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９．０２０
犃２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４７９７．８—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７２１２８：１９９４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火灾暴露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狀犱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狆狆犲犪狉犻狀犵犻狀狀犪狋狌狉犲—犉犻狉犲犲狓狆狅狊狌狉犲

（ＩＥＣ６０７２１２８：１９９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ｎａｔｕｒｅ—

Ｆｉｒ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ＩＤＴ）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发布 ２００９１１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Ⅲ!!!!!!!!!!!!!!!!!!!!!!!!!!!!!!!!!!!!!!!!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概述 １!!!!!!!!!!!!!!!!!!!!!!!!!!!!!!!!!!!!!!!

４　轰燃前火灾特性 ３!!!!!!!!!!!!!!!!!!!!!!!!!!!!!!!!!!

５　轰燃后的火焰特性 ７!!!!!!!!!!!!!!!!!!!!!!!!!!!!!!!!!

６　着火产物（烟雾和气体）的特性 １１!!!!!!!!!!!!!!!!!!!!!!!!!!!!

参考文献 １５!!!!!!!!!!!!!!!!!!!!!!!!!!!!!!!!!!!!!!

Ⅰ

犌犅／犜４７９７．８—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７２１２８：１９９４



前　　言

　　ＧＢ／Ｔ４７９７标准包括以下８个部分：

———温度和湿度

———海拔与气压　水深与水压

———生物

———太阳辐射与温度

———降水和风

———尘、沙、盐雾

———地震振动和冲击

———火灾暴露

本部分是ＧＢ／Ｔ４７９７的第８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７２１２８：１９９４《环境条件分类　第２部分：火灾暴露》。

本部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中有一部分目前尚未转化为等同采用的国家标准，在引用这些规范性文

件时仍以ＩＥＣ／ＩＳＯ的编号列出。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增加了国家标准前言；

———“ＩＥＣ７２１的本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Ｔ４７９７的本部分”或“本部分”；

———对文中较长的图题，进行缩减，将原图题中的说明文字加入相关的正文内容中；

———对图６中的“犛＝１８ｍ２”，根据图中的文字描述，更正为“犛＝１６ｍ２”。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颜景莲、王捷、陈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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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火灾暴露

１　范围

ＧＢ／Ｔ４７９７的本部分定性和定量描述了在建筑物内火灾发生、发展、蔓延等的环境条件，主要和固

定使用的电工产品相关。

本部分主要考虑了轰燃前的条件，也考虑了轰燃后的条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４７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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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４５２３—２００７　对火反应试验　建筑制品在辐射热源下的着火性试验方法（ＩＳＯ５６５７：１９９７，

ＩＤＴ）

ＩＳＯ５６５８２：１９９６　对火反应试验　火焰扩散　第２部分：火焰在垂直分隔建筑制品上的水平传播

ＩＳＯ５６６０３：２００３　对火反应试验　热释放速率、烟雾产生率和质量损失率　第３部分：测量指南

ＩＳＯ／ＴＲ５９２４：１９８９　着火试验　燃烧反应　建材产生的烟雾（双燃烧室试验）

ＩＳＯ９７０５：１９９３　着火试验　饰面制品的全尺寸房间试验

ＩＳＯ１９７０２：２００６　燃烧废物的毒性试验　用ＦＴＩＲ气体分析对燃烧废气中气体和蒸气的分析指南

３　概述

在一个空间内，当易燃物得到足够的能量时，就发生着火，例如燃着的香烟或者电气短路引燃材料

或者材料自身产生这种能量（自燃）。燃烧过程的决定因素如下（见图１）：

———能量源的特性；

———暴露材料的类型和几何特性；

———热暴露时间。

火在起燃后会产生热量，部分用于维持进一步燃烧，部分通过辐射和对流传递给周围其他材料和产

品，这些材料和产品受热也可能会燃烧，导致火灾扩散（见图２）。建筑物内的易燃材料通常是以气态引

燃的。

空间内一旦发生着火，火焰的发展和蔓延取决于（见图１）：

———燃料或者燃烧物的位置、体积以及放置情况，燃烧材料在空间内的分布、连续性、多孔性以及燃

烧特性；

———空间内的空气动力条件；

———空间的形状和尺寸；

———空间内的热力学特性。

如果安装了消防设备，火焰生长过程会受到消防设备的设计和工作能力（如喷水系统）的影响。

火灾的发展通常包括热力学、空气动力学及化学过程等复杂的相互反应。通常，辐射、对流和火焰

蔓延是主要的物理因素。

在火焰生长的阶段，在建筑物的顶部会形成一层热气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层热气流可能会引

起火势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导致全部火灾载荷中的大部分陷入火灾：轰燃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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