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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的第44部分。《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已经发布的

部分见附录NA。
本文件代替GB/T5169.44—2013《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44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

则 着火危险评定》,与GB/T5169.44—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成品”的术语和定义(见3.7);
———增加了图5,用于说明产品的范围和使用情况(见图5)。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0695-1-11:2014《着火危险试验 第1-11部分:电工产品着火危险评定导

则 着火危险评定》。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名称改为《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44部分:着火危险评定

导则 着火危险评定》;
———将资料性引用的IECGuide104、GB/T5169.2—2013、IEC60695-1-12从第2章移至参考

文献;
———增加资料性附录NA,用于列出《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已经发布的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深圳海关工业品检测

技术中心、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福建省新能海上风电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第五研究所、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津航计算技术研究所、海检检测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深圳国际

研究生院、中科标准(宁德)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跃华电讯有限公司、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覃家祥、毛颖科、赵兴方、张汉平、黄祥声、张元钦、刘岩、张图强、张根、贾志东、

林影、王圣、高岭松、王希林、官健、朱正一、贺波。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T5169.44—2013。
———GB/T5169.44—2013由GB/T5169.2—2002修订时拆分而来,分为了两个部分:GB/T5169.2—

2013(GB/T5169.2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5169.2—1985,GB/T5169.2—2002,

GB/T5169.2—2013)和GB/T5169.44—2013。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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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所有电工电子产品的设计都需要考虑着火风险和潜在的着火危险。对元件、电路和零部件的设计

以及材料的筛选目的在于,即使发生了可预见的误用、故障和失效,也能将潜在的着火风险降低到容许

范围内。《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的目的是通过减少火灾的次数或降低火灾的严重程度来挽救生

命和保护财产。它可以通过:
———尽可能防止带电部件引发起燃,如果发生起燃,也要将着火范围限制在电工电子产品外壳内;
———尽可能减少产品外壳以外的火焰蔓延,以及将包括热、烟、毒性或腐蚀性气体等燃烧产物的有

害影响降到最低。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现由38个部分组成,分为三大分领域:
———着火危险试验评定导则和术语标准,包括1项术语和8项评定导则,目的在于为本专业领域内

的着火危险评定提供指南和参考程序;
———小规模着火试验标准,包括4项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9项火焰试验方法、2项耐非正常

热能力试验方法,目的在于介绍适用于电工电子设备生产商与检测机构使用的,以特定热源模

拟引发火灾的热源的小规模试验方法;
———燃烧流的危险性评定标准,包括2项腐蚀性、2项烟模糊、5项毒性、3项热释放、2项火焰表面

蔓延,目的在于提供测量电工电子产品及其材料的燃烧流毒性、腐蚀性、烟模糊及热释放情况

的指南和现行试验方法技术状况。
本文件目的在于给出着火危险评定导则和对人、动物及财产有直接危害的着火危险试验方法的制

定导则。着火危险评定用于识别产品火灾事件(火情)的种类,并用于确定可测量的着火性能与这类事

件结果的相关程度,以及确定适合于能导致可接受火灾结果或完全消除火灾事件的性能的试验方法和

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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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44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

着火危险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评定导则和对人、动物及财物有直接危害的着火危险试验方

法的制定导则。
本文件概述了识别适合于产品着火试验方法和操作准则的危险评定程序。该方法的原则是识别与

产品有关的火灾事件(火情),并确定可测量的着火性能与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结果的相关程度,以
及确定适合于能导致可接受火灾结果或完全消除火灾事件的性能的试验方法和操作要求。

本文件旨在供技术委员会根据IEC指南104和ISO/IEC指南51[10]中规定的原则编写标准时

使用。
技术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编写本领域的标准时,凡适用之处都要使用本系列标准。除非有关

标准特别提及或列出,本文件的要求、试验方法或试验条件将不适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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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169.1—201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部分:着火试验术语(IEC60695-4:2012,

IDT)
ISO13943:20081) 消防安全 词汇(Firesafety—Vocabulary)

3 术语和定义

GB/T5169.1—2015和ISO13943: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窒息物质 asphyxiant
引起人体组织缺氧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衰弱或心血管系统受影响的有毒物质。

  注:可导致意识丧失和最终死亡。
[来源:ISO13943:2008,4.17]

3.2
可用安全逃生时间 availablesafeescapetime;ASET
对于一个室内人员而言,其可用逃生时间为起燃时间点至估计室内人员已无能力逃生时间点之间

的时间间隔,室内人员无能力逃生即指其不能采取有效逃生行为而到达安全避难所或其他安全的地方。
  注1:起燃时间可为已知的,例如,在某些着火模型或着火试验中;该时间亦可被假设,例如,它可能是基于从检测

时间开始的估算。基本上,起燃时间的测定都是被规定的。

  注2:该定义将无能力等同于逃生失败。其他的ASET衡量标准也可用。如果选择其他替代标准,有必要进行说明。

1) 已有新版ISO1394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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