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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按照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名词术语与定义》、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为基

础性系列规范进行制定。 

本规范主要参考 GB/T 11785-2005（ISO9239-1:2002,IDT）《铺地材料的燃烧

性能测定  辐射热源法》编制而成。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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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地材料燃烧性能试验设备 

辐射通量和辐射温度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铺地材料燃烧性能试验设备（以下简称“试验设备” ）辐射通

量和辐射温度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 11785-2005 铺地材料的燃烧性能测定 辐射热源法（ISO 9239-1:2002，

IDT）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3.l 铺地材料 floring 

铺设在地面的上表面,由背衬材料、随附的衬垫、中垫和/或粘结剂一起构成

的表面装饰层。［GB/T 11785-2005，3.8］ 

3.2 辐射通量 （kW/m2） heat flux 

   单位面积的入射热，包括辐射热通量和对流热通量。［GB/T 11785-2005，3.1］ 

4 概述 

试验设备指采用辐射热源法在受控的试验条件下测试并评定如纺织地毯、软

木板、木板、橡胶板和塑料地板及地板喷涂材料等铺地材料燃烧性能的设备。 

试验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其工作原理是在燃烧试验箱中，用小火

焰点燃水平放置并暴露于倾斜的热辐射场中的铺地材料，评估其火焰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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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设备示意图 

1─—排烟管道；2─—烟罩；3─—试验箱；4─—辐射板；5─—试件滑动平台（校准板）； 

6─—观察窗口；7─—样品进出门；8─—辐射高温计 

5 计量特性 

5.l 外观 

5.1.1 试验设备的外形结构应完好，并有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厂以及出厂编号等

标记。 

5.1.2 试验设备的辐射板为多孔耐火材料，辐射面尺寸为（300±10）mm×（450±

10）mm，安装在金属框架中，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30±1）º，能承受 900℃的

高温。辐射板不应有裂痕和影响校准的缺陷。 

5.1.3 校准板由厚度（20±1）mm，密度（850±100）kg/m³无涂覆层的硅酸钙板

制成，尺寸为长度（1050±20）mm、宽度（250±10）mm。沿着中心线从试件零

点开始，在 110mm、210mm、310mm、……，直到 910mm 的位置开有直径（26

±1）mm 的圆孔。（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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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校准板示意图 

5.2 辐射通量示值误差 

在校准板各位置测量的辐射通量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辐射通量标称值及最大允许误差 

校准位置 

（mm） 

辐射通量标称值 

（kW/m²） 

最大允许误差 

（kW/m²） 

110 10.9 ±0.4 

210 9.2 ±0.4 

310 7.1 ±0.4 

410 5.1 ±0.2 

510 3.5 ±0.2 

610 2.5 ±0.2 

710 1.8 ±0.2 

810 1.4 ±0.2 

910 1.1 ±0.2 

5.3 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 

为控制辐射板的热输出，辐射板的辐射温度范围为（480~530）℃，示值误差

不应超过±5℃。 

5.4 辐射板辐射温度稳定性 

辐射板的辐射温度达到设定值并稳定后，温度波动不应超过±5℃。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小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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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校准用标准器及其它设备 

6.2.1 标准器 

    热通量计，测量范围（0～15）kW/m²，最大允许误差为±3%，直径 25mm。 

辐射温度计，测温范围（400～1000）℃，最大允许误差为±0.5%，响应波长

（1～9）μm。 

6.2.2 校准所需仪器支架。 

6.2.3 秒表，分辨力 0.1s。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校准项目 

辐射通量示值误差、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辐射板辐射温度稳定性。 

7.2 校准方法 

7.2.1 辐射通量示值误差 

接通试验设备的电源，点燃辐射板，让装置预热，调节燃气和空气的流量，

在 1小时内辐射板温度波动不超过±5℃。 

用热通量计在校准板 410mm 的位置测量辐射通量。插入热通量计，让它的探

测表面与校准板表面平行并高出（2～3）mm，30s 后读数。如果该点的测量值不符

合（5.1±0.2）kW/m²，则需要调节供给辐射板的燃气和空气的流量，稳定至少 10min

后再进行测量，直到符合要求。 

依次在每个孔中插入热通量计，起始点为 110mm，终点为 910mm，最后在 410mm

点再测量辐射通量，每个点的测量均应确保热通量计的探测表面与校准板表面平

行并高出（2～3）mm，30s后读数。测量值均应符合表 1的规定。测量结束后记录

下燃气和空气的流量值。 

按式（1）计算辐射通量示值误差 iF 。 

标FFF ii                     （1） 

式中： 

iF ——在校准板第 i 点位置的辐射通量示值误差，kW/m²； 

iF  ——在校准板第 i 点位置的辐射通量值，kW/m²； 



 

JJF（闽）××-2014 

 5 

标F ——在校准板第 i 点位置的辐射通量标称值，kW/m²。 

7.2.2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 

移走校准板，关闭样品进出门。用辐射温度计测量辐射板中心的温度，同时

记录辐射板的显示温度，在 30min 内，每 3min 测量 1 次，连续记录 10 次。按式

（2）计算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 t 。 

          ( )t t t t   示 标 修
               （2） 

式中： 

t ——辐射板的辐射温度示值误差，℃； 

示t ——辐射板的显示平均值，℃； 

标t ——标准辐射温度计测量的辐射温度平均值，℃； 

修t ——辐射温度的修正值，℃。 

7.2.3辐射板辐射温度稳定性 

与 7.2.2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的测量同时进行。按式（3）计算辐射温度

稳定性 T 。 

              minmax TTT                   （3） 

式中： 

T ——辐射板中心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变化量，℃； 

maxT ——辐射板中心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实测最大辐射温度，℃； 

minT ——辐射板中心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实测最小辐射温度，℃。 

8 校准结果表达 

8.1 校准数据处理 

试验设备校准记录（式样）见附录 A。试验设备辐射通量示值误差 iF 、辐射

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 t 、辐射板辐射温度稳定性 T ，末位可修约至与被校试验

设备显示的分辨力相一致。 

8.2 校准证书 

    试验设备校准结果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应包括的信息应符合相关规定，



 

JJF（闽）××-2014 

 6 

校准证书校准结果内页（式样），见附录 B。 

8.3 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按照 JJF 1059.1—2012进行，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见附录 C。 

9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取决于其使用情况，使用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

决定复校的时间，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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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试验设备校准记录（式样） 

送校单位  记录编号  

样

品 

名  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生产厂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标
准
器 

名   称/ 

型号规格 
 

仪器编号  
技术特征  

证书编号  

校准地点  温度：       ℃；相对湿度：       % 

技术依据： 

1、辐射通量： （燃气流量：           L/s；空气流量：           L/s） 

校准位置 

（mm） 

标称值 

（kW/m²） 

校准结果 

（kW/m²） 

示值误差 

（kW/m²） 

扩展不确定度 U（kW/m²）

（k=2） 

110     

210     

310     

410     

510     

610     

710     

810     

910     
 

2、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和稳定性（℃）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均值 

显示值            

实测值            

示值误差  扩展不确定度 U（k=2）  

Tmax  Tmin  稳定性（℃

/30min） 
 扩展不确定度 U

（k=2） 
 

 

备  注  

校准/校准
日期 

 核 验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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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证书校准结果内页（式样） 

校准证书编号：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或不确定度、证书编号： 

校准地点及环境条件（温度、相对湿度）： 

校准依据（代号、名称）： 

校准数据/结果： 

1、辐射通量 （燃气流量：           L/s；空气流量：           L/s） 

校准位置（mm） 示值误差（kW/m²） 扩展不确定度 U（kW/m²）（k=2） 

110   

210   

310   

410   

510   

610   

710   

810   

910   

2、辐射板辐射温度示值误差和稳定性 

示值误差 

（℃） 

扩展不确定度 U 

（℃）（k=2） 

稳定性 

（℃/30min） 

扩展不确定度 U 

（℃）（k=2） 

    

注:辐射通量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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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试验设备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试验设备辐射通量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1 测量方法 

标准器采用热通量计，测量范围（0～15）kW/m²，最大允许误差为±3%FS，

直径 25mm。被校准的试验设备型号为 PZF-1，显示分辨力为 0.1℃。 

接通试验设备的电源，点燃辐射板，让装置预热，调节燃气和空气的流量，

在 1小时内辐射板温度波动不超过±5℃。 

以校准板 410mm 的位置为例，对试验设备辐射通量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不确

定度进行评定。 

C.1.2 测量模型 

标FFF ii   

式中： 

iF ——在校准板第 i 点位置的辐射通量误差，kW/m²； 

iF  ——在校准板第 i 点位置的辐射通量值，kW/m²； 

标F ——在校准板第 i 点位置的辐射通量标称值，kW/m²。 

C.1.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来源与评定 

不确定度分量主要来源是：标准器的示值误差、测量重复性、测量仪器显示

分辨力和标准器的探测表面的测量位置。 

C.1.3.1标准器的示值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u  

标准器的示值误差按均匀分布处理，则： 

1u =5.1×3%/ 3 =0.09 kW/m² 

C.1.3.2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u  

在校准板 410mm的位置进行 10次独立重复测量，得到测量结果（kW/m²）：5.0，

5.1，5.0，4.9，5.1，5.1，5.1，5.0，4.9，4.9。则单次测量实验标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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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2









n

FF

s

n

i

i

 =0.09 kW/m² 

所以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u =0.09 kW/m² 

C.1.3.3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3u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为 0.1kW/m²，区间半宽为 0.05 kW/m²，按均匀分布处理，

则： 

3u =0.05/ 3 =0.03 kW/m² 

该分量小于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可以不予考虑。 

C.1.3.4 标准器的探测表面的测量位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4u  

按要求，测量时标准器的探测表面与校准板平行并高出（2～3）mm，估计该

项影响量为 0.1kW/m²，区间半宽为 0.05 kW/m²，按均匀分布处理，则： 

4u =0.05/ 3 =0.03 kW/m² 

C.1.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ic Fu   

由于输入量之间彼此独立不相关，因此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ic Fu  = 2

4

2

2

2

1 uuu  =0.13 kW/m² 

C.1.5 扩展不确定度 U 

取包含因子 k=2，则试验设备辐射通量示值误差校准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 

U=k× )( ic Fu  =2×0.13=0.3 kW/m² 

C.1.6 结论 

分辨力为 0.1℃的试验设备在校准板 410mm的位置时，其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

扩展不确定度 U=0.3 kW/m²，k=2。   

 

C.2试验设备辐射温度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2.1 测量方法 

标准器采用辐射温度计，测温范围（300～1000）℃，最大允许误差±0.5%读

数。被校准的试验设备型号为 PZF-1，显示分辨力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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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试验设备辐射板预热到达设定温度，并稳定半小时后，用辐射温度计测量

辐射板中心的温度，记录读数，同时记录辐射板的显示温度。对试验设备辐射温

度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C.2.2 测量模型 

           ( )t t t t   示 标 修
                   

式中： 

t ——辐射板的辐射温度示值误差，℃； 

示t ——辐射板的显示平均值，℃； 

标t ——标准辐射温度计测量的辐射温度平均值，℃； 

修t ——辐射温度的修正值，℃。 

C.2.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来源与评定 

    不确定度分量主要来源是：示值测量重复性、仪器显示分辨力、标准器的测

量位置和辐射温度的修正值。 

C.2.3.1 示值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u  

辐射板温度恒定时，进行 10次独立重复测量，从试验设备显示仪表上读取数

值（℃）：501.2，501.9，501.7，502.5，502.4，502.9，502.7，503.1，503.3，

503.0。则单次测量实验标准差为： 

1

)(
1

2









n

tt

s

n

i

i

 =0.68℃ 

所以示值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u =0.68℃ 

C.2.3.2仪器显示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u  

仪器显示分辨力为 0.1℃，区间半宽为 0.05℃，按均匀分布处理，则： 

2u =0.05/ 3 =0.03℃ 

该分量小于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可以不予考虑。 

C.2.3.3标准器的测量位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3u  

由于标准器的测量位置与试验设备的辐射高温计的位置不重合，估计该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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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量为 1℃，按均匀分布处理，则： 

3u =0.5/ 3 =0.3℃ 

C.2.3.4 辐射温度的修正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4u  

 辐射温度的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估计不超过 2℃，包含因子 k=2。则： 

4u = U/2=1.0℃ 

C.2.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tuc   

由于输入量之间彼此独立不相关，因此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tuc  = 2

4

2

3

2

1 uuu  =1.2℃ 

C.2.5 扩展不确定度 U 

取包含因子 k=2，则试验设备辐射温度示值误差校准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 

U=k× )( tuc  =2×1.2=2.4℃ 

C.2.6 结论 

分辨力为 0.1℃的试验设备在 500℃时 ，其辐射温度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扩

展不确定度 U=2.4℃，k=2。   

 

C.3试验设备辐射温度稳定性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3.1 测量方法 

与 C.2.1 相同。对试验设备辐射温度稳定性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C.3.2 测量模型 

minmax TTT   

式中： 

T ——辐射板中心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变化量，℃； 

maxT ——辐射板中心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实测最大辐射温度，℃； 

minT ——辐射板中心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实测最小辐射温度，℃。 

C.3.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来源与评定 

    不确定度分量主要来源是：标准器的示值重复性、标准器的短期稳定性、标

准器显示分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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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1标准器的示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u  

辐射板温度恒定时，用标准辐射温度计对同一位置的稳定性进行 10 次测量，

得到单次测量实验标准差为： 

1

)(
1

2









n

tt

s

n

i

i

 =0.82℃ 

标准器的示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u =0.82℃ 

C.3.3.2标准器的短期稳定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u  

标准器的短期稳定性（如 30min）估计不超过 1℃，区间半宽为 0. 5℃，按均

匀分布处理，则： 

2u =0.5/ 3 =0.29℃ 

C.3.3.3标准器显示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3u  

标准器显示分辨力为 1℃，区间半宽为 0.5℃，按均匀分布处理，则： 

3u =0.5/ 3 =0.29℃ 

C.3.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tuc   

由于输入量之间彼此独立不相关，因此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tuc  = 2

3

2

2

2

1 uuu  =0.9℃ 

C.3.5 扩展不确定度 U 

取包含因子 k=2，则试验设备辐射温度稳定性校准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 

U=k× )( tuc  =2×0.9=1.8℃ 

C.3.6 结论 

分辨力为 0.1℃的试验设备在 500℃时 ，其辐射温度稳定性的校准结果扩展

不确定度 U=1.8℃，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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