧试样的加热方式。

3.7 
烟暗化指数 smokeobscurationindex;SOI
达到临界比光密度时烟气总量与产烟速率的综合指数。

1

GB/T10671—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