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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幕墙门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４８）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金

属结构协会、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诺托弗朗克建筑五金（北京）有

限公司、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毅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乐道铝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苏

州金刚防火钢型材系统有限公司、山东金晶格林防火玻璃有限公司、菲沐盛（山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鹤山市恒保防火玻璃厂有限公司、廊坊

市创元门窗有限公司、辽宁雨虹门窗有限公司、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铝业有限公司、天

津市格瑞德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凌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世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河

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河南科饶恩门窗有限公司、极景门窗

有限公司、广东创高幕墙门窗工程有限公司、常州兰天大诚装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市红海幕墙有

限公司、东营胜明玻璃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望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元宏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特纳江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丝吉利娅奥彼窗门五金（三河）有

限公司、天津美昌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青岛万和建筑装饰集团、北

京兰天大诚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华达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天津市丰立银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洪涛、张喜臣、顾泰昌、刘旭琼、易序彪、马烨红、冯静慧、陈仪育、黄楠、鲁冬瑞、

胡乃冬、焦长龙、戴红亮、赵本军、张明罡、胡宝升、吴从真、宋丽、马森源、任杰、郭鹏、陈沃林、赵立章、

常文盛、王银茂、靳云雁、贾莉、杜万明、孙继超、王松涛、潘国伟、于志龙、孙诗兵、宋建伟、刘晓松、孙云龙、

窦永智、王龙洋、路后长、杨翠涓、司和平、王立良、王芳波、张冠琦、姚永凯、张如东、石正金、李德朋、李鹏研、

李梦冉、潘福、李孟合、张运兵、吴维云、张学鑫、石清、邱铭、阎强、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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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分级、试验装置、试件及安装、试验条

件、试验程序、试验结果及判定、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建筑门窗，不适用于防火门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５８２３　建筑门窗术语

ＧＢ／Ｔ５９０７．１　消防词汇　第１部分：通用术语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２６７８４—２０１１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　可供选择和附加的试验程序

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８２３、ＧＢ／Ｔ５９０７．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门窗耐火完整性　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犻狀狋犲犵狉犻狋狔狅犳狑犻狀犱狅狑狊犪狀犱犱狅狅狉狊

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建筑门窗某一面受火时，在一定时间内阻止火焰和热气穿透或在背火

面出现火焰的能力。

３．２

室外标准升温曲线　狅狌狋狊犻犱犲犳犻狉犲犮狌狉狏犲

用于模拟室外空间火灾的时间温度关系的标准曲线。

３．３

室内标准升温曲线　犻狀狊犻犱犲犳犻狉犲犮狌狉狏犲

用于模拟室内空间火灾的时间温度关系的标准曲线。

３．４

耐火时间　犳犻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狋犻犿犲

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中，试件保持完整性的耐火极限。

４　分级

４．１　分级指标

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用Ｅ表示，以耐火时间作为分级指标，耐火时间以狋表示，单位为ｍｉ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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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分级要求

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应按室内、室外受火面分级，室内侧受火面以ｉ表示，室外侧受火面以ｏ表示。

分级及指标值见表１。

表１　耐火完整性分级表

分级 代　号

受火面
室内侧 Ｅ３０（ｉ） Ｅ６０（ｉ）

室外侧 Ｅ３０（ｏ） Ｅ６０（ｏ）

耐火时间（狋）／ｍｉｎ ３０≤狋＜６０ 狋≥６０

５　试验装置

５．１　试验炉

试验炉除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５．２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试件安装洞口净空尺寸不应小于３０００ｍｍ×３０００ｍｍ；当试件尺寸小于安装洞口时，试件应

安装在支撑框架内并牢固安装在洞口中；

ｂ）　应能设定并控制炉内温度，使其符合７．１的规定；

ｃ）　应能控制和监测炉内热烟气压力，使其符合７．２的规定。

５．２　支承框架

应按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６．４的规定安装支承框架，满足试件安装及固定的要求，并应用耐高温

的隔热材料进行有效封堵。支承框架受热后不产生影响试验结果的变形，且保持与试验炉的密封。

５．３　测量仪器

５．３．１　试验炉内温度测量仪器及其布置应分别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５．５．１和８．１．１的规定。

５．３．２　试验炉内压力测量仪器及其布置应分别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５．５．２和８．２．１的规定。

５．３．３　温度、压力测量仪器的精度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５．６的规定。

５．３．４　环境温度热电偶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５．５．１．５的规定。

５．３．５　用于测量试件贯穿缝隙的直径６ｍｍ±０．１ｍｍ 和直径２５ｍｍ±０．２ｍｍ 探棒，应符合

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５．５．５．２的规定。

５．３．６　用于测量背火面火焰持续时间的秒表精度不应低于０．１ｓ。

６　试件及安装

６．１　试件

６．１．１　所用材料、构造及组装方式，包括玻璃系统、框架系统、五金配件、表面装饰及型腔填充物等，应

完全代表实际使用产品，并与提供的设计图样一致。

６．１．２　型式检验时，试件的标准规格尺寸应依据相应的产品标准确定。当产品标准未做规定时，建筑

外窗、建筑外门试件的标准规格尺寸参照附录Ａ。工程检验时，应使用工程实际应用中有代表性规格的

产品作为试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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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单侧耐火试验的试件数量为１樘，双侧耐火试验的试件数量为２樘。

６．２　安装

６．２．１　试件应按受火面朝向试验炉内的方向安装。

６．２．２　试件与试验炉箱体应密封安装。当试件安装在支承框架上时，与支承框架连接部位应采用防火

材料做密封处理。

６．２．３　安装后的试件应与安装洞口面平行，无扭曲或弯曲等非正常受力状态。试件无损坏，功能完好，

表面不应遗留任何污渍及标签等物。

６．２．４　试件在支承框架上安装就位后，将其开启部位正常开关５次，最后关紧。

７　试验条件

７．１　炉内温度

７．１．１　室外标准升温曲线

７．１．１．１　对于室外侧受火试验，依据ＧＢ／Ｔ２６７８４—２０１１中４．２．２的规定，试验炉内的热电偶测得的炉

内平均温度，按式（１）对其进行监测和控制：

犜＝６６０（１－０．６８７犲－
０．３２狋
－０．３１３犲

－３．８８狋）＋犜０ ………………（１）

　　式中：

犜 ———试验进行到时间狋时耐火试验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犜０———试验开始前耐火试验炉内的初始平均温度，要求为５℃～４０℃，单位为摄氏度（℃）；

狋 ———试验进行的时间，单位为分（ｍｉｎ）。

７．１．１．２　犜０ 取值为２０℃时，室外标准升温曲线见图１。

图１　室外标准升温曲线图

７．１．２　室内标准升温曲线

７．１．２．１　对于室内侧受火试验，依据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６．１．１的规定，试验炉内的热电偶测得的炉

内平均温度，按式（２）对其进行监测和控制：

犜＝３４５ｌｇ（８狋＋１）＋２０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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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犜 ———炉内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 ———时间，单位为分（ｍｉｎ）。

７．１．２．２　室内标准升温曲线见图２。

图２　室内标准升温曲线图

７．１．３　炉温偏差要求

按室外标准升温曲线和室内标准升温曲线试验时，炉内实际时间温度曲线与标准曲线的偏差，应分

别符合ＧＢ／Ｔ２６７８４—２０１１中４．１．３和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６．１．２的规定。

７．２　炉内压力

试验炉的炉内压力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９９７８．１—２００８中６．２的规定。

７．３　环境条件

耐火完整性试验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实验室应具有充足的操作空间；

ｂ）　实验室应具备完善的消防安全设备配置和保险措施；

ｃ）　实验室应具备有效的排烟排热以及烟尘处理措施，防止对人员造成伤害。

８　试验程序

８．１　试验前的准备

试验开始前，应做如下准备工作：

ａ）　保证试验区域内没有与试验无关的人员，防止发生人身伤害；

ｂ）　启动试验炉测试装置，读取环境温度、炉内温度以及炉内压力，确保传感器工作正常；

ｃ）　核定升温曲线类型。建筑门窗设计为室外侧耐火时，应采用室外标准升温曲线，有要求时可采

用室内标准升温曲线；当建筑门窗设计为室内侧耐火时，应采用室内标准升温曲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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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试验

８．２．１　启动点火装置，监测和记录炉内温度和压力变化。当试验炉内热电偶记录到的平均温度达到

５０℃ 时，开始计时。

８．２．２　试验开始后，每１０ｓ读取一次炉内热电偶温度，并保证平均测量值与标准曲线之间的偏差满足

要求。

８．２．３　试验开始后，每１０ｓ读取一次炉内压力值，并保证炉内压力满足要求。

８．２．４　试验开始后，实时观察试件状态并做下列记录：

ａ）　背火面窜出火焰的持续时间，同时记录窜出火焰的位置。

ｂ）　背火面出现贯穿至试验炉内的缝隙的时间，该缝隙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１）　直径２５ｍｍ±０．２ｍｍ探棒可以穿过缝隙进入试验炉内；

２）　直径６ｍｍ±０．１ｍｍ的探棒可穿过缝隙进入试验炉内且可沿缝隙长度方向移动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

ｃ）　记录裂缝的位置和试件破坏形式（包括面板破碎、面板脱落、框架塌落、五金脱落、以及密封材

料失效等）。

８．３　试验的终止

试验过程中，发生下列任意一种情况，即可终止试验：

ａ）　继续试验可能威胁到人员安全，或者损坏仪器设备；

ｂ）　试验过程中试件破坏，或者达到判定准则规定；

ｃ）　委托方提出要求中止试验。

９　试验结果及判定

９．１　判定准则

试验过程中试件发生下列现象之一时，即认为失去耐火完整性：

ａ）　背火面出现火焰持续时间达１０ｓ以上；

ｂ）　试件背火面出现贯穿至试验炉内的缝隙，直径６ｍｍ±０．１ｍｍ探棒可穿过缝隙进入试验炉内

且探棒可以沿缝隙长度方向移动不小于１５０ｍｍ；

ｃ）　试件背火面出现贯穿至试验炉内的缝隙，直径２５ｍｍ±０．２ｍｍ 探棒可穿过缝隙进入试验

炉内。

９．２　试验结果表示

试验结束后，记录试件失去完整性的时间，将其取整数至分钟，不足１ｍｉｎ或恰好１ｍｉｎ的时间舍

弃，作为耐火时间。试验结果表示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试验结果表示

受火面 曲线类型 失效类别 耐火时间

室外侧　□

室内侧　□

室外标准升温曲线　□

室内标准升温曲线　□

６ｍｍ探棒缝隙超限　□

２５ｍｍ探棒缝隙超限　□

连续火焰　□

×× ｍｉｎ

　　注：在表格中□位置对试验信息勾注，并在×部位填写时间（单位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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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结果判定

应依据耐火时间和受火面进行综合判定。设计为双侧耐火的试件，每一侧应单独判定。判定结果

应符合表１中的代号表达形式。若对设计为室外侧耐火的试件采用了室内标准升温曲线，则需要在报

告中注明。

示例１：

某一ＰＶＣ外开窗设计为室外侧耐火，在耐火完整性试验中，室外侧采用室外标准升温曲线，受火３５．８ｍｉｎ时因缝隙

超限失去完整性，则试验结果记录为：耐火时间３５ｍｉｎ；试验结果判定为：Ｅ３０（ｏ）。

示例２：

某一铝合金内开窗设计为室内侧耐火，在耐火完整性试验中，室内侧采用室内标准升温曲线，受火３０．０ｍｉｎ时因背

火面出现连续火焰失去完整性，则试验结果记录为：耐火时间２９ｍｉｎ；试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ｉ）。

示例３：

某一铝合金外开窗设计为室内室外双侧耐火，在耐火完整性试验中，室内侧采用室内标准升温曲线，受火６１．８ｍｉｎ

时因背火面出现连续火焰失去完整性；室外侧采用室外标准升温曲线，受火２８．０ｍｉｎ时因缝隙超限失去完整性。则试验

结果记录为：室内侧耐火时间６１ｍｉｎ，室外侧耐火时间２７ｍｉｎ；试验结果判定为：Ｅ６０（ｉ），不合格（ｏ）。

９．４　结果应用

试件通过耐火完整性试验后，其试验结果可依照下列原则，应用于同一生产单位、相同构造、相同材

料的产品：

ａ）　按ＧＢ／Ｔ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中表Ａ．２的规定，适用于尺寸与试件相同的产品；

ｂ）　存在以下情况时：

１）　产品的长度或宽度线性减小；

２）　产品的竖框和／或横框的间距缩小；

３）　竖框和／或横框的型材厚度增加。

１０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检测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报告编号和日期；

ｂ）　委托信息，包括委托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人电话，委托日期及类别等；

ｃ）　试件信息，包括试件的名称、生产单位、规格尺寸、开启方式、受火面等基本信息，以及试件立

面、节点剖面、各类材料配置等设计信息；

ｄ）　试验信息，包括试验时间、依据、设备、试验人员、审核以及批准人员、试验单位盖章等；

ｅ）　试验结果信息，包括试验采用的标准升温曲线类型、试验失效类别、试验耐火时间等；

ｆ）　试验结论信息，包括试验结果等级判定。

６

犌犅／犜３８２５２—２０１９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标准试件规格

犃．１　建筑外窗型式检验项目中含耐火完整性时，建筑内平开窗、建筑外平开窗、建筑推拉窗的试件规格

尺寸宜符合图Ａ．１、图Ａ．２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犪）　内平开窗 犫）　外平开窗

图犃．１　平开窗试件规格尺寸

单位为毫米

图犃．２　推拉窗试件规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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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建筑外门型式检验项目中含耐火完整性时，建筑平开门、建筑推拉门的试件规格尺寸应符合

图Ａ．３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犪）　平开门 犫）　推拉门

图犃．３　建筑外门的试件规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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