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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 5 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是对 MT914-2002《煤矿用织物整芯阻燃阻燃带》的修订，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MT914-2002。 

    本标准与 MT914-2002 相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技术要求中调整了塑料面阻燃带覆盖层厚度的考核指标（2002 年版的 5.3；本版的 5.3）； 

——技术要求中调整了覆盖层和带芯间的粘合强度试验考核指标（2002 年版的 5.7；本版的 5.7）； 

——技术要求中增加了带芯内部粘合强度试验考核指标（本版的 5.7）； 

——技术要求中调整了阻燃带丙烷燃烧试验考核指标（2002 年版的 5.10.3；本版的 5.10.3）； 

——试验方法中调整了滚筒摩擦试验方法（2002 年版的 6.9；本版的 6.9）； 

——试验方法中调整了丙烷燃烧试验方法（2002 年版的 6.11、6.12；本版的 6.11）。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附录 F、附录 G 和附录 H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 、安徽天地人集团、安徽中意胶带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奥伦胶带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顾亚民、王利平、王平、宋长江、乔晋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MT147-1987、MT147-1992、MT147-1995、MT91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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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织物整芯阻燃输送带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用织物整芯阻燃输送带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号、规格、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用织物整芯阻燃输送带（以下简称阻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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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38  工业用甲醇（GB338-2004，ASTM D1152 1997，MOD） 

    GB/T394.1  工业酒精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GB/T528-1998，egvISO37 1994） 

    GB/T 9867  硫化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旋转辊筒式磨耗机法）（GB/T9867-1988，egvISO4649 1985） 

MT 182  酒精喷灯燃烧器的结构与技术要求 

MT 318  煤矿用阻燃阻燃带接头检验规范 

MT/T 318.1 煤矿用阻燃阻燃带机械接头  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阻燃性  fire－resistant properties 

指阻燃带具有通过下述试验的能力：  

      a）经滚筒摩擦试验，试件应完全不可燃； 

b) 经酒精喷灯燃烧试验，试件应完全不可燃的或是能自行熄灭的； 

c) 经丙烷燃烧试验，试件上的火焰应能自行熄灭。 

3.2  

额定力  rated force 

阻燃带整体纵向额定拉伸强度的10%乘以试样中部宽度基本值所得的力。 

3.3  

橡胶覆盖层 rubber  cover 

阻燃带覆盖层中橡胶含量占橡胶和塑料总和的80%以上的覆盖层。 

3.4  

峰点 peak 

记录曲线上斜率由正变负的位置。 

3.5  

完整曲线  whole  curve 

从常规撕裂段第一峰点到最末峰点之间的曲线段。正常撕裂段是除去撕裂开始时可能有的峰值递增

段的曲线其余部分。 

4 产品型号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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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品型号 

型号示例 

 
产品型号按阻燃带整体纵向拉伸强度来划分为 680S、800S、1000S、1250S、1400S、 

1600S、1800S、2000S、2240S、2500S、2800S、3100S 和 3400S，共 13 种。 

4.2 规格 

4.2.1 宽度 

阻燃带宽度见表 1。 

                     表 1 阻燃带宽度                            单位为毫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宽度 400 500 65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000 以上

4.2.2 长度 

    阻燃带出厂的单卷长度可由供需双方商定，其极限偏差为订货长度的－0.5%~＋2％。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量 

    阻燃带表面应平整，无影响使用的明疤、缺胶和裂痕。带芯应由覆盖层完全封闭，以防受潮变质。 

5.2 阻燃带宽度极限偏差 

    阻燃带宽度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阻燃带宽度                             单位为毫米 

公称宽度  <800 ≥800 

极限偏差 ±7 带宽的±1% 

5.3 覆盖层厚度 
5.3.1 阻燃带上、下橡胶覆盖层厚度均应不小于 1.5 mm。 

5.3.2 阻燃带上、下塑料覆盖层厚度均应不小于 1.0 mm。 

5.4 拉伸强度 

   阻燃带的全厚度拉伸强度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阻燃带拉伸强度                 单位为牛每毫米 

型号 680S 800S 1000S 1250S 1400S 1600S 1800S 2000S 2240S 2500S 2800S 3100S 3400S

纵向≥ 680 800 1000 1250 1400 1600 1800 2000 2240 2500 2800 3100 3400

横向≥ 265 280 300 350 400 450 

5.5 拉断伸长率 

   阻燃带的全厚度拉断伸长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5.6 撕裂力 

      阻燃带的撕裂力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 

5.7 粘合强度 
     阻燃带覆盖层和带芯间的粘合强度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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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阻燃带拉断伸长率                            

型号 680S 800S 1000S 1250S 1400S 1600S 1800S 2000S 2240S 2500S 2800S 3100S 3400S

纵向 ≥15% 

横向 ≥18% 

  注: 阻燃带的纵向全厚度额定力伸长率不得大于 4％。 

表 5  阻燃带撕裂力                        单位为牛 

型 号 680S 800S 1000S 1250S 1400S 1600S 1800S 2000S 2240S 2500S 2800S 3100S 3400S

撕裂力≥ 1100  1200 1600 — 

                        表 6 阻燃带覆盖层和带芯间的粘合强度        单位为牛每毫米 

   试验项目 覆盖层与带芯间 带芯内部  

粘合强度平均值 ≥ 4.00 — 

粘合强度最小值 ≥3.25 ≥6.5 

5.8 橡胶覆盖层物理机械性能 

   橡胶覆盖层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橡胶覆盖层物理机械性能 

项目 指标 

拉伸强度,MPa ≥10.0 

拉断伸长率，% ≥350 

磨耗量，mm3 ≤200 

5.9 表面电阻值 

    试件上、下两个表面的表面电阻算术平均值均不得大于 3.0×108Ω。 

5.10 阻燃性 

5.10.1 滚筒摩擦试验 

每块试件经滚筒摩擦试验时，其任何部位不得发生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滚筒表面温度不得

大于 325℃。 

5.10.2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试件经酒精喷灯燃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 6 块具有完整覆盖层试件，在移去喷灯后，所有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

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均不得大于 3.0s。 其中每块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燃烧时间单值

均不得大于 10.0s。 

b) 对 18 块剥去覆盖层试件，在移去喷灯后，所有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燃烧

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均不得大于 5.0s。其中每块试件上的有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燃烧时间单值均不

得大于 15.0s。 

5.10.3 丙烷巷道燃烧试验 

对于每件试样，如它们能通过以下两项要求中的任一项便视为该阻燃带合格。其要求如下  

a) 每件试样的未损坏长度不得小于 600mm； 

b) 未损坏长度不得小于 50mm；最大平均温升不得大于 140℃且损失带长度不大于 1250mm。 

当试验在燃烧过程中由于危及人和设备而提前终止时，该阻燃带的巷道燃烧试验即被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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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阻燃带接头强度 

对机械接头强度或胶粘接头强度任选一种进行考核。 

5.11.1 阻燃带机械接头强度 

5.11.1.1对 1000S（含）以下型号的阻燃带，阻燃带机械接头的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伸强度的 

70％。 

5.11.1.2对 1250S（含）至 1600S（含）型号的阻燃带，其机械接头的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伸强度

的 65％。 

5.11.1.3对 1800S（含）至 2000S（含）型号的阻燃带，其机械接头的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伸强度

的 60％。 

5.11.1.4对 2000S（含）以上型号的阻燃带，其机械接头的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伸强度的 60％； 

5.11.2 阻燃带胶粘接头的强度 

阻燃带胶粘接头的强度不得小于带体额定拉伸强度的 90％。 

5.12 阻燃带接头运行寿命  

5.12.1 对机械接头强度或胶粘接头强度任选一种进行考核。 

5.12.2 机械接头的运行寿命平均值不得小于 10 万周转。 

5.12.3 胶粘接头的运行寿命平均值不得小于 25 万周转。 

5.13 织物接头 

5.13.1 横向接头 

    带芯不得有横向接头 。 

5.13.2 纵向接头 

    带芯不得有纵向接头 。 

5.13.3 拼合接头 

成卷供应的阻燃带，不得有拼合接头。 

6 试验方法 

6.1 样品采取方法 

    在阻燃带制成 24h 后，采取样品。 

6.2 外观质量检查 

    采用目测方法检查。 

6.3 宽度测量方法 

    采用最小分度值为 1mm 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量。 

6.4 覆盖层厚度测定方法 

覆盖层厚度测定按附录A的规定执行。 

6.5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测定方法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测定按附录B的规定执行。 

6.6 粘合强度测定方法 

粘合强度测定按附录C的规定执行。 

6.7 撕裂力测定方法 

撕裂力测定按附录D的规定执行。 

6.8 表面电阻测定方法 

表面电阻测定按附录E的规定执行。 

6.9 滚筒摩擦试验方法 

滚筒摩擦试验按按附录F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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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方法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按附录G的规定执行。 

6.11 巷道丙烷燃烧试验方法 

巷道丙烷燃烧试验按附录H的规定执行。 

6.12 阻燃带接头强度和接头运行寿命试验方法 

    阻燃带接头强度和接头运行寿命试验按 MT318 和 MT/ T318.1 的规定进行。 

6.13 磨耗量试验方法 

    磨耗量试验按 GB/T9867 的规定进行。 

6.14 橡胶覆盖层物理机械性能试验方法 

    橡胶覆盖层物理机械性能试验按 GB/T528-1998 的规定进行,试样尺寸采用 4 型(狭小平行部分宽为

2.0 mm±0.1mm),哑铃状裁刀裁切试样。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阻燃带制造厂名称； 

b) 阻燃带的型号、规格和生产日期； 

c) 试验日期； 

d) 试验室温度； 

e) 试验室相对湿度； 

f) 试验结果； 

g) 检验结论； 

h) 检验者。 

7.2 出厂检验 

7.2.1 阻燃带应经制造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负责检验，以每 1 000m 为一批(不足 1 000m 也视为一批)至

少进行一次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8。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每两年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停产 2 年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不符合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项目如表 8 所示。 

7.3.3 型式检验的试样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抽样基数为200m，样品数量为12m。 

7.4 判定规则 

重要项目,有一项不合格时,应另取双倍试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

格。一般项目，如有两项不合格，可另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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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出 厂 检 验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要求 

试验 

方法 全检 抽检 

型式

检验 
备 注 

1 外观质量 5.1 6.2 √ － － 一般项目

2 宽度极限偏差 5.2 6.3 √ － － 一般项目

3 覆盖层厚度 5.3 6.4 － √ √ 重要项目

4 拉伸强度 5.4 6.5 － √ √ 重要项目

5 拉断伸长率 5.5 6.5 － √ √ 重要项目

6 撕裂力 5.6 6.7 － √ √ 重要项目

7 粘合强度 5.7 6.6 － √ √ 重要项目

8 橡胶覆盖层物理机械 5.8 6.14、6.15 － √ √ 重要项目

9 表面电阻 5.9 6.8 － √ √ 重要项目

10 滚筒摩擦试验  5.10.1 6.9 － √ √ 重要项目

11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5.10.2 6.10 － √ √ 重要项目

12 巷道丙烷燃烧试验 5.10.3 6.11 － － √ 重要项目

13 接头强度 5.11 6.13 － √ √ 重要项目

14 接头运行寿命 5.12 6.13 － － √ 重要项目

    注：“√”表示进行检验，“－”表示不进行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每条阻燃带沿纵向每隔 10m 内应有一个字体高度不小于 20mm 的永久标志。标志示例  

   

8.2 阻燃带用木芯或铁芯卷取，捆扎要牢固整齐，每件应有包装覆盖物， 包装上应拴有技术检验部门

签发的合格证。 

8.3 阻燃带在运输和贮存中，应保持清洁，避免阳光直射、雨雪浸淋。防止与酸、碱、 油类、增塑剂

等影响产品质量的物质接触，并距离热源 1m 以外。 

8.4 贮存时库房内温度宜保持-10℃～＋40℃之间，相对湿度宜保持在 50％～80％之间。 

8.5 阻燃带贮存中应成卷放置，不得折叠，存放期间每季翻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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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覆盖层厚度测定方法 

 

A.1  仪器 

游标卡尺或其他量具，其最小分度值为 0.02mm，准确度为１级。 

A.2  测定步骤 

A.2.1 试件应从原卷阻燃带中取样，测定时按图 A.1 所示的ＡＣ切割边逐点进行 。 

A.2.2 如图 A.2 所示的 7 条等分线最近的芯体波峰处，按图 A.3 所示，测定沿试件表面至织物波峰的垂

直距离 。 

A.2.3 用肉眼观察，表面如有局部薄的覆盖层(不包括试件边缘 25mm) ，则应对该区内相邻的 4个织物

波峰点 ta、tb、tc、td 位置进行测定，见图 A.3。 

 

                                                                                单位为毫米

B

阻 燃 带 带 边

C
5 0

A

                    
         图 A.1 测量厚度用试件切割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L

L

阻 燃 带 带 边

B

L

A

25

L
25

C

阻
燃
带

宽
度

L
L

 
图 A.2 测定覆盖层厚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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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阻
燃

带
厚

度

A

25 L

ta tb tc td

L L L L L

C

25

 

图 A.3  测定覆盖层厚度 

A.3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测定结果：  

a） 记录测得的 7 个上覆盖层厚度值，然后计算出 7 个值的算术平均值，取小数点后 2 位，修约

至小数点后 1 位； 

b） 记录测得的 7 个下覆盖层厚度值，然后计算出 7 个值的算术平均值，取小数点后 2 位，修约

至小数点后 1 位； 

c） 对任何局部薄的区域，记录测得的 4 个覆盖层厚度值 ta、tb、tc、td，然后计算出 4 个值的算

术平均值，取小数点后 2 位，修约至小数点后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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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测定方法 

 

B.1  试件制备 

B.1.1  试件应按图 B.1 所示的形状和尺寸，并用断面如图 B.2 所示的冲刀冲割 。 

B.1.2 冲割的试件覆盖层应完整无损，冲割面要整齐、平滑。当覆盖层很厚时， 夹装部位覆盖层可以

剥去，以免试件试验时在夹具中滑动 。 

B.1.3 试件冲割时，在离带边至少 50mm 处冲割 。 

B.1.4 试件冲割时，纵向试件的轴线应与阻燃带的纵轴线平行， 横向试件轴线应与阻燃带的纵轴线垂

直 。 

B.1.5 在试件中心两侧，对称划两条与纵轴线垂直标线，初始标距 L0 为 100mm，见图 B.1。 

B.1.6 试件从样品上冲下后，应在温度 23℃±2℃，相对湿度 45％～75%的环境中放置 16h 后开始试验。 

B.1.7 试件数量 纵向试件 3 块，横向试件 3 块，共 6 块。 

B.2  仪器、设备 

B.2.1 拉力试验机: 拉力试验机的准确度为 1％，其测量范围应满足所测试件极限值的要求。 

B.2.3 拉力试验机的夹持器: 工作速度为 100 mm/min±10mm/min，在拉伸过程中，试件夹持良好，既无

打滑，又无夹断现象。 

B.3  测定步骤 

B.3.1 试验时室温应为 23℃±2℃，相对湿度为 45％～75％。 

B.3.2 将试件两端分别夹于试验拉力机的两个夹持器上， 试件纵向中心线应与施力线方向一致。 

B.3.3 夹持器以 100 mm/min±10mm/min 的恒速对试件进行连续拉伸，直至试件断裂为止，在此过程中

应自动记录拉力值。 

B.3.4 试件在断裂前的最大拉力值即为所测的拉断力 F1。 

B.3.5 当拉力增至试件断裂时，记录两标线间的距离 L1。 

B.3.6 试件断裂应发生在 100mm 标距之间，若被测试件发生打滑或断裂发生在标距以外，则该试件作废，

另取试件重做试验。 

B.4  结果表述 

结果的计算方法如下： 

a） 拉伸强度按式(1)计算：  

B

F1         ………………………………………...(1) 

式中： 

σ  ──拉伸强度，N/mm； 

    F1 ──为每块试件的拉断力，N； 

   B  ──为每块试件的宽度，mm。 

b） 拉断伸长率按式(2)计算：  

100
0

01 



L

LL
   …………………………………… (2) 

式中： 

  ε ──拉断伸长率，％； 

  L0 ──试件初始标距，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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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试件拉断时的标距，mm。 

 

单位为毫米 

≥ 3 8 0

≈ 2 2 7

1 0 0

≈
63

0 - 6

夹 持 部 位

R3
50

2
5+1  
0

夹 持 部 位

 

A型试样 

R5
60

2
5

1 0


2L

1L

1L 2L

 

B型试样 

图B.1  测定拉断强度试件示意图 

 

图B.2 冲刀断面示意图 

c） 分别计算每组 3 块试件的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单值，并计算出每组试件拉伸强度的算术平均

值和拉断伸长率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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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粘合强度测定方法 

 

C.1  试件制备 

C.1.1 试件为矩形条状,宽为 25 mm±1mm，长为 300mm，其边缘要切割整齐。 

C.1.2 试件共 8 块，其中 4 块纵向切割（覆盖层与带芯之间、带芯内部各 2 块），4 块横向切割（覆盖

层与带芯之间、带芯内部各 2 块）。 

C.2  仪器、设备 

C.2.1 拉力试验机：准确度为 1％，具有自动记录功能。 

C.2.2 夹持器：应能保证试件固定良好，试验时不打滑。 

C.3  覆盖层与带芯之间粘合强度测定步骤 

C.3.1 切割好的试件应放在温度 23℃±2℃和相对湿度 65％±5％的环境中至少 24ｈ，同时试验也应在

此环境中进行。 

C.3.2 试验时，先从试件一端将一个覆盖层与带芯剥离约 75mm，并把分开的两部分分别夹持在拉力试

验机的两个夹持器中，以 100 mm/min±10mm/min 的速度移动夹持器将试件分离的两部分再剥离

100mm，同时记录仪自动绘出剥离力记录曲线。试验时对试件未剥开的部分，不予固定。 

C.3.3 在同一试件的另一端按上述程序对另一覆盖层进行试验。 

C.4  带芯内部粘合强度测定步骤 

C.4.1 切割好的试件应放在温度 23℃±2℃和相对湿度 65％±5％的环境中至少 24ｈ，同时试验也应在

此环境中下进行。 

C.4.2 试验时，先从试件一端从带中间切开约 75mm，并把分开的两部分分别夹持在拉力试验机的两个

夹持器中，以 100 mm/min±10mm/min 的速度移动夹持器将试件分离的两部分再剥离 100mm，同时记

录仪自动绘出剥离力记录曲线。试验时对试件未剥开的部分，不予固定。 

C.5  曲线处理 

C.5.1 利用剥离曲线,确定其平均剥离力,方法如下(见图 C.1 )  

a) 在记录纸上标出 9 条与时间轴垂直的直线,它们把完整曲线在该轴上的投影(图中 AB 线段)分为

10 等份.标出分别与这 9 条直线最接近的 9 个峰点。根据峰点位置的高低，找出 9 个峰值的中值，

作为平均剥离力。 

    b) 当上述 9 条直线中某条附近的曲线较平坦，以至该直线到最近峰点的距离也大于相邻直线间距

的二分之一时，取该直线与曲线的交点对应的粘合力作为用于求中值的力值。 

C.5.2 找出完整曲线的最高峰值和最低峰值。 

C.6  数据处理 

粘合强度为剥离力与试件宽度的比值，单位为牛每毫米。 

C.7  结果表述 

应分别记录和计算下列试验结果：  

a) 每块试件的上、下覆盖层与带芯之间平均剥离力和最小剥离力； 

b) 每块试件的上、下覆盖层与带芯之间平均粘合强度和最小粘合强度； 

c) 上述两组试件的上、下覆盖层与带芯之间平均粘合强度的算术平均值和最小粘合强度中的最小

值； 

d）每块试件的带芯内部平均剥离力和最小剥离力； 

e）每块试件的带芯内部平均粘合强度和最小粘合强度； 

f）带芯内部平均粘合强度和最小粘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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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剥离曲线处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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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规范性附录) 

撕裂力测定方法 

 

D.1  试件制备 

D.1.1 应按图 D.1、图 D.2 切割试件，并在试件一端切开约长 100mm，以形成撕裂试验的两个装夹头。 

D.1.2 切割时，试件边缘距阻燃带边缘间距不得小于 50mm， 同时与切割边间距不得大于 18mm。 

D.1.3 切割时，试件的纵轴线应与阻燃带的纵轴线平行，且在每块试件的上覆盖层， 按图 D.1 所示标以

“Ｔ”字样。 

D.1.4 切割时，试件间保持较大的切割间距。 

D.1.5 试件从样品上冲下后,应放在温度 23℃±2℃和相对湿度 50％±5％的环境中至少 72ｈ。 

D.2  仪器、设备 

    同 C.2 。 

D.3  测定步骤 

D.3.1 试验时， 环境温度为 23℃±2℃和相对湿度为 50％±5％。 

D.3.2 将试件的两个装夹头分别夹于拉力机的两个夹持器上(见图 D.3)。试件装夹头的内边应装夹在夹持

器中部，夹持器以 50 mm/min ±5mm/min 的等速作撕裂试验时， 自动记录试件撕裂 100mm 长所需的

力。 

单位为毫米 

300

5
0±

1

100

中心线

切 口

图D.1  撕裂试验用试件示意图 

阻 燃 带 带 边

 
图D.2 试件切割位置及标记 

D.3.3 试件夹持方式如图 D.3 所示，即 3 块按Ａ向作撕裂试验，3 块按Ｂ向作撕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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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方向A

100

300

50±1

方向B

图D.3 撕裂试验安装方式 

D.4  曲线处理图 

如图 D.4 所示, 在记录曲线上标出 9 条与时间轴垂直的直线,它们把完整曲线在该轴上的投影(图中

AB 线段)分为 10 等份。标示出到这 9 条直线距离最近的 9 个峰点。找出 9 个峰点中到时间轴距离为第

五远的那一峰点。其峰值即为 9 个峰值的中位数，以该值作为这个试样的平均撕裂力。 

D.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测定结果：  

a) 每块试件的撕裂力； 

b) 组中 3 个撕裂力的算术平均值； 

c) 组中3个撕裂力的算术平均值。 

 
图D.4 撕裂力曲线处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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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规范性附录) 

表面电阻测定方法 

 

E.1  试件 

E.1.1 试件应是从完整的阻燃带上切下，长度和宽度不小于 300mm， 厚度为阻燃带的全厚度。试件数

量为 3 块。 

E.1.2 试件应平滑，无裂纹、气泡和机械杂质等缺陷。 

E.1.3 用蘸有蒸馏水的干净绸布或纱布擦洗试件以后，用洁净的干布片将试件擦干，放置在干燥处 24ｈ

以上。 

E.1.4 试验前，将试件放置在温度为 23℃±2℃，相对湿度为 65％±5％的环境中至少 2h。 

E.1.5 在干净试件的表面上，用导电胶（液）涂出图 E.1 所示的面积， 大小相当于电极基面的尺寸。 

单位为毫米 

φ150
φ125

φ25

 
图 E.1 涂胶示意图 

 

E.2  导电液 

导电液的成分为 (m/m) ：  

       分子量为 600 的无水聚乙二醇       4 份 

       软皂                          1/200 份 

       水                               1 份 

E.3  仪器 

E.3.1 表面电阻测试仪：测量范围为 103Ω～1010Ω，准确度 1.5 级，直流电源电压 50V～500V ，电压的

选择以在试件中的电能消耗不大于 1W 为前提。 

E.3.2 电极：用黄铜圆柱及同心圆环各一个作电极，尺寸如图 E.2 所示， 其中内电极的基面为圆形，最

小质量为 115g，外电极的基面为环形，最小质量为 900g， 两电极的基面应磨平抛光，用 2 根外包绝缘

导线分别连接到每个电极上。 

E.4  测定步骤 

E.4.1 测定条件 

E.4.1.1 试验电压 500 V±20V，100 V±10V，50 V±10V。 

E.4.1.2 试验环境 温度为 23℃±2℃，相对湿度为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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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2 将试件放在一块稍大于试件的绝缘平板上，带导电胶(液)的一面朝上，擦净电极基面，将其放在试

件的涂胶面上，外电极连接到测试仪器的接地端或低压端上，内电极接到高压端上，充电 1min 后，测

量电阻，然后在试件的另一面上再重复上述试验。 

    注：注意不要因呼吸作用使试件表面受潮。 

E.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测定结果：  

a) 每块试件上、下两个表面的表面电阻单值； 

b) 上表面 3 个表面电阻的算术平均值； 

c) 下表面 3 个表面电阻的算术平均值。 

  单位为毫米 

3
2

2
2

试件

φ25

黄铜柱

导线

φ150

φ125

圆头螺钉

黄铜环

图 E.2 电极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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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规范性附录） 

滚筒摩擦试验方法 

 

F.1  试件 

试件应在离阻燃带边缘不少于 50mm 处用刀割取，每件试件的长度不小于 950mm( 沿阻燃带纵向

方向)，宽 150mm，试件数量为 6 块。 

F.2  仪器、设备 

F.2.1 钢滚筒：外径为
0.1

0210 mm 的钢滚筒应装在水平轴上，并应在负载的条件下以 200 r/min ±5r/min

的转速旋转，滚筒在全长范围内直径变化不得超过 1mm，钢滚筒示意见图 F.1。 

                                                                       单位为毫米 

355± 1

φ
2
10
±

1

热电偶  
0+
0
.
5

7
.
5

 
图F.1 钢滚筒示意图 

F.2.2 张紧装置：试件在滚筒摩擦试验台（见图 F.2）上，绕滚筒 180°，上下边平行，水平安装，上边用

夹持器固定，下边通过装有可调配重的张紧装置对试件施加拉力。 

                                                                      单位为毫米 

1850

13
71

拉 力 传 感 器

张 紧 链

电 动 机

钢 滚 筒

配 重

试 件

图F.2 滚筒摩擦试验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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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3 微型鼓风机：工作电压为 220V ，功率 25W。其通过 21 个孔径为 6mm 的多孔管（每孔间距 13mm，

管子内径 40mm）产生一空气流。 空气流的流速 υ为 2.0 m/s±0.1m/s， 空气流的温度不得低于 5℃。 

F.2.4 风速表：准确度为 0.1m/s，测量范围为 0 m/s～25m/s。 

F.2.5 测温装置：采用装于滚筒中部的热电偶测量滚筒表面温度，热电偶顶部平面与滚筒表面在一个面

上，但不得低于 0.5mm。安装位置见图 F.1。 

F.3  除烟抽风系统：在距滚筒中心 600mm 高度处所产生的风流速度，不得超过 0.5 m/s。 

F.4  试验步骤 

F.4.1 每次试验以前,滚筒表面应擦净,除去锈迹或粘附物,滚筒用目视判断应光亮,手感应平滑，任何一次

试验开始前，滚筒温度不得超过 40℃，环境温度不得小于 0℃。 

F.4.2 试件表面应清洁干净，不得有油污等影响试验值的物质存在。 

F.4.3 共进行 6 次试验。先将上下覆盖层两面分别与滚筒接触，在静止和流动空气中各 

做 1 次试验。对第一批试验获得最差结果的面，再分别在静止和流动空气中的各进行 1 次试验。 

F.4.4 在静止空气中试验(关闭微型鼓风机)：试件应绕钢滚筒成 180°圆弧，其一端钢性固定，另一端与

张紧装置连接(见图 F.2)，施加张力 343N，滚筒以 200 r/min±5r/min 的转速，朝着离开试件固定端的方

向转动( 即与输送机传动方向一致)。试验期间张力始终为 343N，在试验过程中若试件在 60min 内断裂，

即停止试验，若未断裂继续试验至 60min 停止。 

F.4.5 在流动空气中试验(开动微型鼓风机)： 在 F.2.3 所描述的空气流中按 F.4.4 的试验程序进行重复试

验。 

F.4.6 观察有无燃烧现象：试件在试验过程中试验员不应离开试验现场，应随时观察试件是否出现有焰

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阻燃带试验时间到后（即试件断裂或者 60min 后），应立即停止滚筒转动，并

及时取下试件，继续观察是否产生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 

F.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试验结果：  

a）每次试验中有无燃烧现象发生； 

b）每次试验中滚筒表面最高温度； 

c）试件自试验开始至超过 325℃的时间或未达 325℃的断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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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规范性附录）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方法 

 

G.1  试件数量 

G.1.1 具有完整覆盖层 6 块(3 块纵向，3 块横向) 。 

G.1.2 剥去覆盖层 18 块(9 块纵向，9 块横向)。 

G.2  试件制备 

G.2.1 在离阻燃带边缘至少 50mm 处割取试件。对需要剥去覆盖胶的试件，若剥离很困难时，可采用间

断性磨削方法，使摩擦发热量减至最小，当织物层暴露出时，立即停止磨削。覆盖层剥去部分的长度应

大于 50mm，割取时试件应保持干净。 

G.2.2 试件形状为矩形，每件长 150 mm±2mm，宽 25 mm±2mm。 

G.3  仪器、设备 

G.3.1 喷灯：喷灯应符合 MT182 的规定，燃料由带有刻度管的容器供给。所用燃料为 95%乙醇(GB/T394)

和 5%甲醇的混合物(V/V)，其中乙醇应符合 GB/T394.1 的规定、甲醇应符合 GB338 的规定。 

G.3.2 燃烧试验箱：应设有加工好的配合孔，作为燃料导管的入口，箱子应设有可调节装置，确保试件

处在适当位置， 在箱子上部装有带抽风机的烟罩，但应以不引起火焰燃烧变化为前提，否则试验时应

关闭抽风机，见图 G.1。 

G.3.3 秒表：最小分度值为 0.01s。 

G.3.4 试件支架：见图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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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1 燃烧试验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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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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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2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支架示意图 

G.4  试验步骤 

G.4.1 酒精喷灯的操作和维修按 MT182 的规定进行。 

G.4.2 试验时，将试件插入支架，酒精喷灯与试件的相对位置应符合图 G.3 的规定，即试件应水平放置，

其低端离酒精喷灯喷火口中心为 50mm，酒精喷灯垂直放置。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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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3 试件燃烧位置示意图 

 

G.4.3 试验在弱光下的燃烧箱内进行，点燃酒精喷灯，调整其火焰高度为 150 mm～180mm，在酒精喷

灯喷火口中心 50mm处的火焰温度为９６０℃±60℃。火焰温度是通过一根直径为 0.71mm、长约 100mm

的裸铜丝来测定，火焰稳定后，测定温度时将裸铜丝保持在离酒精喷火口如图 G.3 所示的高度为 50mm

处，若在 6s 内能熔断裸铜丝，则为达到火焰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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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4 试验时试件周围的空气流动应尽量小，以不影响燃着试件的火焰为准。 

G.4.5 试验时容器内的燃料液面高度应保持在距离酒精喷灯底部 760 mm±20mm 范围内，见图 G.3。 

G.4.6 试件位于火焰中央，其前缘与火焰外缘一致。 

G.4.7 试件应垂直于燃烧箱的门，以便观察到试件的两面。 

G.4.8 试验时把试件放在火焰中燃烧 30s 后，移走未熄灭的酒精喷灯，从该时起用秒表测量试件上的有

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燃烧时间。                                        

G.5  结果表述 

    应记录和计算下列试验结果：  

a) 各试件的有焰燃烧时间和无焰燃烧时间单值； 

b) 6 块具有完整覆盖层试件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c) 18 块剥去覆盖层试件的有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和无焰燃烧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d) 燃烧时间平均值取小数点后 2 位，修约至小数点后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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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规范性附录) 

巷道丙烷燃烧试验方法 

 

H.1  试件制备 

H.1.1 试样应从离阻燃带边部至少 50mm 的部位裁取。对于上、下覆盖层厚度相等的阻燃带，应从待测

阻燃带上切取两块长 1500mm、宽 230mm 的纵向试样；对于上、下覆盖层厚度不同的阻燃带，应切取

三块试样。 

H.1.2 为使试样能固定于试验台上，需用 8mm 直径的钻头按如下方式在试样上打 6 个洞  

a) 其中 4 个洞分别位于距试样边界 50mm 的 2 条直线与距试样前端 50mm 及后端 50mm 的直线的

4 个交点上。 

b) 另外 2 个洞位于距试样边界 20mm 的 2 条直线与距试样前端 330mm 的直线的 2 个交点上。 

H.1.3 将试样放置于试验台上并用 25 号铁丝通过 6 个钻孔将其固定在框架上。此外，另用 2 根铁丝将试

样牢牢地捆在框架上，其中一根位于距试样前端 100mm 的位置上，另一根线位于距试样前端 250mm

的位置上。 

H.2  装置和设备 

H.2.1 巷道                                                                                       

巷道由一个外壁采用 25mm 厚的难熔材料建造的燃烧室组成，其入口尺寸为 460mm×460mm，长

度为 1676mm，该燃烧室通过一壁厚为 1.5mm 的不锈钢圆锥连接器与直径 300mm 的排气管相联。抽风

机应安置在排风管后，使空气从巷道中通过，其中空气的流速由排气控制阀来控制。丙烷燃烧用巷道见

图 H.1 所示。                                              

H.2.2 排气罩 

由厚度为 1.5mm 的不锈钢材质制造，安装于燃烧室的正上方用于抽吸在试验过程中有可能从燃烧

室入口处逃逸出来的烟气 

H.2.3 支架 

用于安放固定阻燃带样品。该试验台长 1500mm、宽 220mm、高 160mm。由直径为 10mm 的钢棒

构成。同时它有可将阻燃带样品用线固定在其上的穿线环。见图 H.2 所示。 

H.2.4 丙烷燃烧器  

燃烧器由六个燃烧喷射器组成，尺寸如图 H.3 所示，以二排（每排三个）的布置方式安装在框架上，

其中喷射头向内倾斜 45°（如图 H.4），试验时将其置于试样下面。 

H.2.5 燃料 

为纯度不低于 95％的罐装丙烷气体。它通过流量计向燃烧器供应稳定的气流，其中试验中所要消

耗的燃气量为 565±10g。 

H.2.6 称重装置 

该装置用于称量试验前后阻燃带样品和丙烷气瓶的重量，其最小准确度为 5g，甚至更精确。 

H.2.7 风速计 

该仪器应安放在距燃烧室地面 310mm 和燃烧室入口 285mm 处的中心线上。 

H.2.8 K-型热电偶 

该仪器应安装在排风管道中，并与记录装置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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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H.1 丙烷燃烧用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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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2 丙烷试验用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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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H.3 丙烷燃烧器的装配 

单位为毫米 

 
图H.4 丙烷燃烧器的喷射头 

H.2.9 记录装置 

    该装置用于测量温度，应至少每分钟测 6 次。 

H.2.10 计时器 

用于记录时间，最小分度 1s。 

H.3  试样与燃烧器的安装 

H.3.1 将试验台置于燃烧室中心处并使试样前端距燃烧室入口处为 1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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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 将燃烧器置于试验台底下中心处并使试样前端与第一排燃烧喷射器位于同一直线上。 

H.4  试验初始温度 

试验开始时的巷道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5 至 30℃之间。 

注 每次试验期间，在巷道内所释放的大量热量会影响后续的试验。因此，在每次试验之前对巷道内的环境温度进

行冷却是很重要的。而在实际操作中证实 3h 的冷却即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H.5  试验次数 

H.5.1 对上、下覆盖层厚度均相等的阻燃带，进行 2 次试验。 

H.5.2 对上、下覆盖层厚度不等的阻燃带，进行如下 3 次试验 ： 

    a) 先取试样将其上覆盖层面向上进行试验； 

    b) 再取试样将其上覆盖层面向下进行试验； 

c) 随后取第三块试样对 a)和 b)试验中结果较差的那一面再进行一次试验。 

H.6  试验步骤 

H.6.1 试样应在温度为 0℃～40℃的干燥环境中平整放置 24h。 

H.6.2 试验前，应对试样和丙烷气钢瓶称重。 

H.6.3 通过安装于距燃烧室地面 310mm 和燃烧室入口 285mm 处的中心线位置上的风速计将空气流速控

制在 1.0±0.05m/s。 

H.6.4 记录（2～5）min 之间排出空气的温度以便得出巷道空气温度。 

H.6.5 先将丙烷气流量设置为 350L/h，并点燃。开启计时器，随后将丙烷气的流量调整至  

（345±5）L/h。 

H.6.6 计时到 50min 后，关掉丙烷气并使试验台与试样能冷却。当火焰开始蔓延并危及人或设备时，应

立即中止试验。 

H.6.7 试验结束后，重新称量丙烷气钢瓶并确定试验中丙烷气的消耗量为（565±10）g。 

如果不到或者超出，应相应调整流量并重做试验。 

H.6.8 去试移验台上所有剩余的试样并使试验台冷却至巷道环境温度。去除阻燃带上任何易碎物质后对

其进行称量。 

H.7  试验中止 

H.7.1 正常中止 

在试样和燃烧残骸上的所有火焰熄灭之后，等待 10min 以上，则试验应该中止并且视为正常中止。 

H.7.2 提前中止 

任何出于安全因素而中止的试验应被视为提前中止并应记录于试验报告中。 

H.8  试样损毁程度判定 

对试样的每一面自试样后端算起的未损毁长度进行测量。 

试样上试验前没有而试验后出现的裂缝、瑕疵、起泡等损坏应视为烧坏。记录两次测量长度的较

小值作为最短未损毁长度。 

H.9  上升温度值 

对试验中所测得的任一分钟内温度减去巷道环境温度后计算最大温度上升值，此值作为最大平均

温度上升值。 

H.10  阻燃带烧坏长度的计算 

通过试验前后对阻燃带质量的测量来计算试验中所烧坏的阻燃带长度。 

阻燃带的烧坏长度按(3)式表示： 

1500



前

后前

质量 m

mm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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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质量L —— 以质量形式表示的损毁长度，单位为毫米（mm）； 

前m  —— 试验前的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后m  —— 试验后的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H.11  排气温度规范 

H.11.1 出现以下情况执行 H.11.2∶     

a) 巷道在第一次使用前； 

    b) 对于刚经过维修的巷道； 

c) 周期性地检查保证巷道内部环境没有发生突发变化。 

H.11.2 在没有试样存在的情况下，开启试验巷道，同时打开丙烷气并以 565±10g/50min 的供气流量供

入巷道。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从排风管道中测得的燃烧丙烷气的温度应高于周围环境温度 50±5℃。 

以试验时间为横坐标。丙烷气温度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并保证上升温度应符合图 H.5 中所示的曲线。

 

图H.5 典型排气温度校准曲线 

H.12  结果表示 

试验报告结果表示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本标准及测试方法的引用，一般巷道丙烷燃烧试验； 

    b) 试验日期； 

c) 受测试阻燃带的型号及编号； 

d) 每个受测试样的最小未损坏长度； 

e) 阻燃带烧坏长度； 

f) 最大平均上升温度值； 

g) 丙烷气消耗量； 

h) 任何发生于正常试验步骤之外的情况，包括试验是否提前中止； 

i) 此外，报告还应有如下表述  

该测试结果仅代表在此特殊试验条件下进行试验的该种产品试样的性能；它们并不是衡量该产品在

使用过程中是否会有潜在燃烧危险性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