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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平板状建筑材料及制品，顾名思义就是适用于建筑

平面状态下使用的材料或制品，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木

材、塑料、石膏板等，广泛应用于建筑和装修领域。建

筑材料的燃烧性能是衡量建筑材料在火灾中安全性的重

要指标，对于保障建筑物的防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由于建筑材料种类繁多，不同材料之间的燃烧性能

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进行燃烧性能检测是必要的。

一、建筑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存在的问题

（一）试样状态调节存在的问题

状态调节是将试样置于受控环境下进行调节的过程。

对试样进行状态调节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试样与状态调节

环境下达到平衡状态，消除试样在制备与存放过程中各

条件因素对试样性能的影响。建筑保温材料尤其是无机

保温砂浆、岩棉等都具有强吸水性，且部分保温材料因

其性状差异比较大，导致其物理性能极易受外存储环境

因素（温度、湿度）影响。而建筑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的

检测又极易受温度、含水率的影响（如含水率会对燃烧

增长速率指数产生影响），未在严格标准状态条件平衡，

不仅会影响试样在检测过程的稳定性，更是会直接影响

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二）不燃性材料性能检测存在的问题

随着 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颁布实

施，不燃性建筑保温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保温系统中。

对不燃材料而言，不燃性和燃烧热值是不燃性试验的基

本指标。其中，不燃性是通过炉内温升、质量损失率以

及持续燃烧时间来评判，受现实条件制约，外环境因素

中的风会对炉内温升、持续燃烧时间产生影响，强烈的

光照会影响燃烧的观察，变化的环境温度会直接影响炉

内温升，因此如未有效控制外环境因素，就会对试验结

果产生影响并造成误差。同时，因不燃性设备热电偶老

化问题的存在，会因温度失准，从而导致测试不燃性结

果产生偏差。而在热值试验过程中，因新型保温材料的

出现，成分复杂多样，试验数据出现不均匀，不稳定的

现象。对于一些特殊样品（如含铝等金属组分），应避免

使用氧弹量热仪测试，否则会因反应引起的过热或者超

压而产生爆炸，不仅损坏仪器设备，甚至会产生安全隐

患。对于非均匀性样品，受取样量小（约 0.5g）因素影

响，如未获取代表性样品则会导致检测结果失实。此外，

如长期未对水当量进行标定也会造成燃烧热值出现大的

偏差。

二、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检测的优缺点

燃烧性能检测的优点主要有：

（1）确保建筑物的安全：建筑材料燃烧性能的检测

可以有效地减少火灾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保障建筑物内

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2）提高建筑物的质量：通过燃烧性能检测，可以

发现并解决建筑材料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建筑物的

整体质量和安全性。

（3）增强建筑物的耐久性：燃烧性能检测可以判断

建筑材料是否具有良好的耐久性，从而为建筑物的长期

使用提供保障。

（4）节约能源：高性能的建筑材料可以有效地减少

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为建筑物的绿色能

源及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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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中，建筑保温材料是最常见的建筑材料之一，其主要的作用就是给建筑保暖。工程项目外部施工过程

中考虑到保温的问题，需要将建筑保温材料大面积地贴合到建筑表面，一旦发生火灾，极可能会发生重大事故，所

以有必要解决建筑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存在的问题。据此，本文分析了主要相关问题，希望能够对现实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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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燃烧性能检测有存在一些缺点：

（1）检测成本较高：进行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检测需

要专业的设备和人力，因此检测成本相对较高。

（2）检测周期长：由于检测过程复杂，因此需要较

长的检测周期，可能会影响建筑工地的进度。

（3）检测结果易受干扰：检测结果可能遇到一些不

确定因素，受到环境、设备、操作人员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在垂直燃烧试验中，点燃材料时需确保火焰充分

接触材料表面，否则会导致燃烧速度不准确。在水平燃

烧试验中，需要严格控制试样的放置位置和角度，否则

会影响火焰蔓延速度的测试结果。因此，对于不同材料

在不同条件下的燃烧性能测试，需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

和材料特性对测试结果的影响，避免简单套用标准和经

验。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建筑材料，如金属面硫

氧镁夹心板、复合保温板等，其燃烧性能检测还需要按

照特定的标准或规范进行。这些标准或规范通常会更加

详细地规定试验方法、试验条件、试验结果的处理等方

面的内容，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解决建筑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检测问题的措施

（一）试样状态调节措施

为解决试验状态调节问题，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

求的环境条件进行长时间调节，在状态调节过程中应确

保每个试样能与周围空气环境进行充分流通，直到达到

质量恒定，通常认为当间隔时间为 24 小时的连续两次称

量，质量偏差不超过试样质量的 0.1% 或 0.1g 时（两者取

大值），即认为质量达到恒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样品试

验前的状态是一致的，确保试验结果的可比性和评定结

论的公正性。

（二）不燃性材料的性能检测措施

为了解决不燃性材料燃烧性能检测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要采取针对的方法。对于不燃性试验，应严格控制

外环境条件，确保试验设备不在风口位置，无强光照射，

以利于肉眼对炉内火焰的观察；由于外界环境温度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炉内升温，因此，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还应确保环境温度变化不超过 5℃，减少对炉内温升的影

响。当然还应定期对不燃性设备热电偶进行核查、更换，

及时消除因热电偶老化对测试结果精度影响的风险。对

于热值试验，要注意样品适用性、取样代表性及均匀性

问题，如一些保温板材样品，外表面被氧化，此时应用

垂直取样法来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对于样品处理，能用

研磨处理的样品，应采用逐次研磨方法得到均匀细粉末

样品并进行分析。对于非匀质样品，必须通过分别测试

单组分的热值来处理。另外还应定期（一般不超过两个

月）或在系统部件发生显著变化时，对水当量进行标定，

提高测试结果精准度。

四、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检测的应用情况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检测在目前的建筑行业中具有广

泛的应用：

首先，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燃烧性能检测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检测，可以确定建筑材料的燃烧

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从而保障建筑物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

其次，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检测也应用于建筑材料

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通过检测，可以评估材料的可燃

性、烟气毒性、热释放等性能，为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提

供依据。

此外，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检测还应用于火灾调查和

事故分析中。通过检测，可以判断火灾的原因、火势蔓

延的途径以及火灾对建筑物的影响，为事故处理和法律

追究提供证据。

结语

总之，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检测是保障建筑物防火

安全的重要措施。通过对不同建筑材料进行燃烧性能检

测，可以了解其燃烧特性，为建筑设计和防火安全提供

依据。然而，现有的燃烧性能检测方法和标准仍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未来，随

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检

测技术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为保障建筑物的防火安全

提供更加科学和可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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