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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５章、第７章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是对ＧＢ１７８３５—１９９９《水系灭火剂通用技术条件》的修订。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７８３５—１９９９《水系灭火剂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ＧＢ１７８３５—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抗冻结融化性”、“腐蚀性能”、“凝固点”、“毒性”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删掉了“流动性”、“流动点”、“沉淀物”和“稳定性”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增加了“抗醇性水系灭火剂”和“非抗醇性水系灭火剂”的定义；

———删掉了“离析”的定义；

———对第４章分类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分类与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附录Ａ中灭火剂代号和特定的灭

火剂特征代号一致；

———第５章增加了对各项目不合格类型的划分；

———修改灭火试验程序和灭火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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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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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玉恒、庄爽、李姝、刘慧敏、戴桂红、孙甲斌。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７８３５—１９９９。

Ⅰ

犌犅１７８３５—２００８



水 系 灭 火 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系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运输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水系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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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　手提式灭火器　第１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ＩＳＯ７１６５：１９９９，ＮＥＱ）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ＭＯＤ）

ＧＢ／Ｔ１３２６７—１９９１　水质　物质对淡水鱼（斑马鱼）急性毒性测定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７３４６１～７３４６３：

１９８４）

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　泡沫灭火剂（ＩＳＯ７２０３１：１９９５，ＩＳＯ７２０３２：１９９５，ＩＳＯ７２０３３：１９９９，ＮＥＱ）

ＳＨ０００４—１９９０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水系灭火剂　狑犪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由水、渗透剂、阻燃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组成，一般以液滴或以液滴和泡沫混合的形式灭火的液体灭

火剂。

３．２

抗醇性水系灭火剂　犪犾犮狅犺狅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狑犪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适用于扑灭Ａ类火灾和Ｂ类火灾（水溶性和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的水系灭火剂。

３．３

非抗醇性水系灭火剂　狀狅狀犪犾犮狅犺狅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狑犪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犻狀犵犪犵犲狀狋

适用于扑灭Ａ类火灾或Ａ、Ｂ类火灾（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的水系灭火剂。

４　分类和标记

４．１　分类

水系灭火剂按性能分为以下两类：

ａ）　非抗醇性水系灭火剂Ｓ；

ｂ）　抗醇性水系灭火剂Ｓ／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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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标记

示例：Ｓ／ＡＲ１０ＡＢ表示混合比为１０％、具有扑灭ＡＢ类火灾性能的抗醇性水系灭火剂。

５　要求

水系灭火剂的技术性能应符合表１和表２的要求。

表１　理化性能

项　目 样品状态 要　求 不合格类别

凝固点／℃ 混合液 在特征值＋０
－４℃之内 Ｃ

抗冻结、融化性 混合液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Ｂ

ｐＨ值 混合液 ６．０～９．５ Ｃ

表面张力／（ｍＮ／ｍ） 混合液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 Ｃ

腐蚀率／［ｍｇ／（ｄ·ｄｍ
２）］ 混合液

Ｑ２３５钢片：≤１５．０

ＬＦ２１铝片：≤１５．０
Ｃ

毒性 混合液 鱼的死亡率不大于５０％ Ｂ

表２　灭火性能

项目 燃料类别 灭火级别 不合格类型

灭Ｂ类火性能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５５Ｂ（１．７３ｍ２） Ａ

９９％丙酮 ≥３４Ｂ（１．０７ｍ２） Ａ

灭Ａ类火性能 木垛 ≥１Ａ Ａ

　　注１：委托方自带灭火器时，灭火器容积应为６Ｌ，喷射时间和喷射距离应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的要求。

　　注２：产品所能扑救火灾的类别，委托方自己申报。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凝固点

按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中５．２．３进行。

６．２　抗冻结、融化性

按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中５．２进行。

６．３　狆犎值

按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中５．５进行。

６．４　表面张力

按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中５．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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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腐蚀率

按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中５．７进行。

６．６　毒性

６．６．１　试验生物

试验鱼种应是斑马鱼（真骨鱼总目，鲤科），体长（３０±５）ｍｍ，体重（０．３±０．１）ｇ，选自同一驯养池中

规格大小一致的幼鱼。试验前该鱼群应在与试验时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在连续曝气的水中至少驯养两

周。试验前２４ｈ停止喂饲，每天清理粪便及食物残渣。驯养期间死亡率不得超过１０％，如果超过

１０％，则该批鱼不得用作试验。试验鱼应无明显的疾病和肉眼可见的畸形。试验前两周不应对其做疾

病处理。斑马鱼驯养的环境参数见ＧＢ／Ｔ１３２６７—１９９１附录Ｂ。

６．６．２　试验容器

２Ｌ玻璃烧杯，初次使用的试验容器，用前应仔细清洗。试验后，倒空容器，以适当的手段清洗，用

水冲去痕量试验物质及清洁剂，干燥后备用。试验容器临用前用标准稀释水冲洗。

６．６．３　标准稀释水

新配置的标准稀释水ｐＨ值为７．８±０．２，硬度为２５０ｍｇ／Ｌ左右（以ＣａＣＯ３ 计），用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

要求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由下面４种溶液制备：

ａ）　氯化钙溶液：将１１．７６ｇ氯化钙（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溶于水中并稀释至１Ｌ。

ｂ）　硫酸镁溶液：将４．９３ｇ硫酸镁（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溶于水中并稀释至１Ｌ。

ｃ）　碳酸氢钠溶液：将２．５９ｇ碳酸氢钠（ＮａＨＣＯ３）溶于水中并稀释至１Ｌ。

ｄ）　氯化钾溶液：将０．２３ｇ氯化钾（ＫＣｌ）溶于水中并稀释至１Ｌ。

将以上四种溶液各取２５ｍＬ，加以混合并用蒸馏水稀释至１Ｌ。将配置好的稀释水曝气至溶解氧

浓度达到空气饱和值，并将ｐＨ值稳定在７．８±０．２。

６．６．４　试验条件

试验期间混合液温度保持在（２３±２）℃，试验前２４ｈ停止喂食，整个试验期间也不喂食。

６．６．５　试验步骤

按申明比例配成混合液，取１２ｍＬ混合液倒入烧杯内，用标准稀释水稀释至２０００ｍＬ。将１０条健

康的斑马鱼放入，在环境温度为（２３±２）℃的条件下养９６ｈ，鱼的死亡率不大于５０％，即为合格。

６．７　灭火性能

６．７．１　仪器设备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天平：精度１ｇ；

量筒：分度值１０ｍＬ。

ＭＰＺ／６型手提贮压式泡沫灭火器或 ＭＳＺ／６型手提贮压式水型灭火器。喷嘴见图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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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ＰＺ／６型或 ＭＳＺ／６型灭火器及喷嘴，但其喷射时间和喷射距离性能应符

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的要求。

灭火剂：取经６．７．２样品储存试验后的灭火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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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ａ）　喷嘴

ｂ）　喷嘴芯

图１　喷嘴

６．７．２　样品贮存试验

取一定量的样品，按６．２的规定首先进行抗冻结融化试验，然后，在（６０±２）℃的环境中进行７天高

温试验，最后在（２０±５）℃的环境中放置２４ｈ或以上，充装灭火器。

６．７．３　犃类火灭火试验

６．７．３．１　试验模型

Ａ类火试验模型由整齐堆放在金属支架上（或其他类似的支架上）的木条和正方形金属制的引燃

盘构成，支架高４００ｍｍ±１０ｍｍ。

木条应经过干燥处理，其含水率保持在１０％～１４％；木材的密度在含水率１２％时应为０．４５ｇ／ｃｍ
３

～０．５５ｇ／ｃｍ
３；木条的横截面为正方形，边长３９ｍｍ±１ｍｍ，木材长度５００ｍｍ±１０ｍｍ。

木条分层堆放，上下层木条成直角排列，每层木条应间隔均匀。试验模型为正方形木垛，其边长等

于木条的长度。试验模型的木条根数、层数、引燃盘尺寸和引燃油量应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中表１１

规定。木垛的边缘木条应固定，以防止试验时被灭火剂冲散。引燃 Ａ 类火试验模型用符合

ＳＨ０００４—１９９０的１２０号溶剂油。

６．７．３．２　试验条件

Ａ类灭火试验应在室内进行，试验室应具有足够的空间，通风条件应满足木垛自由燃烧的要求。

灭火试验可有专人操作，操作者可穿戴透明面罩和隔辐射热的防护服与手套。

６．７．３．３　试验步骤

在引燃盘内先倒入深度为３０ｍｍ清水，再加入燃料，将引燃盘放入木垛的正下方。

　　点燃燃料，当燃料烧尽，可将引燃盘从木垛下抽出，让木垛自由燃烧。当木垛燃烧至其质量减少到

原质量的５３％～５７％时，则预燃结束。

　　注：木垛燃烧时的质量损失可直接测定或采用被证明可以提供相当一致结果的其他方法测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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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灭火应从木垛正面，距木垛不小于１．８ｍ处开始喷射。然后接近木垛，

并向顶部、底部、侧面等喷射，但不能向木垛的背面喷射。灭火时应使灭火器保持最大开启状态并连续

喷射，操作者和灭火器的任何部位不应触及模型。

６．７．３．４　试验评定

火焰熄灭后１０ｍｉｎ内没有可见的火焰（但１０ｍｉｎ内出现不连续的火焰可不计），即为灭火成功。

灭火试验中因木垛倒塌，则此次试验无效。

灭火试验应进行３次，其中有２次灭火成功，则视为成功。若连续２次灭火成功，第３次可以免做。

６．７．４　犅类火灭火试验

６．７．４．１　试验模型

Ｂ类火灭火试验模型由圆形盘内放入燃料构成，盘用钢板制成，模型尺寸应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

中表１２的规定。燃料为符合ＳＨ０００４—１９９０要求的橡胶工业用溶剂油（适用于抗醇和非抗醇型）、

９９％丙酮（适用于抗醇型）。

６．７．４．２　试验条件

Ｂ类火灭火试验可在室外进行，但风速不应大于３．０ｍ／ｓ。但下雨、下雪或下冰雹时不应进行试

验。试验时，油盘底部应与地面齐平，当油盘底部有加强筋时，必须使油盘底部不暴露于大气中。

灭火试验可有专人操作，操作者可穿戴透明面罩和隔辐射热的防护服与手套。

６．７．４．３　试验步骤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火试验时，为了防止油盘变形，可加入清水，但盘内水深不应大于５０ｍｍ，不应

小于１５ｍｍ。９９％丙酮火试验时，不得加入清水。

点燃燃料，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火预燃６０ｓ；９９％丙酮火预燃１２０ｓ。

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在灭火过程中，灭火器可以连续喷射或间歇喷射，但操作者不得踏上或踏

入油盘进行灭火。

６．７．４．４　试验评定

火焰熄灭后１ｍｉｎ内不出现复燃，且盘内还有剩余燃料，则灭火成功。

灭火试验应进行３次，其中有２次灭火成功，则视为成功。若连续２次灭火成功，第３次可以免做。

每次试验均应使用新的燃料，经燃烧后熄灭的燃料不得再次使用。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批、组

７．１．１　一次投料于加工设备中制得的均匀产品为一批。

７．１．２　一批或多批（不超过２５０ｔ），并且是用相同的主要原材料和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组。

７．２　取样

按ＧＢ１５３０８—２００６中６．１进行。样品数量２５ｋｇ。

７．３　出厂检验

７．３．１　每批产品的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凝固点、ｐＨ值、表面张力。

７．３．２　每组产品的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凝固点、ｐＨ值、表面张力和灭火性能。

７．４　型式检验

本标准第５章中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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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式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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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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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市场准入有要求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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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检验结果判定

７．５．１　出厂检验结果判定

出厂检验结果判定，由生产厂根据检验规程自行判定。

７．５．２　型式检验结果判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即判该样品合格。

———各项指标均符合第５章要求；

———只有一项Ｂ类不合格，其他项目均符合第５章要求；

———不超过两项Ｃ类不合格，其他项目均符合第５章要求；

———出现上述三个条件以外的情况，即判为该样品不合格。

８　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８．１　包装

产品应密封盛装于塑料桶中或内部做防腐处理的铁桶中，最小包装２５ｋｇ。

８．２　标志

产品包装容器上必须清晰、牢固地注明：

ａ）　产品的名称、型号和分类；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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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储存温度、最低使用温度和有效期；

ｄ）　产品的净重、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依据标准；

ｅ）　生产厂名称、厂址和通讯方式。

８．３　运输和储存

运输避免磕碰，防止包装受损。

产品应储存在通风、阴凉处，储存温度应低于４５℃并高于其最低使用温度，储存期为２年。储存期

内的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第５章相应要求。超过储存期的产品，每年应按本标准第５章的规定进行灭火

性能检验，以确定产品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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