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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５１６９《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着火试验术语

———第２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　总则

———第３部分：电子元件着火危险评定技术要求和试验规范制订导则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第２篇：针焰试验

———试验方法　扩散型和预混合型火焰试验方法

———第９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　预选试验规程的使用

———第１０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

———第１１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第１２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第１３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起燃性试验方法

———第１４部分：试验火焰　１ｋＷ标称预混合型火焰　装置、确认试验方法和导则

———第１５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０Ｗ火焰　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

———第１６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Ｗ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方法

———第１７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０Ｗ火焰试验方法

———第１８部分：将电工电子产品的火灾中毒危险减至最小的导则　总则

———第１９部分：非正常热　模压应力释放变形试验

———第２０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方法概要和相关性

———第２１部分：非正常热　球压试验

———第２２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Ｗ火焰　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５１６９的第２２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ＴＳ６０６９５１１４：２００４《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１４部分：试验火焰５０Ｗ火焰　装

置和确认试验方法》（英文版），但按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２部分：采用国际标准

的规则》的４．２ｂ）和５．２的规定作了少量编辑性修改，删除了资料性附录 Ｈ，将第２章中的规范性引用

文件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１０４：１９９７、ＩＳＯ／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５１：１９９９和ＡＳＴＭＢ１８７改为参考文献。

本部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和附录Ｇ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所、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武汉计算机外部设备研究所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灵、陈兰娟 、武政、张效忠、梁晖。

本部分是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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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测试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的最好方法，是真实地再现在实际中存在的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根据现实情况尽可能真实地模拟实践中发生的实际效应来进行电工电子产品

着火危险试验。

本部分给出了产生两种试验火焰所需装置的一般说明，及检验火焰是否符合要求的确认方法的一

般说明。有关试验火焰确认的详细资料可在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１１４０中得到。

本部分给出了：

ａ）　关于设计和使用火焰试验方法评定火焰对试验样品影响的导则，这种火焰可能是来自附近其

他燃烧物品，或火灾初期阶段；

ｂ）　产生试验火焰所需装置的一般说明；

ｃ）　检验火焰是否符合要求的确认方法的一般说明。

产生和确认试验火焰所需装置的详细说明在本部分的相应部分中给出，本部分为其中之一。

下表总结了本部分目前的研究状况。

火焰的标称功率／Ｗ 类型 气体 目前状态 视总高度／ｍｍ

５０（Ａ） 预混合 甲烷 本部分方法Ａ 约２０

５０（Ｂ） （撤销）

５０（Ｃ） （撤销）

　　注：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１１２）规定了１ｋＷ标称试验火焰的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５（ＩＥＣ／ＴＳ

６０６９５１１３）规定了５００Ｗ标称试验火焰的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

　　由安全顾问委员会创始的该项工作的目的，就是制定一系列（最少的）可行适用的标准试验火焰，包

括所有委员会所需试验火焰的能量范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些试验火焰一直是以现存类型为基

础，但改进了试验规范。

本部分第４章说明采用单式供气管、调节气体背压的针阀、调节燃烧管气体流量的流量表和调节燃

烧管空气入口产生５０Ｗ标称试验火焰的方法。本方法的研制是对前期技术的改进。

本部分第４章说明的火焰Ａ，是以甲烷为燃料，采用一些国家使用多年的严格规定型号的燃烧器产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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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２２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犠火焰

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５１６９的本部分规定了产生５０Ｗ 标称预混合型试验火焰的具体要求。火焰的总高度大约为

２０ｍｍ。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５１６９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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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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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２００７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部分：着火试验术语（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４：

２００５，ＩＤＴ）

ＩＥＣ６０５８４１：１９９５　热电偶　第１部分：参考表

ＩＥＣ６０５８４２：１９８２　热电偶　第２部分：公差

ＩＳＯ／ＩＥＣ１３９４３：２０００　防火安全　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２００７和ＩＳＯ／ＩＥＣ１３９４３：２０００给出的定义及以下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标准５０Ｗ 标称试验火焰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５０犠狀狅犿犻狀犪犾狋犲狊狋犳犾犪犿犲

符合本部分并满足第４章规定的技术要求的试验火焰。

１）　依据实际使用条件下的测量结果修正的数据。

４　方法犃———标准５０Ｗ标称试验火焰的产生

４．１　要求

根据本方法，５０Ｗ 标称试验火焰由下述方法产生：

———采用图Ａ．１和图Ａ．２所示的装置；

———采用图Ａ．３的装置，在２３℃、０．１ＭＰａ１
）的条件下以１０５ｍＬ／ｍｉｎ±５ｍＬ／ｍｉｎ的流量供给纯度

不低于９８％的甲烷气体。

　　注：期望的背压是小于１０ｍｍ水柱。

火焰应是对称和稳定的，并能得到４．４规定的４４ｓ±２ｓ的确认试验结果。

应使用图Ａ．４所示的确认试验装置。

典型的火焰总高度应在１８ｍｍ～２２ｍｍ范围内，但是在实验室通风柜／试验箱（见４．２．９）中使用图２

所示的火焰高度量规测量时指标接近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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