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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规范的编制基于符合 GB/T 8625-2005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建材难燃

设备主要技术参数试验测试，参考相关计量检定规程、计量校准规范和国家标准等文

件，依据 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

语及定义》和 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进行制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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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难燃设备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以燃烧竖炉测试建筑材料难燃性的设备校准。

2 引用文件

JJG 875-2005 数字压力计

JJF 1637-2017 廉金属热电偶校准规范

GB/T 16701-2010 贵金属、廉金属热电偶丝热电动势测量方法

GB/T 8625-2005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建材难燃设备是在燃烧竖炉中对试件进行稳定均匀的热荷载攻击，通过试件燃烧

后剩余长度、平均烟气温度等对材料的难燃性能进行测试评估的装置。

建材难燃设备：主要由燃烧室、燃烧器、试件支架、空气文流层、烟道、测试设

备等组成，装置意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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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 1 1—空气进口管；2—空气稳流器；3—铁丝网；4—燃烧器；5—试件；6—壁温热电偶；7—炉壁；8—烟

道热电偶；9—T型测压管

4 计量特性

4.1炉内温度偏差

以炉内试件架上 4块不锈钢板底部 200mm处中心线上测得温度的平均值记作难燃

炉炉内温度，其值与标准值 540℃相对偏差不大于 15℃。

4.2供气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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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竖炉炉门关闭的供气条件下，在规定 5处位置（如图 2）所测算的气流量平均

值记作供气量，其值与标准值 10m³/min相对偏差不大于 1m³/min。

5 校准条件

5.1一般通用要求

构成建材难燃设备的燃烧竖炉、温度传感装置、点火装置、排烟装置、测量分析

装置等应符合 GB/T 8625的要求。

5.1 环境条件

温度：（15～35）℃。

湿度：不大于 85%RH。

气压：（86～106）kPa。

5.2 测量标准

表 1测量标准

序号 测量标准名称 技术要求

1 温度测量系统

移动式热电偶应采用丝径为 0.3 mm，外径为 1.5

mm 的铠装绝缘 K型热电偶，其热接点应绝缘且不能

接地，热电偶应符合 GB/T16839.2 的一级精度标准

要求。热电偶均应通过补偿导线连接到温度记录仪

上。

注：新热电偶在使用前应进行老化。

5.3 其他条件

试验装置配件、测量系统应提供有效期内的计量校准或检定证书，且应符合以下

规定要求。

5.3.1 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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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范围（0.25-2.5）m³/h,精度 2.5 级。

5.3.2 风速仪

风速仪精度为±0.1m/s。

5.3.3 热电偶

丝径为 0.5mm,外径不大于 3mm 的镍铬-镍硅铠装热电偶，符合 GB/T 16839.1-2018

工作用 I级允差要求。

5.3.4 试剂材料

表 2试剂材料

试剂材料 要求

丙烷 纯度≥95%，热值约 83MJ/m³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1 供气量偏差项目校准

6.1.2 校准方法

6.1.2.1 外观检查

检查建材难燃设备是否齐套、完整；记录设备型号、制造厂、制造时间和编号等

标志信息。通过目测法，检查各调节旋钮、按钮、开关等是否正常工作；各电源线、

信号线及各插件是否紧密配合，接触良好；各指示灯、显示器是否显示正常，并做好

相应记录。

6.1.2.2 试验前准备与检查

在关闭燃烧竖炉炉门供气条件下，在空气稳流层的钢丝网上取五点，距网 50mm

处，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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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 2 气流量测算点位置

6.1.2.3 校准步骤

a)采用测量误差不大于 10%的风速仪，测量每个点的风速，五个测速点所测得风

速平均值换成算气流量，作为供气量；

b)按照步骤 a)重复测算；

c)记录多次测算的供气量及计算其平均值。

6.1.2.4 数据处理

供气量偏差

供气量的平均值按照公式（1）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值之差即为示值误差，按照公式（2）计算。

Q = 1
n i=1

n Qi� ………………………………………（1）

∆ Q = Q − Qs………………………………………（2）

式中：

n——重复测量次数；

Qi——第 i 次测算的供气量；

Q——n 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Qs——供气量的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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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测得的平均值与标准值之差

6.2.1 炉内温度值偏差项目校准

6.2.2 校准方法

6.2.2.1 外观检查

检查建材难燃设备是否齐套、完整；记录设备型号、制造厂、制造时间和编号等

标志信息。通过目测法，检查各调节旋钮、按钮、开关等是否正常工作；各电源线、

信号线及各插件是否紧密配合，接触良好；各指示灯、显示器是否显示正常，并做好

相应记录。

6.2.2.2 试验前准备与检查

a)保持炉内压力（-15±10）Pa,将竖炉内炉壁温度预热至 50℃；

b)将 4块 1000mm×190mm×3mm的不锈钢板放置于试架上，在距各钢板底部

200mm处的中心线上设置镍铬-镍硅热电偶；

c)将试件放入燃烧室，关闭炉门；

d)维持炉内流量为（10±1）m³/min，温度为（23±2）℃的空气流。

6.2.2.3 校准步骤

a)点燃燃烧器，当试验进行 10min 后，记录不锈钢板上四支热电偶所测得的温度，

其平均值作为炉内温度值；

b)按照步骤 a)重复测量炉内温度值；

c)记录多次测量的炉内温度值及计算其平均值。

6.2.2.4 数据处理

炉内温度值偏差

炉内温度的平均值按照公式（1）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值之差即为示值误差，按照公式（2）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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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
n i=1

n Ti� ………………………………………（1）

∆ T = T − Ts………………………………………（2）

式中：

n——重复测量次数；

Ti——第 i 次测量炉内温度；

T——n 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Ts——炉内温度的标准值；

∆ T ——测得的平均值与标准值之差

7 校准结果表达

经校准的建材难燃设备应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内容见附录 A。

8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复校间隔时间为一年。

注：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诸因素所决

定的，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JJF(建材) 001-2020

8

附录 A

校准后应出具校准证书，证书中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1 .标题：“校准证书”；

2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进行校准的地点；

4.证书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5.委托单位名称；

6.设备的名称、制造商、型号规格、编号；

7.进行校准的日期；

8.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9.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期说明；

10.校准环境的描述；

11.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12.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签名或等效标识；

13.校准人和核验人签名；

14.校准结果仅对该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15.未经校准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校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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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材难燃设备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

校准结果

校准用

计量标准装置

计量标准器名称：

计量标准器编号：

准确度等级：

有效期至：

计量所依据的技术规范

溯源性说明

校准地点

校准环境

外观检查结果

功能检查结果

校准结果

供气量偏差
供气量偏差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定

度

UQ＝ ,k＝2

炉内温度偏差
炉内温度偏差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

定度

UT＝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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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材难燃设备原始记录表参考格式

建材难燃设备校准原始记录表

校准依据

校准用

计量标准

装置

计量标准器名称

计量标准器编号

准确度等级

有效期至

溯源性说明

校准条件
校准地点

校准环境 温度： ℃ 湿度： RH

校

准

过

程

基本

信息

证书编号

校准样品名称

委托单位

制造单位

型号规格

外观检查

功能检查

供气量偏差校准
供气量偏差

供气量偏差校准结果的

测量不确定度

UQ＝ ,k＝2

炉内温度偏差校准
炉内温度偏差

炉内温度偏差校准结果

的测量不确定度

UT＝ ,k＝2

校准日期 年 月 日 校准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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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建材难燃设备供气量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测量不确定度分量

D.1.1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1，

采用 A类方法评定。对难燃设备供气量进行 10次重复独立测算，误差结果如下表：

进行 n＝10次独立重复测量的测量值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误差（m³/min） 0.28 0.46 0.32 0.28 0.56 0.24 0.62 0.42 0.43 0.32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试验标准偏差：

�(�)＝
1

10−1 i＝1
10 xi − x� 2� ＝0.15 m³/min

对于单次测量，�1＝�(�)＝0.15 m³/min

D.1.2由流量计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2

以流量计测量的相对误差引入测量不确定�2，并视为均匀分布。

因此，�2 = �2�2＝1 × 0.05
3
= 0.03 m³/min

D.1.3由风速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3

以风速仪测量误差引入标准不确定度分量�3，并视为均匀分布。

因此，�3 = �3�3＝1 × 0.1
3
= 0.06 m³/min

D.1.4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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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校准控制在规定的外界环境条件进行，环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在此可忽略不

计。

D.2 不确定度汇总一览表

表 D.1 不确定度汇总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

量��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分量 m³/min

�1 示值重复性 0.15

�2 流量计测量误差 0.03

�3 风速仪测量误差 0.06

环境以及其他影响 忽略

D.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 �12 + �22 + �32＝0.17 m³/min

D.4 扩展不确定度，�

依据惯例取扩展不确定度提供 95%的包含概率取包含因子 k＝2。热释放量的测量

结果扩展不确定度：

� = ���＝0.34 m³/min（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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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建材难燃设备炉内温度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测量不确定度分量

D.1.1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1，

采用 A类方法评定。对难燃设备进行 10次重复独立测量，误差结果如下表：

进行 n＝10次独立重复测量的测量值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误差（℃） 1.28 1.46 1.02 2.01 1.76 1.84 1.62 1.42 1.96 1.82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试验标准偏差：

�(�)＝
1

10−1 i＝1
10 xi − x� 2� ＝0.32℃

对于单次测量，�1＝�(�)＝0.32 ℃

D.1.2由流量计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2

以流量计测量的相对误差引入测量不确定�2，并视为均匀分布。

因此，�2 = �2�2＝1 × 0.05
3
= 0.03℃

D.1.3由风速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3

以风速仪测量误差引入标准不确定度分量�3，并视为均匀分布。

因此，�3 = �3�3＝1 × 0.1
3
= 0.06℃

D.1.4由热电偶测量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4

以四支热电偶测量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4，并视为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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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4 = 2�4�4（T）＝2 × 1 × 1.5
3
= 1.73 ℃

D.1.5环境的影响

由于校准控制在规定的外界环境条件进行，环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在此可忽略不

计。

D.2 不确定度汇总一览表

表 D.1 不确定度汇总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

量��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分量/

MJ/kg

�1 示值重复性 0.32

�2 流量计测量误差 0.03

�3 风速仪测量误差 0.06

�4 热电偶测量误差 1.73

环境以及其他影响 忽略

D.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 �12 + �22 + �32 + �42＝1.91℃

D.4 扩展不确定度，�

依据惯例取扩展不确定度提供 95%的包含概率取包含因子 k＝2。热释放量的测量

结果扩展不确定度：

� = ���＝3.82℃（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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