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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 2014 年度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修订的国家标准之一，项目计

划编号为“201405-GB-312”。

2、主编、参编单位情况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

定中心、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喜利得（上

海）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广东黑卫防火技术有限公司、嵊州电缆防火附件

厂、江苏欣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天府防火材料有限公司。标准起草单位具

体情况如下：

a)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挂靠在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是

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应急管理部批准建立, 于 1987 年经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正式验收并授权成为全国首批具有第三方公正性地位的法定的国家

级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拥有雄厚的技术专业能力和相应的资源配置。本次

申请修订的防火封堵材料产品，早在 1997 年已获国家认监委授权承担该产品的各

类检验工作。检测中心能对标准修订提供技术支持，也能提供做验证试验的各种条

件，技术人员经验丰富，对标准修订能提供有效的支持。该单位负责编制了本标准

的前两个版本 GA 161-1997、GB 23864-2009。

b)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作为防火封堵材料指定的自愿性认证机

构，对该产品的认证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

c)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主要参与标准技术内容的讨论，对标准修订提

供意见和建议。

d)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喜利得（上海）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黑卫防火技术有限公司、嵊州市电缆防火附件厂、江苏欣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四川天府防火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内、国际上专业生产防火封堵材料的知名企业，

在本标准中，这些参编生产企业主要负责提供验证试验所需的样品，并参与标准技

术内容的讨论，提供各类产品应用情况和技术资料给标准编制组参考。

3、起草工作过程

2015.05-2016.05 课题组向课题组成员、参编单位搜集标准修订的意见建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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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GB 23864防火封堵材料标准应用情况调查表”初稿，并经课题组充分讨论定

稿。

2016.06 课题组向课题组成员、参编单位、七分委各委员及部分通讯委员通过

电子邮件方式发送“GB 23864防火封堵材料标准应用情况调查表”，全面搜集标准

修订意见、建议。

2016.06-09 共收到反馈意见 8份，标准编制组对其进行整理。

2016.10.14 标准编制组四川所人员在质检中心鱼嘴会议室对“国家标准 GB

23864防火封堵材料调查意见统计表”逐条款进行了审议，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

行了讨论，初步形成了标准修改意见。

2016.11-2017.03，标准编制组通过前期工作，召开编制组、参编单位参加的讨

论会，初步确定标准修订方向，明确了 17条修订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组对需做

验证试验的搜集样品、进行验证试验，搜集、分析验证数据。

2016.05-2018.08 标准编制组对电缆及钢管贯穿物不同位置温升情况、采购阻燃

和不阻燃的电缆基材的绝缘层护套层氧指数、电缆绝缘层护套层不同氧指数情况下

温升情况、电力温升曲线下的耐火性能等进行了部分产品的验证性试验，收集了试

验数据。

2018.09标准编制组依据前期会议精神，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

明，并将稿件发予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技委委员及部分通讯委员，共

计给 50家单位发出了《征求意见稿》。

2018.10-2018.11标准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稿》反馈的意见，在查阅相关资料、

验证试验的基础上，逐条讨论并确定了回复意见，形成了送审稿。

2018年 11月 15日至 16日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火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TC113/SC7)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第五届六次年会。会议对《防火封堵材料》标准送

审稿逐条逐款进行了审查，与会委员及代表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并提出了相

关修改意见。会后，标准编制组依据审查纪要精神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并对

标准中某些文字笔误问题进行了修改。2019年 2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标准的《报

批稿》及本编制说明。

4、主要起草人的工作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有以下二十位，分别负责的工作如下：

张才：全面负责，统一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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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靖飞：全面协调各方面工作，全面负责标准修订涉及产品认证相关工作；

程道彬、聂涛：负责技术内容的审核；

姚建军、徐晓奕、曾绪斌、孟志：负责资料的收集、标准内容的编写、验证试

验；

汪爽、张林志、周晓勇：参与验证试验；

姚松经、刘方圆：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校对；

严玉、李翔、贾杰、王巍巍、丁其龙、孙佳、龚斌：提供产品市场应用资料和

验证试验用样品，参与验证试验。

二、编制原则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23864-2009 自 2009 年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实

施近 10 年来，对监督部门加强该类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和规范企业的生产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但现行标准中有些技术条款有待改进，如耐火性能基材电缆未规定其

详细的规格型号和性能参数，外观的规定不尽合理，耐腐蚀性试验方法未考虑电力

电缆荷载发热的工作环境条件等。此外，单一产品的耐火性能测试要求与国外先进

标准的要求不一致，难以配合建筑设计规范进行应用。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也发现

了一些问题，如在可能发生快速升温的环境，采用按建筑纤维类火灾进行测试的产

品便显得不合适。增加了目前市场比较关注的产烟毒性、烟密度、气密性、卤酸含

量作为一般规定（非强制），提倡低产烟毒性、低发烟量、气密性能良好、低卤酸

含量产品的市场应用，以期对市场有较好的引领作用。针对产品认证过程中监管部

门的反馈，建议消防类强制性标准应重点关注产品的燃烧性能、耐环境性能和耐火

性能，对于与安全和使用寿命关系不太密切的参数由企业自行进行质量控制，本标

准修订时考虑调整到一般要求中，并提供试验方法进行检测，如初凝时间、表观密

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膨胀性能等；对于不太重要的参数由企业在说明书中自

行申明和质量控制，如外观；对原标准执行以来从未发现过不合格的项目如抗跌落

性进行了取消。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新的材料产品，本次

修订新增加一类应用较好的产品“多组份封堵材料”，并规定了相应的性能参数要

求。对存在问题的内容，参考国外的相关资料以及验证试验的结果予以了修订，力

求在技术内容上与国外标准达成一致。对耐火性能除原标准中耐火完整性、耐火隔

热性必须同时满足的类别（EI 类）外，新增加一类仅满足耐火完整性（E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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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别，以应用于对耐火隔热性无要求的场所，可有效的降低成本，在该类耐火性

能检验时，记录其达到丧失隔热性的时间，并在检验报告中注明。

本标准在基本结构、条文编排和文字表达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本标准的计量单位和

符号、代号符合 GB 3100-3102《量和单位》的相关规定。

三、标准内容的修订

1、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1.1前言

为响应国务院“放、管、服”要求，更有利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和自愿性产

品认证工作的开展，本次修订把除燃烧性能、耐环境性能、耐火性能以外的其他有

必要规定技术要求的指标都纳入第 5章一般规定中，引领企业关注并在生产中控制

其产品的这部分性能，但不纳入强制性要求中。

1.2规范性引用文件

更新了标准如 GB/T 7019-2014，新增了因试验方法增加而需补充的引用标准如

GB/T 7106、GB 8624、GB/T 8626、GB/T 8627、GB/T 17650.1、GB/T 20285-2006、

GA 304-2012、GA/T 714-2007 等。

1.3术语和定义

新增了术语电缆贯穿率（管道贯穿率），对原标准附录 B.4 所用术语进行了定

义。

1.4分类

4.1.2 新增一个类型防火封堵材料“多组份封堵材料”，并对其进行了定义。

1.5标记

增加每种堵料的用途代号 K（孔洞）、F（缝隙）、S（塑料管道），新增多组份封

堵材料及其代号 DDK。

标记顺序增加火灾环境条件，修改了耐火性能级别代号（E:耐火完整性；EI：

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C:冲水试验。E、EI 代号参照 EN 13501-2:2007

（E）的规定要求），增加了封堵位置代号，并提供新的示例。

1.6要求

1.6.1一般要求（新增，非强制）

1.6.1.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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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国家标准修订立项答辩时专家组意见，建议消防类强制性标准应重点关注

产品的燃烧性能、耐环境性能和耐火性能，对于与安全和使用寿命关系不太密切的

参数由企业自行进行质量控制。本次修订把原标准中部分符合这项要求的理化性能

强制性条款修订为一般规定（不强制），如初凝时间、表观密度、抗压强度、抗弯

强度、膨胀性能等。对于不太重要的参数由企业在生产时进行质量控制，在说明书

中自行申明，如外观，本次修订取消了对此类项目的强制性要求。对原标准执行以

来从未发现过不合格的项目如抗跌落性进行了取消。增加了市场关注度高，但不是

所有类别产品均能满足要求的技术参数如产烟毒性、烟密度、气密性、卤酸含量，

提供标准的检测方法和指导性的技术要求，以期对市场有较好的引领作用。

表 1、防火封堵材料烟气毒性试验数据

序号 名称 烟气毒性危险分级 备注

1 无机堵料 1 AQ1

2 无机堵料 2 AQ1

3 无机堵料 3 AQ1

4 柔性有机堵料 1 AQ1

5 柔性有机堵料 2 AQ1

6 柔性有机堵料 3 AQ2

7 防火封堵板材 AQ1

8 防火密封胶 1 AQ2

9 防火密封胶 2 ZA1

10 防火密封胶 3 ZA2

11 阻火模块 1 AQ1

12 阻火模块 2 AQ1

13 缝隙封堵材料 1 ZA1

14 缝隙封堵材料 2 AQ2

15 缝隙封堵材料 3 AQ2

16 缝隙封堵材料 4 ZA2

17 阻火包带 1 AQ1

18 防火包带 2 ZA1

19 自粘性防火绕包带 3 ZA1

20 阻火包带 4 AQ2

21 多组份封堵材料 1 AQ2

22 多组份封堵材料 2 ZA1

23 多组份封堵材料 3 ZA3

24 多组份封堵材料 4 ZA1

25 泡沫封堵材料 1 AQ2

26 泡沫封堵材料 2 ZA1

27 泡沫封堵材料 3 ZA1

28 泡沫封堵材料 4 Z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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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生活环境和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增

加了严禁使用石棉及不允许防火封堵材料在实干后挥发刺激性气味气体要求。

1.6.1.3产烟毒性（新增，非强制）

在原标准实施期间，在耐火试验时发现部分防火封堵材料如部分低品质柔性有

机堵料在高温状态下产生烟气毒性较大，非常不利于火灾发生时人员的疏散逃生。

为防止火灾时防火封堵材料产生有毒烟气，对逃生人员产生二次伤害，特新增此要

求，其技术要求定为准安全二级（ZA2）。常见防火封堵材料烟气毒性验证数据见表

1。

1.6.1.4烟密度（新增，非强制）

表 2、防火封堵材料烟密度试验数据

序号 名称
烟密度

SDR
备注

1 柔性有机堵料 1 28
2 柔性有机堵料 2 32
3 柔性有机堵料 3 34
4 防火封堵板材 12
5 防火密封胶 1 37
6 防火密封胶 2 29
7 防火密封胶 3 33
8 阻火模块 1 33
9 阻火模块 2 27
10 缝隙封堵材料 1 31
11 缝隙封堵材料 2 24
12 缝隙封堵材料 3 26
13 缝隙封堵材料 4 34
14 阻火包带 1 45
15 防火包带 2 32
16 自粘性防火绕包带 3 31
17 阻火包带 4 35
18 多组份封堵材料 1 27
19 多组份封堵材料 2 31
20 多组份封堵材料 3 34
21 多组份封堵材料 4 38
22 泡沫封堵材料 1 31
23 泡沫封堵材料 2 33
24 泡沫封堵材料 3 28
25 泡沫封堵材料 4 34

在原标准实施期间，在耐火试验时发现部分防火封堵材料在高温状态下产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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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量较大，非常不利于火灾发生时人员的疏散逃生。为防止火灾时封堵材料产生大

量烟气，妨碍人员逃生，特新增加此要求，其技术要求定为烟密度等级 SDR 宜不大

于 35。验证试验数据见表 2。

1.6.1.5气密性（新增，非强制）

部分特殊环境下使用的防火封堵组件，要求其具有良好的隔绝烟气、灰尘作用，

保证一定区域内环境的洁净要求。需要验证其使用的防火封堵组件的气密性能，通

过成熟的试验方法测量其气密性，可为设计方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在规定条件下

漏气量不大于 3.5 m
3
/（m

2
·h）（相当于建筑外窗气密性 4级合格）时，认为其气密

性能符合要求。验证试验数据见表 3。

表 3、防火封堵组件气密性试验数据

序号 名称
气密性

m3/（m2·h）
备注

1 高密度硅酮电缆封堵系统 1 1.2 核电封堵

2 中密度硅酮电缆封堵系统 2 1.5 核电封堵

3 低密度硅酮电缆封堵系统 3 1.8 核电封堵

4 泡沫封堵系统 1 2.4 中国电信

5 泡沫封堵系统 2 2.1 中国电信

6 泡沫封堵系统 3 2.8 中国电信

7 阻火模块电缆封堵系统 1 0.8 中国移动

8 阻火模块电缆封堵系统 2 1.1 中国移动

9 阻火包（标准试件） 7.9

1.6.1.6卤酸含量（新增，非强制）

由于在实际工程中发现大量含卤的有机堵料会对电缆产生腐蚀。引起腐蚀的成

份主要是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中的卤族元素，堵料中游离的卤素受潮会生成次氯

酸，缓慢腐蚀电缆绝缘层。另外，电缆绝缘层本身大都含有卤素（其遇火形成的化

合物可以阻燃）在相似相溶原理的作用下，电缆绝缘层易产生溶胀，导致绝缘层与

电缆金属芯分离，从而使电缆失效。卤素除了腐蚀电缆外，在涉及计算机的行业、

微电子工业领域、电信行业，发生火灾时含卤的防火材料遇火会有氯化氢生成，由

于该气体是极好的导电体，其进入计算机后会直接导致短路, 从而引起计算控制系

统的瘫痪。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企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开发出了低卤或无卤的

防火封堵材料产品，但考虑到我国多数小型企业尚未认真考虑这一因素，在技术上

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次修订，增加作为非强制要求，为企业技术升级留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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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时机成熟后修订标准时把本条款纳入强制性要求。

卤酸含量宜不大于 10mg/g，一般认为卤酸含量不大于 5mg/g 可认为无卤，故无

必要采用 GB/T 17650.2 来测量 0～5 mg/g 范围内的卤酸含量。无机堵料不含卤素，

不做要求。缝隙封堵材料由于其使用时与电缆、钢质材料不接触，不做要求。验证

试验数据见表 4。

表 4、防火封堵材料卤酸含量试验数据

序号 名称
卤酸含量

mg/g
备注

1 柔性有机堵料 1 9
2 柔性有机堵料 2 7
3 柔性有机堵料 3 14
4 防火封堵板材 小于 5
5 防火密封胶 1 7
6 防火密封胶 2 9
7 防火密封胶 3 13
8 阻火模块 1 小于 5
9 阻火模块 2 小于 5
10 阻火包带 1 小于 5
11 防火包带 2 小于 5
12 自粘性防火绕包带 3 8
13 阻火包带 4 7
14 多组份封堵材料 1 小于 5
15 多组份封堵材料 2 小于 5
16 多组份封堵材料 3 小于 5
17 多组份封堵材料 4 小于 5
18 泡沫封堵材料 1 小于 5
19 泡沫封堵材料 2 小于 5
20 泡沫封堵材料 3 小于 5
21 泡沫封堵材料 4 小于 5

1.6.2耐火性能（修改，强制）

在原标准纤维类火灾曲线（用 FXH表示）基础上，增加电力火灾（用 FDL表示）

这一类火灾温升曲线。防火封堵材料通常应用于封堵各种贯穿物，电缆在其中占了

相当大的比例，而因电缆短路引起的火灾其升温速度大大快于标准纤维类火灾曲

线，因此有必要引入电力火灾曲线。

对耐火性能的判定，除原标准已有类型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用

EI 表示）外，增加一个类型只满足耐火完整性（用 E表示），以应用于对耐火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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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要求的场所，可有效的降低成本，在该类耐火性能检验时，记录其达到丧失隔

热性的时间，并在检验报告中注明。

1.6.3耐环境性能（修改，强制）

对原标准中的理化性能要求进行了分类，保留了耐久性有关的性能作为强制性

要求。

增加了新增类别“多组份封堵材料”的相应要求，验证试验数据见表 5。取消

了外观、抗跌落性要求，调整了初凝时间、表观密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膨胀

性能为一般规定（非强制）。

表 5 多组份封堵材料的耐环境性能

产品类别 多组份封堵材料

样品编号 1 2 3 4

腐蚀性

d
7d，无锈蚀、腐

蚀

7d，无锈蚀、腐

蚀

7d，无锈蚀、腐

蚀
7d，有腐蚀现象

耐水性

d
3d，不溶胀、不

开裂

3d，不溶胀、不

开裂

3d，不溶胀、不

开裂

3d，不溶胀、不

开裂

耐油性

d
≥3，不溶胀、

不开裂

≥3，不溶胀、

不开裂

≥3，不溶胀、

不开裂

≥3，不溶胀、

不开裂

耐湿热性

h
120h，不开裂、

不粉化

120h，不开裂、

不粉化

120h，不开裂、

不粉化

120h，不开裂、

不粉化

耐冻融循环

次

15次，不开裂、

不粉化

15次，不开裂、

不粉化

15次，不开裂、

不粉化

15次，不开裂、

不粉化

1.6.4 5.2 燃烧性能

a) 原条文中的燃烧性能依据的 GB/T 2408 标准是对塑料燃烧性能的测试-水平

法/垂直法，用此标准进行封堵材料燃烧性能判定不合理，本次修改为采用专门针对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进行分级的标准 GB 8624-2012（等同国际标准 EN13501-1：2007

《建筑制品和构件的火灾分级 第 1部分》），另外目前国际上防火封堵材料的燃烧

性能等级现状是不低于 B2级，故建议确定为 B2级。

b）部分防火封堵材料由于原材料及封堵机理的限制，材料不能获得更高燃烧

性能等级；本标准规定防火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B2级，表明材料对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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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具有一定抵制作用，也可有效避免材料在施工过程或运输过程被引燃带来的危

险；燃烧性能通常以热释放和火焰传播来评价，热释放越快、火焰传播越大，燃烧

性能等级越低。但部分防火封堵材料是需要在一定受热火灾条件下，发泡膨胀才能

更好发挥其封堵作用，因此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也不宜制定过高。

c) 在防火封堵板材中岩棉涂层板被广泛应用，其结构是岩棉层表面涂刷一层防

火涂料，其原理是在遇火后发泡膨胀，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发泡绝热层，有效阻

止火焰的蔓延和热量的传递，经大量耐火性能试验验证其有效。但由于表面涂料中

具有有机成分，遇火后有短暂的阴燃现象，选用 B2级别的测试判定更合适。

d) 课题组进行了验证测试，修订包括的各类防火封堵材料均选择不少于两个有

代表性样品按新方法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方法适用且操作性强，结果判定准确，

试验结果大部分均合格。验证数据见表 6。

1.7试验方法

1.7.1抗弯强度

GB/T 7019标准由 1997版修订为 2014版，方法并未修订，条款由第 9条变更为第

10条，仅更新版本号和对应条款号。

1.7.2产烟毒性（新增）

防火封堵材料按照 GB/T 20285-2006的规定检验产烟毒性危险分级，可确保试

验方法的可靠和结果的准确。

1.7.3烟密度（新增）

使用现行有效的标准 GB/T 8627规定的方法进行烟密度试验，可确保试验方法

的可靠和结果的准确。对样品的选取体现了样品实际使用时的状态，具有代表性。

随机抽取防火封堵材料试样一份，试验样品应充分体现防火封堵材料的实际应

用状态。

1.7.3气密性（新增）

使用现行标准 GB/T 7106规定的方法进行烟密度试验，可确保试验方法的可靠

和结果的准确，可以准确测量防火封堵组件的气密性能，在有气密要求场所可供设

计方选用。

表 6、防火封堵材料燃烧性能（GB/T 8626）试验数据

序号 名称 焰尖高度 Fs，mm
燃烧滴落物

是否引燃滤纸
是否到达 B2级

1 防火密封胶 1 60 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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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火密封胶 2 90 无 是

3 防火密封胶 3 50 无 是

4 防火密封胶 4 40 无 是

5 防火密封胶 5 >150 无 是

6 防火密封胶 6 80 无 是

7 柔性有机堵料 1 65 无 是

8 柔性有机堵料 2 20 无 是

9 柔性有机堵料 3 30 无 是

10 柔性有机堵料 4 60 无 是

11 柔性有机堵料 5 25 无 是

12 阻火模块 1 40 无 是

13 阻火模块 2 30 无 是

14 阻火模块 3 20 无 是

15 阻火模块 4 20 无 是

16 阻火模块 5 35 无 是

17 阻火模块 6 40 无 是

18 缝隙封堵材料 1 20 无 是

19 缝隙封堵材料 2 40 无 是

20 缝隙封堵材料 3 65 无 是

21 缝隙封堵材料 4 30 无 是

22 防火包带 1 20 无 是

23 防火包带 2 25 无 是

24 自粘性防火绕包带 3 20 无 是

25 阻火包带 4 40 无 是

26 多组份封堵材料 1 20 无 是

27 多组份封堵材料 2 25 无 是

28 多组份封堵材料 3 20 无 是

29 多组份封堵材料 4 20 无 是

30 泡沫封堵材料 1 60 无 是

31 泡沫封堵 2 90 无 是

32 泡沫封堵材料 3 >150 无 否

33 泡沫封堵材料 4 70 无 是

34 泡沫封堵材料 5 140 无 是

35 泡沫封堵材料 6 40 无 是

1.7.4卤酸含量（新增）

使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GB/T 17650.1规定的方法进行卤酸含量的测定，可确

保试验方法的可靠和结果的准确。

1.7.5腐蚀性（修改）

对试验条件进行了修改，修改前为“常温下”，修改后为“将制作养护好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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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放置在湿度为 90%±5%、温度 70℃±5℃的试验箱中”。修订的理由为封堵系

统中电力电缆贯穿件正常情况下为通电状态，由于电缆自身电阻的原因为产生热

量，在电力设计时电力电缆表面温度通常为 50℃～60℃，极限工作温度为 70℃。

因此选用比较极端的温度 70℃±5℃、湿度为 90%±5%作为环境条件，以验证在此

环境下堵料对电缆护套层、绝缘层是否具有腐蚀作用，从而证明防火封堵材料在封

堵电力电缆时是否在较长时间内能保证电缆的安全使用。验证试验数据见表 7。

表 7、防火封堵材料腐蚀性试验数据

序

号
名称

腐蚀性
备注

测试结果 判定

1 无机堵料 1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2 无机堵料 2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3 无机堵料 3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4 柔性有机堵料 1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5 柔性有机堵料 2 6天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不合格

6 柔性有机堵料 3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7 防火密封胶 1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8 防火密封胶 2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9 防火密封胶 3 5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不合格

10 阻火模块 1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1 阻火模块 2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2 阻火模块 3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3 多组份封堵材料 1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4 多组份封堵材料 2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5 多组份封堵材料 3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6 多组份封堵材料 4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7 泡沫封堵材料 1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8 泡沫封堵材料 2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9 泡沫封堵材料 3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20 泡沫封堵材料 4 7天未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合格

1.7.6燃烧性能（修改）

在技术要求变化的基础上，修改了试验方法，使其相统一。按照防火封堵材料

的特点规定了燃烧性能样品的制作方法，在此基础上按 GB/T 8626《建筑材料可燃

性试验》进行试验和判定。

1.7.7耐火性能（修改）

增加电力火灾升温条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采用GA/T 714中 5.1.1的相关规定。

根据近 10年的耐火性能检测，当封堵构件底部炉内压力虽为正压但压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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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使出现较小的贯穿性缝隙，炉内火焰也无法点燃背火面的棉垫，另外，由于

封堵材料自身的原因，虽会出现贯通进炉内的缝隙，但很难出现用探棒进行判定的

完整性丧失的情况。在火灾发生时，如发生轰燃的情况，其压力会相当大，如果封

堵结构出现了贯穿性缝隙，封堵结构将会失效，火灾将通过封堵结构蔓延另一侧，

无法达到设计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炉内压力修改为按 GB/T 9978.1-2008建筑构

件耐火试验方法通用要求中的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采用电力火灾升温条件时，耐火试验炉内供给的热量相当大，产生的热烟气量

比纤维类火灾大很多，炉内压力相应比 GB/T 9978.1-2008相关规定大，经多次耐火

试验验证，垂直试件顶部（垂直构件）水平面或试件底面以下 100 mm处的水平面

（水平构件）炉内压力水平在试验开始 5 min后压力值为（20±5 ）Pa，10 min后压

力值为（22±3）Pa，该规定是比较合理的。

耐火样品安装时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需对贯穿缝隙处使用其他

柔性材料如柔性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密封的，应在产品说明书中注明，并在检验

报告图纸中明确其使用材料的产品名称、使用位置和用量，以避免工程应用时未按

此结构进行施工。原标准中规定可用泡沫封堵材料对缝隙进行填塞，在十多年的耐

火性能测试中未发现有使用该产品进行小缝隙封堵的，经与大量的企业沟通，更愿

意选择操作方便、性能优良的防火密封胶或柔性有机堵料对小缝隙进行封堵，本次

修订把泡沫封堵材料修改为防火密封胶，柔性有机堵料保留。

电缆和穿管受火端封头的目的是模拟实际工程应用时电缆和穿管是连续状态，

并未断开，对受火端的保护只需要有效即可。部分封堵材料如阻火模块、防火封堵

板材、泡沫封堵材料等，很难用其对电缆或穿管进行有效封头，因此，修订为用硅

酸铝纤维棉进行有效封头即可，提高方法的可操作性，也不影响耐火性能的判定。

原标准中对防火密封胶产品的耐火试验方法未明确，考虑到该产品一般应用于

对小缝隙进行封堵，本次修改明确与缝隙封堵材料的耐火试验方法一致。

耐火极限的判定，对 E类要求其满足耐火完整性，EI类要求其同时满足耐火完

整性和耐火隔热性。

完整性和隔热性的判定修改为与 GB 9978.1的规定保持一致。

1.8检验规则（修改）

由于技术要求的调整，检验规则作了相应的修改。

规定除附加冲水试验外，本标准规定的燃烧性能、耐火性能和耐环境性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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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本标准中所规定的耐水性、耐油性、耐碱性等为出厂检验项目。

1.9综合判定准则（修改）

由于技术要求的调整，判定规则作了相应的修改。

由于防火封堵材料产品为自愿性认证产品，要求认证细则规定的检验项目都必

须合格，因此，取消了原标准中的缺陷分类。

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性能按某种火灾环境条件下指定类别（E、EI类）达到某

一级（1 h、2 h、3 h）的规定要求，且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时，该产

品被认定为产品在该火灾环境条件下质量某一级合格。

1.10附录 A（修改）

原标准中所用基材电力电缆 3×50+1×25mm2YJV并未规定其是否阻燃，也未

规定护套层氧指数范围，存在漏洞。修改明确了该附录中所用电缆型号具体为

ZC-YJV-3×50+1×25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 C类电力电缆，其绝

缘层氧指数为 38-40。

按 GB31247-2014《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相同阻燃电缆分级所规定电缆

在耐火试验下验证数据波动大，采用对材料氧指数进行规定的方式更有利于电缆作

为基材的标准化，降低不同实验室或不同批次使用的电缆不标准造成的数据偏离。

阻燃电缆的使用是市场发展的方向，目前电力电缆中阻燃电缆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工程应用选择阻燃电缆是发展的方向。对于工程应用中使用非阻燃电缆时进

行防火封堵，应在封堵系统两侧对电缆进行保护如涂刷电缆防火涂料或缠绕电缆用

阻火包带，使非阻燃电缆达到阻燃电缆的性能，其保护长度不得低于 315mm。在纤

维类火灾条件下经耐火试验验证，选用阻燃电缆作为基材进行耐火试验，70%的堵

料产品能达到相应的耐火性能要求，如采用非阻燃电缆，将只有 20%的产品达到要

求，不利于规范的执行。

1.11附录 C（资料性）防火封堵组件耐火性能试验典型试件的安装

把附录 A中的 A.9、A.10及图 A.5调整到附录 C中，增加图 C.2供选择。

1.11附录 C（规范性）防火封堵材料、防火封堵组件可选择和附加的试验——冲水

试验（新增）

在火灾发生时，消防队员会利用水枪灭火，在灭火过程中会对封堵结构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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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冲击作用，为了验证封堵系统在水流冲击下仍能保证其结构的可靠和功能的稳

定，十分有必要对其水流冲击下的状态进行验证。因此本次修订增加了本规范性附

录，可选择和附加的试验——冲水试验，其试验方法和判定参照美国标准 ASTM E

814-2 《贯穿防火封堵系统耐火测试标准方法》和 ASTM E 1966-01 《缝隙防火封

堵组件耐火测试标准方法》编写。其中，ASTM E 814-2 《贯穿防火封堵组件耐火

测试标准方法》第 9.3条，列举了试验方法；以及表 6中测试压力以及持续时间；

以及 10.1.3，10.2.1.2中要求耐火测试（包括完整性和隔热性测试）后都需要进行耐

水冲击测试；ASTM E 1966-01 《缝隙防火封堵组件耐火测试标准方法》第 14条，

列举了试验方法；以及表 2中测试压力以及持续时间。规定了公称通径φ65 mm的

水带和喷嘴口径为 16 mm的直流水枪，测量的压力为水枪进口压力。

1.12耐火性能试验结果的使用（修改）

把原标准的附录 C（资料性）调整到附录 E（资料性）。

对于工程应用中使用非阻燃电缆时进行防火封堵，应在封堵系统两侧对电缆进

行保护如涂刷电缆防火涂料或缠绕电缆用阻火包带，使非阻燃电缆达到阻燃电缆的

性能，其保护长度不得低于 315mm。

在封堵结构应用中，电缆种类不同，其耐火性能将有较大差异；电缆外径越大，

火灾风险越大；管道外径越大，火灾风险越大。按本标准规定的标准试件所做的耐

火性能结果，并不适用于电缆种类不同、大于测试时电缆外径、管道外径大于测试

时管道外径的应用。

因本次修订规定了两种温升曲线火灾环境条件包括 GB/T 9978.1 标准温升和

GA/T 714-2007电力火灾温升，其适用的场所并不相同，设计单位应根据防火封堵

材料使用具体环境和发生火灾的具体条件进行选择。修订后存在 E类防火封堵，其

仅适用于规范中未规定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的场所。对于封堵结构两

侧存在可燃物的，应根据规范规定选择 EI 类防火封堵材料，使封堵结构能有效阻

止火灾蔓延。

2、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主要进行了燃烧性能、产烟毒性、烟密度、气密性、

卤酸含量、耐腐蚀性、耐火性能等验证试验。验证结果和分析在修订说明中分别进

行了阐述。

3、标准水平分析、新旧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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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对标准中技术要求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除涉及使用寿命、

安全的指标作为强制性条款外，把其他的技术要求作为非强制性条款，提高了标准

的适用性，便于市场管理部门监管，同时也有利于自愿性产品认证工作的有序开展。

增加了产烟毒性、烟密度、气密性、卤酸含量、冲水试验，为有相关检验需求的企

业、设计单位、监管机构等提供了标准的试验方法和统一的技术要求，将产生较大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较大的创新。在修订时，标准编制组立足于已有的 GB/T

7106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

品燃烧性能分级》、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GB/T 8627-2007 《建筑

材料燃烧或分解的烟密度试验方法》、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17650.1 《取自电缆或光缆的材料燃烧时释出气体的试验

方法 第一部份：卤酸气体总量的测定》、GB/T 20285-2006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

级》、GA/T 714-2007《构件用防火保护材料快速升温耐火试验方法》等，参考了国

际上广泛使用的标准 ASTM E 814-2 《贯穿防火封堵系统耐火测试标准方法》、ASTM

E 1966-01 《缝隙防火封堵系统耐火测试标准方法》、EN 13501-1：2007《建筑制

品和构件的火灾分级 第 1部分》等标准,根据大量的验证试验数据，对部分技术要

求和试验方法做了修订，以更能贴合产品实际，充分考虑工程应用情况和火灾场景

信息，使试验方法更严谨、科学、适用，使技术参数更合理，从而引导防火封堵材

料产品更加规范、不断创新，以适应我国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本次修订的标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4、采标程度、与国外标准、样机的数据对比

无。

四、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主要为设计、生产单位及监督、检验机构提供法律依据。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能协调一致，无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本文件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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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由归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编制单位共同组织进

行宣贯,以利于标准的应用。

八、废止、替代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GB 23864-2009 同时废止。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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