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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章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与ＩＳＯ７２０３１：１９９５（Ｅ）《灭火剂　泡沫浓缩液　用于非水溶性液体燃料顶部施放的低倍泡

沫液》，ＩＳＯ７２０３２：１９９５（Ｅ）《灭火剂　泡沫浓缩液　用于非水溶性液体顶部施放的中、高倍泡沫液》，

ＩＳＯ７２０３３：１９９９（Ｅ）《灭火剂　泡沫浓缩液　用于水溶性液体顶部施放的低倍泡沫灭火液》的一致性程

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５３０８—１９９４《泡沫灭火剂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１７４２７—１９９８《水成膜泡沫灭火剂》、

ＧＢ１３４６３—１９９２《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本标准与ＧＢ１５３０８—１９９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增加了“腐蚀性能”、“凝固点”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增加了“最低使用温度”、“特征值”、“２５％析液时间”、“５０％析液时间”、“发泡倍数”、“泡沫”、

“泡沫溶液”、“沉淀物”、“扩散系数”、“抗烧时间”的定义；

———删掉了“温度敏感性泡沫溶液”的定义；

———增加了附录Ａ“用于泡沫性能和灭火性能质量控制的小型灭火试验”和附录Ｂ“黏度测试方法”

———第４章增加了对各项目不合格类型的划分；

———修改灭火试验程序并对各类泡沫的灭火性能级别进行了划分。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ＧＡ３１—１９９２《高倍数泡沫灭火剂》和ＧＡ２１９—１９９９《蛋白泡沫灭火剂和氟蛋

白泡沫灭火剂》同时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委员会第三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美国安素公司、宁波能林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扬州江亚消

防药剂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玉恒、金洪斌、戴桂红、宋扬、张国璧、张翊林、童祥友、刘金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３４６３—１９９２；

———ＧＢ１５３０８—１９９４；

———ＧＢ１７４２７—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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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　沫　灭　火　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泡沫灭火剂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低倍、中倍和高倍泡沫灭火剂以及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

本标准不适用于化学反应式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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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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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　手提式灭火器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６００３．１—１９９７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ｅｑｖＩＳＯ３３１０．１：１９９０）

ＧＢ／Ｔ６０２６　工业丙酮

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ＧＢ１５３６８—１９９４　手提式机械泡沫灭火器

ＳＨ０００４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特征值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狏犪犾狌犲狊

由供应商提供的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能值。

３．２

２５％析液时间　２５％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狋犻犿犲

自泡沫中析出其质量２５％的液体所需要的时间。

３．３

５０％析液时间　５０％犱狉犪犻狀犪犵犲狋犻犿犲

自泡沫中析出其质量５０％的液体所需要的时间。

３．４

发泡倍数　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

泡沫体积与构成该泡沫的泡沫溶液体积的比值。

３．５

低倍泡沫液　犾狅狑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

适宜于产生发泡倍数为１～２０倍泡沫的泡沫液。

３．６

中倍泡沫液　犿犲犱犻狌犿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

适宜于产生发泡倍数为２１～２００倍泡沫的泡沫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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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高倍泡沫液　犺犻犵犺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

适宜于产生发泡倍数为２０１倍以上泡沫的泡沫液。

３．８

泡沫（灭火泡沫）　犳狅犪犿（犳犻狉犲犳犻犵犺狋犻狀犵犳狅犪犿）

由泡沫溶液形成的充满空气的气泡集合。

３．９

泡沫液　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

可按适宜的浓度与水混合形成泡沫溶液的浓缩液体，又称为泡沫浓缩液。

３．１０

泡沫溶液　犳狅犪犿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由泡沫液与水按规定浓度配制成的溶液，又称为泡沫混合液。

３．１１

蛋白泡沫液（犘）狆狉狅狋犲犻狀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犘）

由含蛋白的原料经部分水解制得的泡沫液。

３．１２

氟蛋白泡沫液（犉犘）犳犾狌狅狉狅狆狉狅狋犲犻狀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犉犘）

添加氟碳表面活性剂的蛋白泡沫液。

３．１３

合成泡沫液（犛）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犛）

以表面活性剂的混合物和稳定剂为基料制成的泡沫液。

３．１４

抗醇泡沫液（犃犚）　犪犾犮狅犺狅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犃犚）

所产生的泡沫施放到醇类或其他极性溶剂表面时，可抵抗其对泡沫破坏性的泡沫液，又称为抗溶泡

沫液。

３．１５

水成膜泡沫液（犃犉犉犉）　犪狇狌犲狅狌狊犳犻犾犿犳狅狉犿犻狀犵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犃犉犉犉）

以碳氢表面活性剂和氟碳表面活性剂为基料的泡沫液，可在某些烃类表面上形成一层水膜。

３．１６

成膜氟蛋白泡沫液（犉犉犉犘）　犳犻犾犿犳狅狉犿犻狀犵犳犾狌狅狉狅狆狉狅狋犲犻狀犳狅犪犿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犉犉犉犘）

可在某些烃类表面形成一层水膜的氟蛋白泡沫液。

３．１７

强施放　犳狅狉犮犲犳狌犾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将泡沫直接施放到液体燃料表面上的供泡方式。

３．１８

缓施放　犵犲狀狋犾犲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通过挡板、罐壁或其他表面间接地将泡沫施放到液体燃料表面上的供泡方式。

３．１９

沉淀物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

泡沫液中的不溶性固体物质。

３．２０

扩散系数　狊狆狉犲犪犱犻狀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衡量一种液体在另一种液体表面上自由铺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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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抗烧时间　犫狌狉狀犫犪犮犽狋犻犿犲

自点燃抗烧罐至一定燃料表面被引燃所需的时间。

３．２２

最低使用温度　犾狅狑犲狊狋狌狊犲犳狌犾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高于凝固点５℃的温度。

４　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如果泡沫液适用于海水，用海水配制的泡沫溶液浓度应与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的浓度相同。

４．１．２　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组分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应对环境无污染，对生物无明显毒性。

４．２　技术要求

４．２．１　低倍泡沫液

４．２．１．１　低倍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物理、化学、泡沫性能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低倍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物理、化学、泡沫性能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　　求
不合格

类型
备注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在特征值　０
－４
之内 Ｃ

抗冻结、融化性 温度处理前、后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Ｂ

沉淀物／％（体积分数）

老化前 ≤０．２５；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老化后 ≤１．０；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蛋白型

比流动性 温度处理前、后
泡沫液流量不小于标准参比液的流量或泡

沫液的黏度值不大于标准参比液的黏度值
Ｃ

ｐＨ值 温度处理前、后 ６．０～９．５ Ｃ

表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 与特征值的偏差ａ不大于１０％ Ｃ 成膜型

界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ｍＮ／ｍ或不大

于特征值的１０％，按上述二个差值中较大者

判定

Ｃ 成膜型

扩散系数／（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正值 Ｂ 成膜型

腐蚀率／［ｍｇ／（ｄ·ｄｍ
２）］ 温度处理前

Ｑ２３５钢片：≤１５．０

ＬＦ２１铝片：≤１５．０
Ｂ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或不大于特征

值的２０％，按上述二个差值中较大者判定
Ｂ

２５％析液时间／ｍｉｎ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２０％ Ｂ

ａ　本标准中的偏差，是指二者差值的绝对值。

４．２．１．２　低倍泡沫液对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的灭火性能应符合表２和表３的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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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低倍泡沫液应达到的最低灭火性能级别

泡沫液类型 灭火性能级别 抗烧水平 不合格类型 成膜性

ＡＦＦＦ／非ＡＲ Ⅰ Ｄ Ａ 成膜型

ＡＦＦＦ／ＡＲ Ⅰ Ａ Ａ 成膜型

ＦＦＦＰ／非ＡＲ Ⅰ Ｂ Ａ 成膜型

ＦＦＦＰ／ＡＲ Ⅰ Ａ Ａ 成膜型

ＦＰ／非ＡＲ Ⅱ Ｂ Ａ 非成膜型

ＦＰ／ＡＲ Ⅱ Ａ Ａ 非成膜型

Ｐ／非ＡＲ Ⅲ Ｂ Ａ 非成膜型

Ｐ／ＡＲ Ⅲ Ｂ Ａ 非成膜型

Ｓ／非ＡＲ Ⅲ Ｄ Ａ 非成膜型

Ｓ／ＡＲ Ⅲ Ｃ Ａ 非成膜型

表３　各灭火性能级别对应的灭火时间和抗烧时间

灭火性能级别 抗烧水平

缓施放 强施放

灭火时间／

ｍｉｎ

抗烧时间／

ｍｉｎ

灭火时间／

ｍｉｎ

抗烧时间／

ｍｉｎ

Ｉ

Ａ 不要求 ≤３

Ｂ ≤５ ≥１５ ≤３

Ｃ ≤５ ≥１０ ≤３

Ｄ ≤５ ≥５ ≤３

≥１０

不测试

Ⅱ

Ａ 不要求 ≤４

Ｂ ≤５ ≥１５ ≤４

Ｃ ≤５ ≥１０ ≤４

Ｄ ≤５ ≥５ ≤４

≥１０

不测试

Ⅲ

Ｂ ≤５ ≥１５

Ｃ ≤５ ≥１０

Ｄ ≤５ ≥５

不测试

４．２．１．３　温度敏感性的判定

出现表４所列情况之一时，该泡沫液即被判定为温度敏感性泡沫液。

表４　温度敏感性的判定

项　　目 判　定　条　件

ｐＨ值 温度处理前、后泡沫液的ｐＨ值偏差（绝对值）大于０．５

表面张力（成膜型）
温度处理后泡沫溶液的表面张力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９５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

１．０５倍

界面张力（成膜型）
温度处理前后的偏差大于０．５ｍＮ／ｍ，或温度处理后数值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９５

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１．０５倍，按二者中的较大者判定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后的发泡倍数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８５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１．１５倍

２５％析液时间 温度处理后的数值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８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１．２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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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中、高倍泡沫液

４．２．２．１　中倍泡沫液的性能应符合表５的要求。

４．２．２．２　高倍泡沫液的性能应符合表６的要求。

４．２．２．３　温度敏感性的判定

当中倍泡沫液或高倍泡沫液的性能中出现表７所列情况之一时，该泡沫液即被判定为温度敏感性

泡沫液。

表５　中倍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性能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　　求 不合格类型 备注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在特征值　０
－４℃之内 Ｃ

抗冻结、融化性 温度处理前、后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Ｂ

沉淀物／％（体积分数）
老化前 ≤０．２５，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老化后 ≤１．０，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比流动性 温度处理前、后

泡沫液流量不小于标准参比液流量，或

泡沫液的黏度值不大于标准参比液的

黏度值

Ｃ

ｐＨ 值 温度处理前、后 ６．０～９．５ Ｃ

表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 Ｃ 成膜型

界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ｍＮ／ｍ或

不大于特征值的１０％，按上述两个差值

中较大者判定

Ｃ 成膜型

扩散系数／（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正值 Ｂ 成膜型

腐蚀率／［ｍｇ／（ｄ·ｄｍ
２）］ 温度处理前

Ｑ２３５钢片：≤１５．０

ＬＦ２１铝片：≤１５．０
Ｂ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前、后适用

淡水
≥５０

温度处理前、后适用

海水

特征值小于１００时，与淡水测试值的偏

差不大于１０％；特征值大于等于１００

时，不小于淡水测试值的０．９倍不大于

淡水测试值的１．１倍

Ｂ

２５％析液时间／ｍｉｎ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２０％ Ｂ

５０％析液时间／ｍｉｎ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２０％ Ｂ

灭火时间／ｓ 温度处理前、后 ≤１２０ Ａ

１％抗烧时间／ｓ 温度处理前、后 ≥３０ Ａ

表６　高倍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性能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求 不合格类型 备注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在特征值　０
－４℃之内 Ｃ

抗冻结、融化性 温度处理前、后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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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求 不合格类型 备注

沉淀物／％（体积分数）
老化前 ≤０．２５，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老化后 ≤１．０，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比流动性 温度处理前、后

泡沫液流量不小于标准参比液流量，或

泡沫液的黏度值不大于标准参比液的

黏度值

Ｃ

ｐＨ 值 温度处理前、后 ６．０～９．５ Ｃ

表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 Ｃ 成膜型

界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ｍＮ／ｍ或

不大于特征值的１０％，按上述两个差值

中较大者判定

Ｃ 成膜型

扩散系数／（ｍＮ／ｍ） 温度处理前、后 正值 Ｂ 成膜型

腐蚀率／［ｍｇ／（ｄ·ｄｍ
２）］ 温度处理前

Ｑ２３５钢片：≤１５．０

ＬＦ２１铝片：≤１５．０
Ｂ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前、后适用

于淡水
≥２０１

温度处理前、后适用

于海水

不小于淡水测试值的０．９倍，不大于淡

水测试值的１．１倍

Ｂ

５０％析液时间／ｍｉｎ 温度处理前、后 ≥１０ｍｉｎ，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２０％ Ｂ

灭火时间／ｓ 温度处理前、后 ≤１５０ Ａ

表７　泡沫液温度敏感性的判定

项　　目 判　定　条　件

ｐＨ值 温度处理前、后泡沫液的ｐＨ值偏差大于０．５

表面张力（成膜型）
温度处理后泡沫溶液的表面张力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９５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

的１．０５倍

界面张力（成膜型）
温度处理前后的偏差大于０．５ｍＮ／ｍ，或温度处理后数值低于温度处理前的

０．９５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１．０５倍，按二者中的较大者判定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后的发泡倍数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８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１．２倍

２５％析液时间
温度处理后的２５％析液时间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８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

１．２倍

５０％析液时间
温度处理后的５０％析液时间低于温度处理前的０．８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

１．２倍

４．２．３　抗醇泡沫液

４．２．３．１　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物理、化学、泡沫性能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４．２．３．２　对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的灭火性能应符合表２和表３的要求。

４．２．３．３　温度敏感性的判定应符合表４的要求。

４．２．３．４　对水溶性液体燃料的灭火性能应符合表８和表９的要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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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抗醇泡沫液应达到的最低灭火性能级别

泡沫液类型 灭火性能级别 抗烧水平 不合格类型 成膜性

ＡＦＦＦ／ＡＲ ＡＲⅠ Ｂ

ＦＦＦＰ／ＡＲ ＡＲⅠ Ｂ

ＦＰ／ＡＲ ＡＲⅡ Ｂ

Ｐ／ＡＲ ＡＲⅡ Ｂ

Ｓ／ＡＲ ＡＲⅠ Ｂ

Ａ

成膜型

成膜型

非成膜型

非成膜型

非成膜型

表９　各灭火性能级别对应的灭火时间和抗烧时间

灭火性能级别 抗烧水平
灭火时间／

ｍｉｎ

抗烧时间／

ｍｉｎ

ＡＲⅠ
Ａ ≤３ ≥１５

Ｂ ≤３ ≥１０

ＡＲⅡ
Ａ ≤５ ≥１５

Ｂ ≤５ ≥１０

４．２．４　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

４．２．４．１　浓缩型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物理、化学性能应符合表１０和表１１的要求。

４．２．４．２　预混型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物理、化学、泡沫性能应符合表１１的要求。

表１０　浓缩液的物理、化学性能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　　求 不合格类型 备　注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在特征值　０
－４℃之内 Ｃ

抗冻结、融化性 温度处理前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Ｂ

ｐＨ值 温度处理前、后 ６．０～９．５ Ｃ

沉淀物／％（体积分数）
老化前 ≤０．２５；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老化后 ≤１．０；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腐蚀率／［ｍｇ／（ｄ·ｄｍ
２）］

温度处理前 Ｑ２３５钢片：≤１５．０

温度处理前 ＬＦ２１铝片：≤１５．０
Ｂ

表１１　预混液的物理、化学、泡沫性能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　　求 不合格类型 备　注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在特征值　０
－４℃之内 Ｃ

抗冻结、融化性 温度处理前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Ｂ

ｐＨ值 温度处理前、后 ６．０～９．５ Ｃ

沉淀物／％（体积分数）
老化前 ≤０．２５；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老化后 ≤１．０；沉淀物能通过１８０μｍ筛 Ｃ

表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 Ｃ 成膜型

界面张力／（ｍＮ／ｍ） 温度处理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ｍＮ／ｍ或

不大于特征值的１０％，按上述两个差值

中较大者判定

Ｃ 成膜型

７

犌犅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



表１１（续）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　　求 不合格类型 备　注

扩散系数／（ｍＮ／ｍ） 温度处理后 正值 Ｂ 成膜型

腐蚀率／［ｍｇ／（ｄ·ｄｍ
２）］

温度处理前 Ｑ２３５钢片：≤１５．０

温度处理前 ＬＦ２１铝片：≤１５．０
Ｂ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和贮存试

验后

蛋白类≥６．０

合成类≥５．０
Ｂ

２５％析液时间／ｓ
温度处理和贮存试

验后

蛋白类≥９０．０

合成类≥６０．０
Ｃ

４．２．４．３　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灭火性能应符合表１２的要求。

表１２　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灭火性能

灭火器规格 灭火剂类别 样品状态 燃料类别 灭火级别 不合格类型

６Ｌ

ＡＦＦＦ／非ＡＲ、ＡＦＦＦ／ＡＲ

ＦＦＦＰ／ＡＲ、ＦＦＦＰ／非ＡＲ

温度处理和贮存

试验后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１２Ｂ Ａ

ＡＦＦＦ／ＡＲ、ＦＦＦＰ／ＡＲ
温度处理和贮存

试验后
９９％丙酮 ≥４Ｂ Ａ

Ｐ／非 ＡＲ、ＦＰ／非 ＡＲ、Ｐ／ＡＲ、

ＦＰ／ＡＲ

温度处理和贮存

试验后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４Ｂ Ａ

ＦＰ／ＡＲ、Ｓ／ＡＲ

Ｐ／ＡＲ

温度处理和贮存

试验后
９９％丙酮 ≥３Ｂ Ａ

Ｓ／非ＡＲ、Ｓ／ＡＲ
温度处理和贮存

试验后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８Ｂ Ａ

ＡＦＦＦ／非ＡＲ、ＡＦＦＦ／ＡＲ

ＦＦＦＰ／ＡＲ、ＦＦＦＰ／非ＡＲ

Ｐ／非 ＡＲ、ＦＰ／非 ＡＲ、Ｐ／ＡＲ、

ＦＰ／ＡＲ、Ｓ／非ＡＲ、Ｓ／ＡＲ

温度处理和贮存

试验后
木垛 ≥１Ａ Ａ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样品和温度处理

５．１．１　温度处理前的样品

无论是从一个容器中还是从多个容器中取样，都应搅拌均匀，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将样品充满储

存容器并密封。

５．１．２　温度处理

ａ）　如果供应商声明样品不受冻结融化影响，样品应先按５．２进行四个冻结融化循环，然后再按

ｂ）进行处理。

ｂ）　将密封于容器中的样品放置在（６０±２）℃的环境中７天，然后在（２０±５）℃的环境中放置一天。

ｃ）　如果供应商声明样品受冻结融化影响，只按ｂ）对样品进行处理。

５．２　抗冻结、融化性

５．２．１　设备

———冷冻室；能达到５．２．２ｂ）的温度要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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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口凝点测定管；

———半导体凝点测定器：控温精度±１℃；

———凝点用温度计：分度值１℃。

５．２．２　试验步骤

ａ）　按５．２．３测定样品的凝固点。

ｂ）　将冷冻室温度调到低于样品凝固点１０℃±１℃。

ｃ）　将符合５．１．１要求的样品装入塑料或玻璃容器，密封放入冷冻室，在ｂ）规定的温度下保持

２４ｈ，冷冻结束后，取出样品，在２０℃±５℃的室温下放置２４ｈ～９６ｈ。再重复三次，进行四个

冻结融化周期处理。

ｄ）　观察样品有无分层和非均相现象。

５．２．３　凝固点

ａ）　开动半导体凝点测定器，使冷阱的温度稳定在－２５℃～－３０℃（或低于试样凝固点１０℃）。把

凝点测定管的外管装入冷阱中。外管浸入冷阱的深度不应少于１００ｍｍ。

ｂ）　在干燥、洁净的凝点测定管的内管中注入待测泡沫液样品，管内液面高度约为５０ｍｍ。

ｃ）　用软木塞或胶塞把凝点用温度计固定在内管中央，温度计的毛细管下端应浸入液面３ｍｍ～

５ｍｍ。

ｄ）　把凝点测定管内管装入外管中。

ｅ）　当内管中样品的温度降至０℃时开始观察样品的流动情况，以后每降低１℃观察一次。每次观

察的方法是把内管从外管中取出并立即将其倾斜，如样品尚有流动则立即放回外管中（每次操

作时间不应超过３ｓ），继续降温做下一次观察。当样品温度降至某一温度，取出内管，观察到

样品不流动时，立即使内管处于水平方向，如样品在５ｓ内仍无任何流动，则记录温度。此温

度即为样品的凝固点。

ｆ）　每个样品做两次试验，两次试验结果的差值不应超过１℃，取较高的值作为试验结果。如两次

试验结果的差值超过１℃，则应进行第三次试验。

５．３　沉淀物

５．３．１　设备

———电动离心机：离心加速度为（６０００±６００）ｍ／ｓ２；

———刻度离心试管：容量５０ｍＬ，最小分度值０．１ｍＬ；

———筛子：符合ＧＢ／Ｔ６００３．１—１９９７要求，孔径１８０μｍ；

———电热鼓风干燥箱：控温精度±２℃；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洗瓶。

５．３．２　取样

从温度处理前的样品中取二个样品，一个直接试验，另一个经老化试验并冷却后再进行试验。

老化条件：将样品密封，于（６０±３）℃温度下保持（２４±２）ｈ，然后冷却至室温。

５．３．３　试验步骤

将每个样品分装于两个５０ｍＬ刻度离心试管，对称放入离心机，在（６０００±６００）ｍ／ｓ２ 的条件下离

心（１０±１）ｍｉｎ。

取出刻度离心试管，读取沉淀物体积并换算成体积百分数。取两个试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测定

结果。

用洗瓶将沉淀物冲洗到筛网上，观察沉淀物是否能全部通过筛网。

５．４　比流动性

对牛顿型泡沫液采用附录Ｂ规定的方法试验，对非牛顿型泡沫液采用５．４．１～５．４．３规定的方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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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５．４．１　设备及材料

流动性测定装置：见图１。

　　１———进气管；

２———不锈钢三通（Ｇ
３

４
″）；

３———压力表（０ＭＰａ～０．１ＭＰａ）；

４———外丝；

５———球阀（Ｇ
３

４
″）；

６———温度计；

７———泡沫液进管；

８———温度计；

　　９———导液管（１６×８．５）；

１０———水循环套管；

１１———温度计保护管；

１２———泡沫液排出管；

１３———泡沫液储罐；

１４———排液管；

１５———电磁阀；

１６———储罐支架。

图１　泡沫液比流动性测定装置示意图

　　ａ）　不锈钢管：内径８．５ｍｍ～８．８ｍｍ，长１ｍ，两端通过螺纹装有管件，外层用１０ｍｍ厚的隔热材

料包裹以保证罐内液体温度（犜１）与出口处液体温度（犜２）的偏差不大于１℃。

ｂ）　储液罐：最小容积１０Ｌ，其中样品可保持在最低使用温度（比样品的凝固点高５℃），且可通过

调节压力将样品排出。不锈钢管与储液罐的连接采用内径２０ｍｍ±２ｍｍ不锈钢管和管件。

———压力表：精度０．００１ＭΡａ；

———测温计：分度值０．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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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天平：精度１ｇ；

———秒表：精度０．１ｓ；

———标准参比液：质量百分数为９０％的丙三醇水溶液，１５℃时９０％丙三醇水溶液的密度为

１．２３９５ｇ／ｍＬ。

５．４．２　标定

ａ）　在罐中装满标准参比液，使之冷却到ｄ）规定的温度。

ｂ）　调节罐内压力，使其稳定在（０．０５０±０．００２）ＭΡａ，打开阀门，待液体温度犜１ 与犜２ 的偏差小于

１℃时，收集排出的液体，收集时间约６０ｓ，记录温度犜１、收集时间和液体质量，计算流量

Ｌ／ｍｉｎ。

ｃ）　重复一次试验，取两次试验的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ｄ）　重复上述步骤，测定标准参比液在１０℃、５℃、０℃、－５℃、－１０℃、－１５℃、－２０℃下的流量。

按照不同温度下标准参比液的流量，绘制出标准曲线。

５．４．３　试验步骤

ａ）　按５．４．２的试验程序，对温度处理前、后的泡沫液分别进行二次试验，样品的温度（犜１）应控制

在凝固点加５℃，取其流量的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ｂ）　将泡沫液的测定结果与标准参比液的标准曲线相比较，确定样品的比流动性。

５．５　狆犎值

５．５．１　仪器、试剂

———酸度计：精度０．１ｐＨ；

———温度计：分度值１．０℃；

———ｐＨ缓冲剂。

５．５．２　试验步骤

ａ）　用ｐＨ缓冲剂校准酸度计。

ｂ）　分别取温度处理前、后的泡沫液３０ｍＬ，注入干燥、洁净的５０ｍＬ烧杯中，将电极浸入泡沫液

中，在（２０±２）℃条件下测定ｐＨ值。

ｃ）　重复一次试验，取两次试验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试验结果之差不大于０．１ｐＨ。

５．６　表面张力、界面张力及扩散系数

５．６．１　仪器、试剂

———表面张力仪：分度值０．１ｍＮ／ｍ；

———温度计：分度值１．０℃；

———环己烷：纯度９９％；

———量筒：１００ｍＬ，分度值１０ｍＬ；１０ｍＬ，分度值０．１ｍＬ。

５．６．２　试验步骤

５．６．２．１　表面张力

ａ）　分别取温度处理前、后的泡沫液，注入干燥、洁净的烧杯中，用三级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

按供应商推荐的浓度配制泡沫溶液。

ｂ）　在泡沫溶液温度为（２０±１）℃条件下，测定表面张力。

ｃ）　重复一次试验，取两次试验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５．６．２．２　界面张力

ａ）　测完表面张力后，在泡沫溶液上加（５～７）ｍｍ厚的（２０±１）℃的环己烷，等待（６±１）ｍｉｎ后，

测定界面张力。

ｂ）　重复一次试验，取两次试验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５．６．２．３　扩散系数的计算

按公式（１）计算泡沫溶液与环己烷之间的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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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γｃ－γｆ－γｉ …………………………（１）

　　式中：

犛———扩散系数，单位为毫牛每米（ｍＮ／ｍ）；

γｃ———环己烷的表面张力，单位为毫牛每米（ｍＮ／ｍ）；

γｆ———泡沫溶液的表面张力，单位为毫牛每米（ｍＮ／ｍ）；

γｉ———泡沫溶液与环己烷之间的界面张力，单位为毫牛每米（ｍＮ／ｍ）。

５．７　腐蚀率

５．７．１　仪器、材料

ａ）　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ｂ）　游标卡尺：精度０．０２ｍｍ；

ｃ）　电热鼓风干燥箱：控温精度±２℃；

ｄ）　锥形瓶：２５０ｍＬ；

ｅ）　Ｑ２３５钢片和ＬＦ２１铝片：７５ｍｍ×１５ｍｍ×１．５ｍｍ；

ｆ）　硝酸：密度１．４ｇ／ｍＬ；

ｇ）　磷酸铬酸水溶液：８５％磷酸３５ｍＬ加无水铬酸２０ｇ，用三级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稀释

至１Ｌ；

ｈ）　１０％柠檬酸氢二铵水溶液；

ｉ）　无水乙醇（化学纯）；

ｊ）　干燥器。

５．７．２　试验步骤

ａ）　取钢片和铝片各四片，用２００号水砂纸打磨，去掉氧化膜，再用４００号水砂纸磨光（铝片在室温

下放入硝酸中泡２ｍｉｎ），用硬毛刷在自来水中冲刷、洗净，最后用无水乙醇洗涤擦干。将处理

好的试片放入（６０±２）℃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３０ｍｉｎ，取出放入干燥器中至室温，称量每

个试片的质量，并编号。

ｂ）　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个试片的长、宽、厚，计算每个试片的表面积。

ｃ）　将处理好的试片分别放入两个锥形瓶中，倒入泡沫液（符合本标准５．１．１）。使试片完全浸入

泡沫液中，且试片间不接触，然后密封瓶口。

ｄ）　将锥形瓶放在（３８±２）℃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连续保持２１ｄ。

ｅ）　从锥形瓶中取出试片，分别用硬毛刷在自来水中冲刷腐蚀生成物（若洗不掉，则钢片用１０％柠

檬酸氢二铵水溶液浸泡，铝片用磷酸铬酸水溶液浸泡），洗净后，用无水乙醇洗涤、擦干。然后

放入（６０±２）℃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３０ｍｉｎ，取出放入干燥器内冷至室温，称量每个试

片的质量。

５．７．３　结果

腐蚀率按公式（２）计算：

犆＝１０００×（犿１－犿２）／（２１×犃） …………………………（２）

　　式中：

犆———腐蚀率，单位为毫克每天每平方分米［ｍｇ／（ｄ·ｄｍ
２）］；

犿１———每个试片浸泡前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每个试片浸泡后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每个试片的表面积，单位为平方分米（ｄｍ２）。

每个试样取四个试片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５．８　低倍泡沫液的发泡倍数和２５％析液时间

５．８．１　设备

泡沫产生系统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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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枪：见图３，当用水标定时，在（０．６３±０．０３）ＭΡａ压力下，水流量为（１１．４±０．４）Ｌ／ｍｉｎ；

———泡沫收集器：见图４，泡沫收集器表面可采用不锈钢、铝、黄铜及塑料材料制作；

———析液测定器：见图５，塑料或黄铜制作。用水标定泡沫接收罐的容积，精确至１ｍＬ；

———温度计：分度值１℃；

———量筒：分度值１０ｍＬ；

———天平：精度±０．５ｇ；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１———标准泡沫枪；

２———可调支架；

３———泡沫液输送管；

　　４———耐压储罐；

５———压力表（０ＭＰａ～１ＭＰａ）；

６———进气管。

图２　低倍泡沫产生系统安装示意图

　　１———外丝接头；

２———内丝接头；

３、６———聚四氟乙烯垫圈；

４———三孔孔板；

５———单孔孔板；

　　７———外丝接头；

８———内丝接头；

９———接管；

１０———十字头；

１１———螺栓。

图３　标准泡沫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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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泡沫接收器；

２———泡沫挡板；

３———支架；

４———析液测定器支架。

图４　低倍泡沫收集器示意图

　　１———泡沫接收罐；

２———滤网、孔径０．１２５ｍｍ；

３———析液接收罐。

图５　低倍泡析液测定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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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　温度条件

试验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１５～２５）℃；

———泡沫温度：（１５～２０）℃。

５．８．３　试验步骤

ａ）　将温度处理前、后的样品分别按使用浓度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则用符

合５．１０．３的海水配制），控制泡沫溶液的温度，使产生的泡沫温度在（１５～２０）℃范围内。

ｂ）　启动空气压缩机，调节泡沫枪入口压力为（０．６３±０．０３）ＭΡａ，确保泡沫枪的流量（１１．４±０．４）

Ｌ／ｍｉｎ。

ｃ）　用水润湿泡沫接收罐的内壁、擦净、称重（犿３）。

ｄ）　将泡沫枪水平放置在泡沫收集器前，使泡沫枪前端至泡沫收集器顶沿距离为（２．５±０．３）ｍ，喷

射泡沫并调节泡沫枪的高度，使泡沫打在泡沫收集器中心。经过（３０±５）ｓ的喷射达到稳定

后，用泡沫接收罐接收泡沫，同时启动秒表，刮平并擦去析液测定器外溢泡沫，称重（犿４），按公

式（３）计算２５％析液质量（犿５）：

犿５ ＝ （犿４－犿３）／４ …………………………（３）

　　式中：

犿３———析液测定器的质量，单位为克 （ｇ）；

犿４———析液测定器充满泡沫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５———２５％析液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ｅ）　取下析液测定器的析液接收罐，放在天平上，同时将泡沫接收罐放在支架上，注意保持析液中

不含泡沫，当析出液体的质量为犿５ 时卡停秒表，记录２５％析液时间。

ｆ）　发泡倍数按公式（４）计算：

犈＝ρ犞／（犿４－犿３） …………………………（４）

　　式中：

犈———发泡倍数；

ρ———泡沫溶液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取ρ＝１．０ｇ／ｍＬ；

犞———泡沫接收罐的容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５．９　中、高倍泡沫液的发泡倍数和析液时间

５．９．１　中倍泡沫液

５．９．１．１　设备

———泡沫收集器：见图６ａ），容积（犞）为２００Ｌ，容积精度为±２Ｌ，底部有９个排液孔。可采用不锈

钢、塑料等材料制作；

———泡沫产生系统（见图２）：带有标准中倍泡沫产生器（图７）。当泡沫产生器用水标定时，在（０．５

±０．０１）ＭＰａ压力下，水流量为（３．２５±０．１５）Ｌ／ｍｉｎ；

———量筒：分度值１０ｍＬ；

———温度计：分度值１℃；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台秤：精度０．０１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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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泡沫收集器

　　１———压环；

２———不锈钢网，丝径０．４ｍｍ，孔径０．６５８ｍｍ；

３———外壳；

４———喷嘴；

５———套环；

６———螺母；

７———螺帽；

　　８———螺栓；

９———螺纹接头；

１０———三通接头；

１１———螺纹接头；

１２———开关阀；

１３———连接管；

１４———压力表。

图７　中倍泡沫产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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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１．２　温度条件

试验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１５～２５）℃；

———泡沫溶液温度：（１５～２０）℃。

５．９．１．３　试验步骤

ａ）　将温度处理前、后的样品分别按使用浓度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则用符

合５．１０．３的海水配制泡沫溶液。

ｂ）　用胶带封堵泡沫收集器底部的排液孔。润湿泡沫收集器内壁，并擦净、称重（犿１）。启动泡沫

产生系统，调节泡沫产生器入口压力为（０．５±０．０１）ＭＰａ。

ｃ）　收集泡沫于收集器中，当泡沫充满收集器一半时启动秒表。当收集器完全充满泡沫时，停止收

集泡沫，并且沿泡沫收集器上沿刮平泡沫。称量此时收集器质量（犿２）。按公式（５）计算发泡

倍数犈。

犈＝ρ犞／（犿２－犿１） …………………………（５）

　　式中：

犈———发泡倍数；

ρ———泡沫溶液的密度，取ρ＝１．０ｋｇ／Ｌ；

犞———泡沫收集器容积，单位为升（Ｌ）；

犿１———泡沫收集器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２———泡沫收集器充满泡沫时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ｄ）　按公式（６）计算２５％析液体积，按公式（７）计算５０％析液体积。（析出泡沫溶液的密度按

１．０ｋｇ／Ｌ计）

犞１ ＝
犿２－犿１
４ρ

…………………………（６）

犞２ ＝
犿２－犿１
２ρ

…………………………（７）

　　式中：

犿１———泡沫收集器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２———泡沫收集器充满泡沫时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犞１———２５％析液体积，单位为升（Ｌ）；

犞２———５０％析液体积，单位为升（Ｌ）；

ρ———泡沫溶液的密度，取ρ＝１．０ｋｇ／Ｌ。

ｅ）　将泡沫收集器放在支架上，除去封堵在排液孔上的胶带，将析出的泡沫溶液收集到量筒中。注

意保持析液中不含泡沫。

ｆ）　当析出的泡沫溶液体积为犞１ 时，秒表所示时间即为２５％析液时间。

ｇ）　当析出的泡沫溶液体积为犞２ 时，卡停秒表，记录５０％析液时间。

５．９．２　高倍泡沫液

５．９．２．１　设备

———泡沫收集器：见图６ｂ），容积（犞）为５００Ｌ，容积精度为±５Ｌ，底部有９个排液孔。可采用不锈

钢、塑料等材料制作。

———泡沫产生系统（见图２）：带有标准高倍泡沫产生器（图８）。当泡沫产生器用水标定时，在

（０．５±０．０１）ＭＰａ压力下，水流量为（６．１±０．１）Ｌ／ｍｉｎ。

———量筒：分度值１０ｍＬ；

———温度计：分度值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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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台秤：精度０．０１ｋｇ。

　　１———压环；

２———金属孔板；

３———风扇；

４———支架；

５———电机；

６———外壳；

７———弯头；

　　８———喷嘴；

９———导管；

１０———螺栓；

１１———筛网；

１２———螺母；

１３———检查盖；

１４，１５———螺栓；

　　１６———手柄；

１７———螺纹接头；

１８———三通接头；

１９———压力表；

２０———开关阀；

２１，２２，２３———螺栓。

图８　高倍泡沫产生器

５．９．２．２　温度条件

试验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１５～２５）℃；

———泡沫溶液温度：（１５～２０）℃。

５．９．２．３　试验步骤

ａ）　将温度处理前、后的样品分别按使用浓度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则用符

合５．１０．３的海水配制泡沫溶液。

ｂ）　用胶带封堵泡沫收集器底部的排液孔。润湿泡沫收集器内壁，并擦净、称重（犿１）。启动泡沫

产生系统，调节泡沫产生器入口压力为（０．５±０．０１）ＭＰａ。

ｃ）　收集泡沫于收集器中，当泡沫充满收集器一半时启动秒表。当收集器完全充满泡沫时，停止收

集泡沫，并且沿泡沫收集器上沿刮平泡沫。称量此时收集器质量（犿２）。按公式（１）计算发泡

倍数。

ｄ）　按公式（３）计算５０％析液体积。

ｅ）　将泡沫收集器放在支架上，除去封堵在排液孔上的粘胶带，将析出的泡沫溶液收集到量筒中。

注意保持析液中不含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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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当析出的泡沫溶液体积为犞２ 时，卡停秒表，记录５０％析液时间。

５．１０　灭火性能

鉴于本项试验颇费财力和时间，建议将本试验安排在最后，如果上述所检项目已判定样品不合格，

灭火性能可不做。

ａ）　对温度敏感性泡沫液，应使用按５．１．２温度处理后的样品进行灭火性能试验。

ｂ）　对非温度敏感性泡沫液，可使用符合５．１．１的样品进行灭火性能试验。

５．１０．１　试验序列

ａ）　对不适于海水的泡沫液，使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并按供应商声明的灭火等级进行三次试验，两

次成功即为合格。如果前两次试验全部成功或失败，可免做第三次试验。

ｂ）　对适于海水的泡沫液，头两次试验中，第一次试验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第二次试验用符合

５．１０．３的海水配制泡沫溶液。如果两次试验全部成功或失败，则终止试验。如果一次失败，

则重复该试验。如果第一次重复试验成功则进行第二次重复试验，否则终止试验。泡沫液灭

火性能成功的条件是下述情况之一：

———前两次试验都成功；

———前两次试验只有一次成功且两次重复试验都成功。

５．１０．２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１０～３０）℃；

———泡沫温度：（１５～２０）℃；

———燃料温度：（１０～３０）℃；

———风速：不大于３ｍ／ｓ（接近油盘处）。

５．１０．３　泡沫溶液的配制

应按样品的使用浓度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还应用人工海水配制泡沫溶液。

配制浓度与淡水相同。人工海水由下列组分构成（配制人工海水用的化学试剂均为化学纯）：

在一升淡水中加入：２５．０ｇ氯化钠（ＮａＣｌ）；

１１．０ｇ氯化镁（ＭｇＣｌ２·６Ｈ２Ｏ）；

１．６ｇ氯化钙（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

４．０ｇ硫酸钠（Ｎａ２ＳＯ４）。

５．１０．４　记录

试验过程中记录下列参数：

ａ）　室内或室外；

ｂ）　环境温度；

ｃ）　泡沫温度；

ｄ）　风速；

ｅ）　９０％控火时间；

ｆ）　９９％控火时间；

ｇ）　灭火时间；

ｈ）　２５％抗烧时间；

ｉ）　１％抗烧时间（仅适用于中倍泡沫液）。

５．１０．５　低倍泡沫液灭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试验

５．１０．５．１　缓施放灭火试验

５．１０．５．１．１　设备、材料

ａ）　钢质油盘：面积为约４．５２ｍ
２，内径（２４００±２５）ｍｍ，深度（２００±１５）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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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钢质挡板：长（１０００±５０）ｍｍ，高（１０００±５０）ｍｍ；

ｃ）　泡沫枪和泡沫产生系统：同５．８．１；

ｄ）　钢质抗烧罐：内径（３００±５）ｍｍ，深度（２５０±５）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ｅ）　风速仪：精度０．１ｍ／ｓ；

ｆ）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ｇ）　燃料：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符合ＳＨ０００４的要求。

５．１０．５．１．２　试验步骤

将油盘放在地面上并保持水平，使油盘在泡沫枪的下风向，加入９０Ｌ淡水将盘底全部覆盖。泡沫

枪水平放置并高出燃料面（１±０．０５）ｍ，使泡沫射流的中心打到挡板中心轴线上并高出燃料面（０．５±

０．１）ｍ。

加入（１４４±５）Ｌ燃料使自由盘壁高度为１５０ｍｍ，加入燃料在５ｍｉｎ内点燃油盘，预燃（６０±５）ｓ，开

始供泡，并记录灭火时间。灭火成功的条件：

ａ）　对Ⅲ级泡沫液，所有火焰全部熄灭。

ｂ）　对Ⅰ级和Ⅱ级泡沫液，残焰减少到只有一个或在盘边０．１ｍ范围内有几个闪焰，其高度不超

过油盘上沿０．１５ｍ，有一个聚集的火焰前锋（即在不计任何火焰间距离的条件下，火焰沿盘边

方向的总长度不超过０．５ｍ），而且在抗烧试验前的等待时段内火焰强度不再增加。

供泡（３００±２）ｓ后停止供泡，等待（３００±１０）ｓ，将装有（２±０．１）Ｌ燃料的抗烧罐放在油盘中央并点

燃。当油盘２５％的燃料面积被引燃时，记录２５％抗烧时间。

５．１０．５．２　强施放灭火试验

５．１０．５．２．１　设备、材料

除油盘不带钢质挡板外，其他同５．１０．５．１．１。

５．１０．５．２．２　试验步骤

按着５．１０．５．１．２方式将油盘放在泡沫枪的下风向，泡沫枪的位置应使泡沫的中心射流落在距远端

盘壁（１±０．１）ｍ处的燃料表面上。

加入燃料在５ｍｉｎ之内点燃，预燃（６０±５）ｓ后开始供泡，供泡（１８０±２）ｓ后停止供泡；如果火被完

全扑灭，则记录灭火时间；如果火焰仍未被扑灭，等待观察残焰是否全部熄灭并记录灭火时间。停止供

泡后，等待（３００±１０）ｓ，将装有（２±０．１）Ｌ燃料的抗烧罐置于油盘中心并点燃。记录自点燃抗烧罐至油

盘２５％的燃料面积被引燃的时间，即２５％抗烧时间。

５．１０．６　中倍泡沫液

５．１０．６．１　设备、材料

ａ）　钢质油盘：面积约１．７３ｍ
２，直径（１４８０±１５）ｍｍ，深度（１５０±１０）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ｂ）　泡沫产生系统：同５．９．１．１；

ｃ）　钢质抗烧罐：直径（１５０±５）ｍｍ，高（１５０±５）ｍｍ，壁厚２．５ｍｍ，带一个支架能使其直接挂在油

盘的边缘的外侧；

ｄ）　风速仪：精度０．１ｍ／ｓ；

ｅ）　温度计：分度值１℃；

ｆ）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ｇ）　燃料：１２０＃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符合ＳＨ０００４的要求。

５．１０．６．２　试验步骤

ａ）　将油盘放置在地面上并保持水平。加入３０Ｌ水及（５５±２）Ｌ燃料，使自由盘壁的高度为

１００ｍｍ。将装有（０．９±０．１）Ｌ燃料的抗烧罐挂在油盘的下风侧。如图９所示安装中倍泡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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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水平放置在油盘上风侧。在施加燃料的５ｍｉｎ内点燃油盘。当整个燃料表面布满火焰

不少于４５ｓ后，安装好泡沫产生器。

ｂ）　当预燃时间达到（６０±５）ｓ，开始供泡。供泡时间（１２０±２）ｓ。

ｃ）　记录从开始供泡至火焰熄灭的时间间隔即为灭火时间。

ｄ）　供泡结束后，抗烧罐内火焰应继续燃烧，直到油盘内泡沫层上出现悬浮火焰，记录该时间间隔

为１％抗烧时间。

ｅ）　如果在供泡过程中由于泡沫外溢而使抗烧罐内火焰熄灭，应立即重新点燃。

　　１———抗烧罐；

２———油盘；

３———中倍泡沫产生器；

　　４———燃料；

５———水；

６———燃料。

图９　中倍泡沫灭火试验示意图

５．１０．７　高倍泡沫液

５．１０．７．１　设备、材料

泡沫产生系统：同５．９．２．１；

油盘、风速计、温度计、秒表及燃料符合５．１０．６．１；

泡沫拦网：由０．０２１ｍｍ（５目）不锈钢网构成，按图１０布置。

５．１０．７．２　试验步骤

ａ）　将油盘放置在地面上并保持水平。加入３０Ｌ水及（５５±２）Ｌ燃料，使自由盘壁的高度为

１００ｍｍ。按图５在油盘周围布置泡沫拦网和高倍泡沫产生器，高倍泡沫产生器水平放置在油

盘上风侧。在施加燃料的５ｍｉｎ内点燃油盘。当预燃时间（从整个燃料表面布满火焰开始计

时）达到４５ｓ时，在距油盘一定距离处打开泡沫产生器，产生泡沫。

ｂ）　当预燃时间达到（６０±５）ｓ，将泡沫产生器对准拦网开口，开始供泡。供泡时间（１２０±２）ｓ。

ｃ）　记录从开始供泡至火焰熄灭的时间间隔即为灭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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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泡沫拦网；

２———油盘；

３———高倍泡沫产生器；

４———燃料；

５———水。

图１０　高倍泡沫灭火试验示意图

５．１０．８　抗醇泡沫液

５．１０．８．１　灭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试验

按５．１０．５进行。

５．１０．８．２　灭水溶性液体燃料火试验

５．１０．８．２．１　仪器设备及材料

———钢质油盘：面积１．７３ｍ２，内径（１４８０±１５）ｍｍ，深度（１５０±１０）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钢质挡板：高（１０００±５０）ｍｍ，宽（１０００±５０）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抗烧罐：内径（３００±５）ｍｍ，深度（２５０±５）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燃料：纯度不小于９９％的工业丙酮（符合ＧＢ／Ｔ６０２６标准，不低于一等品）；

———其他同５．１０．５．１．１。

５．１０．８．２．２　试验步骤

将油盘放在地面上并保持水平，使油盘在泡沫枪的下风向。将泡沫枪水平放置并高出燃料面（１±

０．０５）ｍ，使泡沫射流的中心打到挡板中心轴并高出燃料面（０．５±０．１）ｍ。

加（１２５±５）Ｌ燃料，使自由盘壁高度约为７８ｍｍ。加入燃料在５ｍｉｎ内点燃油盘，预燃（１２０±５）ｓ，

开始供泡。并记录灭火时间。

供泡（１８０±２）ｓ（灭火性能级别为Ⅰ级的泡沫液）或（３００±２）ｓ（灭火性能级别为Ⅱ级的泡沫液），停

止供泡等待（３００±１０）ｓ，将装有（２±０．１）Ｌ燃料的抗烧罐放在油盘中央并点燃。记录２５％抗烧时间。

５．１０．９　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泡沫、灭火性能

建议本项试验安排在最后进行，如果上述各项性能试验判定该样品不合格时，可不做本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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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９．１　仪器设备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天平：精度１ｇ；

———量筒：分度值１０ｍＬ。

———ＭＪＰＺ６型标准手提式机械泡沫灭火器：容积（８±０．２）Ｌ；桶体高度（５１０±１０）ｍｍ；桶体外径

（１５０±５）ｍｍ；喷射管内径（１２±２）ｍｍ；喷射管长度（４２０±５）ｍｍ；喷嘴见图１１；灭火剂充装

量（６±０．２）Ｌ；充入氮气压力（表压）（１．２±０．１）ＭＰａ。

也可以使用厂家提供的 ＭＪＰＺ６型泡沫灭火器及喷嘴，但其喷射性能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标准相

应的要求。

图１１　喷嘴

５．１０．９．２　样品的贮存试验

把经温度处理后的预混液充装灭火器内，充压后在（１５～３５）℃环境条件存放９０ｄ，然后进行泡沫性

能和灭火性能试验。

５．１０．９．３　发泡倍数、２５％析液时间

试验仪器和设备、试验准备、试验步骤按ＧＢ１５３６８—１９９４中５．１７进行。

５．１０．９．４　犃类灭火试验

试验模型、试验条件、试验步骤及试验评定按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中６．２进行。

５．１０．９．５　犅类灭火试验

ａ）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灭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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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模型、试验条件、试验步骤及试验评定按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中６．３进行。所不同的是试验燃料

为符合ＳＨ０００４要求的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ｂ）　灭丙酮火试验

圆形油盘用钢板制造，钢板厚度２ｍｍ～３ｍｍ，油盘深度不大于２００ｍｍ，盘沿口加强边宽度不大于

５０ｍｍ。燃料为９９％丙酮，燃料层厚度不小于５０ｍｍ，不得加入清水。灭火试验的预燃时间为（１２０±

５）ｓ。

其余试验方法按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中６．３．２、６．３．３．２、６．３．４进行。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取样

取样应有代表性，应保证样品与总体的一致。对于桶装产品，取样前应将桶中的产品摇匀；对于罐

装产品，可从罐的上、中、下三个部位各取三分之一样品，混匀后做为样品。样品数量不应少于２５ｋｇ、

预混型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不少于７５ｋｇ。每项性能测试前再次取样时，应将样品摇匀。

６．２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低倍泡沫液为：凝固点、ｐＨ值、沉淀物、扩散系数、发泡

倍数、２５％析液时间、灭火性能（可按附录Ａ试验）；中、高倍泡沫液为：凝固点、ｐＨ值、沉淀物、发泡倍

数、２５％析液时间（仅适用于中倍泡沫液）、５０％析液时间；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为：凝固点、ｐＨ值、表

面张力（成膜型）、发泡倍数、２５％析液时间。必要时可按预定用途增加检验项目。

６．３　型式检验

本标准第４章中所列的相应灭火剂的全部技术指标为型式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

式检验，并规定产品定型鉴定时被抽样的产品基数不少于２ｔ。

ａ）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ｂ）　正式生产中如原材料、工艺、配方有较大的改变时；

ｃ）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ｄ）　正常生产两年或间歇生产累计产量达８００ｔ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时；

ｆ）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６．４　检验结果判定

６．４．１　出厂检验结果判定

由生产厂根据检验规程自行判定。

６．４．２　型式检验结果判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即判为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ａ）　各项指标均符合本标准第４章相应灭火剂的要求；

ｂ）　只有一项Ｂ类不合格，其他项目均符合本标准第４章相应的要求；

ｃ）　Ｃ类不合格项目不超过两项，其他项目均符合本标准第４章相应的要求。

７　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７．１　包装

泡沫液应密封盛在塑料桶中或内壁经防腐处理的铁桶中，最小包装为２５ｋｇ。

７．２　标志

泡沫液包装容器上应清晰、牢固地注明；

ａ）　名称、型号、使用浓度；

ｂ）　如适用于海水，注明“适用于海水”，否则注明“不适用于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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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灭火性能级别和抗烧水平；

ｄ）　 ××








和

对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的灭火性能级别及抗烧水平







ＡＲ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

对水溶性液体燃料的灭火性能级别及抗烧水平

ｅ）　如不受冻结、融化影响，应注明“不受冻结、融化影响”，否则注明“禁止冻结”；

ｆ）　可形成水成膜的泡沫液，应注明“成膜型”；

ｇ）　可引起的有害生理作用的可能性，以及避免方法和其发生后援救措施；

ｈ）　储存温度、最低使用温度和有效期；

ｉ）　泡沫灭火剂应注明是否是温度敏感型泡沫液。

ｊ）　泡沫灭火剂的净重、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依据标准；

ｋ）　生产厂名称和厂址。

７．３　运输和储存

运输避免磕碰，防止包装受损。

泡沫灭火剂应储存在通风、阴凉处，储存温度应低于４５℃，高于其最低使用温度。按本标准的储存

条件或生产厂提出的储存条件要求储存，泡沫液的储存期为：ＡＦＦＦ８年；Ｓ、中、高倍泡沫液３年；Ｐ、

Ｐ／ＡＲ、ＦＰ、ＦＰ／ＡＲ、ＡＦＦＦ／ＡＲ、Ｓ／ＡＲ、ＦＦＦＰ、ＦＦＦＰ／ＡＲ、灭火器用灭火剂２年。储存期内，产品

的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超过储存期的产品，每年应进行灭火性能检验，以确定产品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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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用于泡沫性能和灭火性能质量控制的小型试验

犃．１　概述

本附录采用的泡沫枪与５．８．１采用的标准泡沫枪不同，产生的泡沫也不同，因此，使用两种泡沫枪

得到的发泡倍数、析液时间以及灭火性能不能直接比较。本附录提供的试验方法适用于在正常生产过

程中对泡沫液的泡沫性能和灭火性能稳定性进行质量控制。

犃．２　泡沫性能试验

犃．２．１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１５～２５）℃；

———泡沫温度：（１５～２０）℃；

———室内。

犃．２．２　仪器、设备

———秒表：精度０．１ｓ；

———温度计：分度值１℃；

———天平：精度１ｇ；

———量筒：分度值１０ｍＬ；

———析液测定器（见图５）；

———泡沫产生系统（见图２）：由５Ｌ／ｍｉｎ泡沫枪［见图Ａ．１，应满足在（０．７±０．０３）ＭΡａ压力下，用

水测定的流量为（５．０±０．１）Ｌ／ｍｉｎ］、１．５级（０～１）ＭＰａ压力表、储液罐、空压机等组成。

犃．２．３　试验步骤

ａ）　将样品按使用浓度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则用符合５．１０．３的海水配制，

控制泡沫溶液的温度，使产生的泡沫温度在（１５～２０）℃范围内。

ｂ）　启动空气压缩机，调节泡沫枪入口压力为（０．７±０．０３）ＭΡａ，同时润湿析液测定器的泡沫接收

罐内壁、擦净、称重（犿１）。

ｃ）　经过（５～１０）ｓ的喷射达到稳定后，用析液测定器接收泡沫，同时启动秒表，刮平并擦去析液测

定器外溢泡沫，称重（犿２），按式（Ａ．１）计算２５％析液质量（犿３）：

犿３ ＝ （犿２－犿１）／４ …………………………（Ａ．１）

　　式中：

犿１———析液测定器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析液测定器充满泡沫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３———２５％析液质量，单位为克（ｇ）。

ｄ）　取下析液测定器的析液接收罐，放在天平上，同时将泡沫接收罐放在支架上，注意保持析液中

不含泡沫，当析出液体为犿３ 时卡停秒表，记录２５％析液时间。

ｅ）　发泡倍数按式（Ａ．２）计算：

犈＝ρ犞／（犿２－犿１） …………………………（Ａ．２）

　　式中：

犈———发泡倍数；

ρ———泡沫溶液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取ρ＝１．０ｇ／ｍＬ；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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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泡沫收集罐的容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图犃．１　５犔／犿犻狀泡沫枪及附件

犃．３　灭火试验

犃．３．１　试验条件

同 Ａ．２．１。

犃．３．２　泡沫溶液的配制

同５．８．３ａ）。

犃．３．３　设备及材料

泡沫产生系统：同Ａ．２．２，所不同的是用７ｍｍ流量调节头取代１３５°弯头。

圆形、锥底钢质油盘：内径（５６５±５）ｍｍ，深度（１５０±５）ｍｍ，壁厚２．５ｍｍ，油盘面积为０．２５ｍ２，圆

锥底高度为（３０±５）ｍｍ；

钢质抗烧罐：内径（１２０±２）ｍｍ，深度（８０±２）ｍｍ，整体高度（９６±２）ｍｍ，壁厚２．５ｍｍ；

燃料：１２０＃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符合ＳＨ０００４的要求；

其他同Ａ．２．２。

犃．３．４　记录

试验过程中记录下列参数：

ａ）　室内或室外；

ｂ）　环境温度；

ｃ）　泡沫温度；

ｄ）　９０％控火时间；

ｅ）　灭火时间；

ｆ）　１００％抗烧时间。

犃．３．５　试验步骤

向泡沫溶液贮罐施加（０．７±０．０３）ＭΡａ的压力，调节７ｍｍ流量调节头，使其直向的泡沫流量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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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７７５）ｇ／ｍｉｎ（以６ｓ的喷射量确定流量）。调节泡沫枪的位置，使枪保持水平并高出油盘上沿

１５０ｍｍ，使泡沫落在油盘中央。用水洗净油盘，加入９Ｌ燃料，在抗烧罐中加入１Ｌ燃料，放在安全处。

打开排风装置。加入燃料在５ｍｉｎ内点燃油盘，预燃（６０±５）ｓ，开始供泡。记录９０％控火时间（自供泡

开始至火焰高度降低到０．３ｍ～０．４ｍ的时间）、灭火时间（自供泡开始至火焰全部熄灭的时间）。供泡

（１８０±２）ｓ，等待（６０±５）ｓ，将装有１Ｌ燃料的抗烧罐放在油盘中央并点燃。记录１００％抗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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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黏度测试方法

犅．１　概述

本附录提供了一个通过旋转黏度计测定泡沫液的动力黏度来确定其比流动性的方法。即在不同温

度条件下，采用规定的转子和转数，测定标准参比液的黏度值，并绘制成标准曲线；再在泡沫液的最低使

用温度下测定样品的黏度值，将得到的结果与标准曲线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比流动性。

犅．２　要求

泡沫液的黏度值应不大于标准参比液的黏度值。

犅．３　试验方法

犅．３．１　仪器、设备

———旋转黏度计：精度±５％；

———恒温水浴：精度±１℃；

———低温冷阱：精度±１℃；

———温度计：精度±１℃；

———秒表：精度０．１ｓ。

犅．３．２　试验步骤

犅．３．２．１　按表Ｂ．１给出的数据，绘制标准参比液体的温度（横轴）黏度（纵轴）标准曲线。

表犅．１

温度／℃ １０ ５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转子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转数／（ｒ／ｍｉｎ） ６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２ ６ １２

黏度／ｍＰａ·ｓ ７４０ １１４０ １５６０ ２９４０ ５６６０ １６６４０ ３６４００

犅．３．２．２　将装有适量样品的烧杯置于恒温水浴或低温冷阱中，将样品冷却到泡沫液的最低使用温度。

根据泡沫液的最低使用温度，按表Ｂ．２选择旋转黏度计的转子和转数，进行黏度测定。

表犅．２　

最低使用温度／℃ １０～８ ７～３ ２～－２ －３～－７ －８～－１２ －１３～－１７ －１８～－２０

转子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转数／（ｒ／ｍｉｎ） ６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２ ６ １２

犅．３．３　取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并与标准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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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泡沫灭火剂》国家标准第１号修改单

本修改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批准，自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泡沫灭火剂》国家标准修改内容如下：

一、第２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　手提式灭火器通用技术条件”修改为“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　手提式灭火器　

第１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２．删除“ＧＢ１５３６８—１９９４　手提式机械泡沫灭火器”。

二、第４章　要求

１．表５“表面张力／（ｍＮ／ｍ）”和“界面张力／（ｍＮ／ｍ）”两项指标的“样品状态”均由“温度处理前、

后”修改为“温度处理前”；“灭火时间／ｓ”和“１％抗烧时间／ｓ”两项指标的“样品状态”均由“温度处理前、

后”修改为“温度处理前或后”；

２．表６“表面张力／（ｍＮ／ｍ）”和“界面张力／（ｍＮ／ｍ）”两项指标的“样品状态”均由“温度处理前、

后”修改为“温度处理前”；“灭火时间／ｓ”指标的“样品状态”由“温度处理前、后”修改为“温度处理前或

后”；

３．表１、表５、表６中“Ｑ２３５钢片”修改为“Ｑ２３５Ａ钢片”，“ＬＦ２１铝片”修正为“３Ａ２１铝片”。

４．第４．２．４．１条修改为“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物理、化学性能应符合表１的相应要求。”

５．删除第４．２．４．２条以及表１０、表１１及表１２。

６．第４．２．４．３条修改为：

４．２．４．２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灭火性能应符合表１０的要求。

表１０　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的灭火性能

灭火器规格 灭火剂类别 燃料类别 灭火级别 不合格类型

６Ｌ

ＡＦＦＦ／非ＡＲ、ＡＦＦＦ／ＡＲ、ＦＦＦＰ／非ＡＲ

ＦＦＦＰ／ＡＲ、Ｐ／非ＡＲ、Ｐ／ＡＲ、ＦＰ／非ＡＲ、ＦＰ／ＡＲ、

Ｓ／非ＡＲ、Ｓ／ＡＲ

橡胶工业

用溶剂油
≥５５Ｂ Ａ

ＡＦＦＦ／ＡＲ、ＦＦＦＰ／ＡＲ、Ｐ／ＡＲ、ＦＰ／ＡＲ、Ｓ／ＡＲ ９９％丙酮 ≥２１Ｂ Ａ

ＡＦＦＦ／非ＡＲ、ＡＦＦＦ／ＡＲ、ＦＦＦＰ／非ＡＲ

ＦＦＦＰ／ＡＲ、Ｐ／非ＡＲ、Ｐ／ＡＲ、ＦＰ／非ＡＲ、ＦＰ／ＡＲ、

Ｓ／非ＡＲ、Ｓ／ＡＲ

木垛 ≥１Ａ Ａ

　　三、第５章　试验方法

１．第５．１０．７．２条“试验步骤”中列项ａ），“按图５在油盘周围布置……”修改为“按图１０在油盘周

围布置……”。

２．第５．１０．９．１条最后一段，“……，但其喷射性能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９９７标准相应的要求。”修改为

“……，但其喷射性能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标准相应的要求。”

３．删除第５．１０．９．３条。

４．第５．１０．９．４条修改为：

“５．１０．９．３　Ａ类灭火试验

试验模型、试验条件、试验步骤及试验评定按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中７．２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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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第５．１０．９．５条修改为：

“５．１０．９．４　Ｂ类灭火试验

ａ）　溶剂油火灭火试验

试验模型、试验条件、试验步骤及试验评定按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中７．３的规定进行，不同的是试验

燃料为符合ＳＨ０００４要求的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ｂ）　丙酮火灭火试验

圆形油盘用钢板制造，钢板厚度２ｍｍ～３ｍｍ，油盘深度不大于２００ｍｍ，油盘沿口加强边宽度不大

于５０ｍｍ。燃料为９９％丙酮，燃料层厚度不小于５０ｍｍ，不得加入清水。灭火试验的预燃时间为

（１２０±５）ｓ。其余试验方法按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中７．３．２、７．３．３．３、７．３．４的规定进行。”

四、第６章　检验规则

１．第６．１条中，删除“、预混型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不少于７５ｋｇ”。

２．第６．２条中，“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为：凝固点、ｐＨ值、表面张力（成膜型）、发泡倍数、２５％析液

时间。”修改为“灭火器用泡沫灭火剂为：凝固点、ｐＨ值、表面张力（成膜型）、灭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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