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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５０１４：１９９７《致密及隔热定形耐火制品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英文版），在

附录Ａ中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５０１４：１９９７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在附录Ｂ中给出了本标准

与ＩＳＯ５０１４：１９９７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有关技术性差异已在标准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

用垂直单线标识。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了标准名称；

———增加了不定形耐火材料试样，扩展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增加了引用标准；

———设备增加了游标卡尺；

———增加了不定形耐火材料试样尺寸和偏差的规定；

———增加了不定形耐火材料试样制备的规定；

———增加了烘干试样的补充说明；

———标准砖的尺寸改用我国的标准砖尺寸；

———增加了特殊试样尺寸的规定；

———增加了试验结果保留位数的规定；

———试验报告增加不定形耐火材料烘干或预处理条件和试验结果表示的内容。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００１—２０００《定形耐火制品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与其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其他耐火材料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的部分内容整合在本标准中；

———增加了特殊试样尺寸的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 ＹＢ／Ｔ５１１８—１９９３《粘土质和高铝质耐火可塑料强度试验方法》和

ＹＢ／Ｔ５２０１—１９９３《致密耐火浇注料　常温抗折强度和耐压强度试验方法》作废。

本标准由全国耐火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中冶集团武汉冶建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山西盂县

西小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章艺、王秀芳、杨红、郝良军、程水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００１—１９８２，ＧＢ／Ｔ３００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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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　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常温下以恒定速率施加应力测定耐火材料抗折强度的试验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定形和不定形耐火材料。如果用于化学结合或焦油结合砖，这些制品要进行某种形

式的预先热处理。这种预先热处理的具体规定超出了本标准的范围，需经有关方面协议，并在试验报告

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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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

ＧＢ／Ｔ１０３２５　定形耐火制品抽样验收规则

３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抗折强度　犿狅犱狌犾狌狊狅犳狉狌狆狋狌狉犲

具有一定尺寸的耐火材料条形试样，在三点弯曲装置上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

４　原理

在常温下，以恒定的加荷速率对试样施加应力直至试样断裂。

５　设备

５．１　加荷装置

５．１．１　加荷装置应有三个刀口，下面两个刀口支撑试样，上面一个刀口加荷（见图１）。三个圆柱形刀

口的曲率半径应符合表１的规定，刀口长度应比试样的宽度（犫）至少大５ｍｍ（见图２）。三个刀口与试

样的接触线应相互平行，且垂直于试样压力面长度方向的侧面。两个下刀口应位于中间支撑块上，中间

支撑块的底面是圆柱面的一部分，这样，当试样在垂直面上稍有偏斜时可独立地调节每个下刀口（见

图２）。也可固定一个下刀口，使另一个下刀口和上刀口能在垂直面上调节。两个刀口之间的距离见

表１，上刀口位于两个下刀口中间，偏差在２ｍｍ内。

５．１．２　加荷装置能够以恒定的速率对准试样中间均匀加荷，并有能记录或指示其断裂载荷的仪器，测

力示值误差应在±２％以内。测量的断裂载荷不小于量程的１０％，不大于量程的９０％。

５．２　电热鼓风干燥箱，能控制在１１０℃±５℃。

５．３　游标卡尺，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５ｍｍ。

１

犌犅／犜３００１—２０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