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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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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 泡 沫 灭 火 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A类泡沫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储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A类泡沫灭火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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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09—1994 橡胶工业用棉帆布

GB4351.1—2005 手提式灭火器 第1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GB/T6003.1—1997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11983—2008 表面活性剂 润湿力的测定 浸没法

GB15308—2006 泡沫灭火剂

SH0004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3 术语和定义

GB153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15308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A类泡沫灭火剂 classAfoamextinguishingagent
主要适用于扑救A类火灾的泡沫灭火剂。

3.2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values
由A类泡沫灭火剂供应商提出的泡沫液及泡沫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能参数值。

3.3
泡沫液 foamconcentrate
可按适宜的浓度与水混合形成泡沫溶液的浓缩液体,又称为泡沫浓缩液。
[GB15308—2006,定义3.9]

3.4
泡沫溶液 foamsolution
由泡沫液与水按规定浓度配制成的溶液,又称为泡沫混合液。
[GB15308—2006,定义3.10]

3.5
25%析液时间 25%drainagetime
自泡沫中析出其质量25%的液体所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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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308—2006,定义3.2]
3.6

发泡倍数 expansion
泡沫体积与构成该泡沫的泡沫溶液体积的比值。
[GB15308—2006,定义3.4]

3.7
混合比 mixtureratio
泡沫液与水混合配制泡沫溶液时,所用泡沫液占泡沫溶液的体积百分数。

3.8
强施放 forcefulapplication
将泡沫直接施放到液体燃料表面上的供泡方式。
[GB15308—2006,定义3.17]

3.9
缓施放 gentleapplication
通过挡板、罐壁或其他表面间接地将泡沫施放到液体燃料表面上的供泡方式。
[GB15308—2006,定义3.18]

3.10
25%抗烧时间 25%burnbacktime
自点燃抗烧罐至油盘25%的燃料面积被引燃时所需的时间。

3.11
最低使用温度 lowestusefultemperature
高于凝固点5℃的温度。
[GB15308—2006,定义3.22]

3.12
压缩空气泡沫系统 compressedairfoamsystems
能在一定压力范围内压入适量的空气至泡沫溶液中,以形成各种发泡倍数和不同状态泡沫的泡沫

产生系统。

4 产品分类

A类泡沫灭火剂按产品性能分为以下两类:

a) 适用于扑救A类火灾及隔热防护的A类泡沫灭火剂,代号为 MJAP。

b) 适用于扑救 A 类火灾、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灾及隔热防护的 A 类泡沫灭火剂,代号为

MJABP。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A类泡沫灭火剂的泡沫液组分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应对环境无污染,对生物无明显毒性。

5.1.2 供应商应对其提供的A类泡沫灭火剂产品性能声明以下内容:

a) 产品类型:MJAP型或 MJABP型;

b) 是否受冻结、融化影响;

c) 是否为温度敏感性泡沫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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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适用水质:适用于淡水,或者淡水和海水均适用;

e) 凝固点特征值:代号TN(℃);

f) 用于灭A类火的特征值:

  1) 混合比特征值:代号HA;

  2) 25%析液时间特征值:代号tA(min);

  3) 发泡倍数特征值:代号FA;

g) 用于隔热防护时的混合比特征值:代号HG;

h) 用于灭非水溶性液体火的特征值(适用时):

  1) 混合比特征值:代号HB;

  2) 25%析液时间特征值:代号tB(min);

  3) 发泡倍数特征值:代号FB。
对以上内容的解释性说明参见附录A。

5.2 技术要求

5.2.1 A类泡沫灭火剂泡沫液的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A类泡沫灭火剂泡沫液的性能要求

项目 样品状态 要求 不合格类型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TN-4)≤凝固点≤TN C

抗冻结、融化性a 温度处理前、后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B

比流动性 温度处理前、后
泡沫液流量不小于标准参比液的流量或泡沫液的

黏度值不大于标准参比液的黏度值
C

pH值 温度处理前、后 6.0~9.5 C

腐蚀率/[mg/(d·dm2)] 温度处理前
Q235A钢片≤15.0
3A21铝片≤15.0

B

  a 对供应商声明不受抗冻结、融化影响的A类泡沫灭火剂,应进行此项检验。

5.2.2 A类泡沫灭火剂泡沫溶液的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A类泡沫灭火剂泡沫溶液的性能要求

项目 样品状态 要求 不合格类型

表面张力/(mN/m) 温度处理前 在混合比为1.0%的条件下,表面张力≤30.0 C

润湿性a 温度处理前 在混合比为1.0%的条件下,润湿时间≤20.0s A

25%析液时间
温度处

理前、后

在混合比为 HA、发泡倍数与特征值FA 偏差不大于20%
的条件下,25%析液时间与特征值tA 偏差不应大于30%

B

隔热防护性能
温度处理

前或后

在混合比为 HG 的条件下,25%析液时间≥20.0min,且发

泡倍数≥30.0倍
A

灭A类火性能
温度处理

前或后

在混合比为 HA、发泡倍数与特征值FA 偏差不大于20%
的条件下,灭火时间≤90.0s,且抗复燃时间≥10.0min

A

  a 应测量混合比为0.3%和0.6%时的润湿时间,并在产品标志上注明,但不作为产品合格与否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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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MJABP型A类泡沫灭火剂的性能,除应符合表1和表2要求外,还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MJABP型A类泡沫灭火剂的附加性能要求

项目 样品状态 要求 不合格类型

25%析液时间 温度处理前、后
在混合比为 HB、发泡倍数与特征值FB 偏差不大于20%
的条件下,25%析液时间与特征值tB 偏差不应大于30%

B

灭非水溶性液体火

性能
温度处理前或后

在混合比为 HB、发泡倍数与特征值FB 偏差不大于20%
的条件下,灭火性能级别≥ⅢD(表4)

A

5.2.4 MJABP型A类泡沫灭火剂灭非水溶性液体火的灭火性能级别划分见表4。

表4 MJABP型A类泡沫灭火剂灭非水溶性液体火的灭火性能级别划分

灭火性能级别

缓施放 强施放

灭火时间

min
25%抗烧时间

min

灭火时间

min
25%抗烧时间

min

ⅠA 无要求 无要求 ≤3 ≥10

ⅠB ≤5 ≥15 ≤3

ⅠC ≤5 ≥10 ≤3

ⅠD ≤5 ≥5 ≤3

无要求

ⅡA 无要求 无要求 ≤4 ≥10

ⅡB ≤5 B ≤4

ⅡC ≤5 C ≤4

ⅡD ≤5 D ≤4

无要求

ⅢB ≤5 ≥15

ⅢC ≤5 ≥10

ⅢD ≤5 ≥5

无要求

5.2.5 按表5规定的判定条件,当A类泡沫灭火剂出现表5所列情况之一时,即判定为温度敏感性泡

沫液。

表5 A类泡沫灭火剂温度敏感性判定条件

项目 判定条件

pH值 温度处理前、后泡沫液的pH值偏差(绝对值)大于0.5

25%析液时间
在混合比为 HA、发泡倍数与特征值FA 偏差不大于20%的条件下,温度处理后的25%析液

时间低于温度处理前的0.7倍或高于温度处理前的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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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取样和温度处理

6.1.1 取样

从A类泡沫灭火剂的产品包装容器中取样时,应搅拌均匀,以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
用于按6.1.2进行温度处理的样品数量不应少于5kg,样品应充满储存容器并密封。

6.1.2 温度处理

温度处理方法如下:
a) 如果供应商声明其产品不受冻结融化影响,则样品应先按6.3的规定进行四个冻结、融化循

环,然后再按b)进行处理;
b) 将密封于容器中的样品放置在60℃±2℃的环境中7d,然后在20℃±5℃的环境中放置

1d;
c) 如果供应商声明其产品受冻结融化影响,则样品只按b)进行温度处理。

6.2 凝固点

6.2.1 试验设备

凝固点试验设备如下:
———磨口凝点测定管;
———半导体凝点测定器:控温精度±1℃;
———凝固点用温度计:分度值1℃。

6.2.2 试验步骤

凝固点测试步骤如下:
a) 启动半导体凝点测定器,使冷阱的温度稳定在-25℃~-30℃。把凝点测定管的外管装入

冷阱中。外管浸入冷阱的深度不应少于100mm;
b) 在干燥、洁净的凝点测定管的内管中注入待测泡沫液样品,管内液面高度约为50mm;
c) 用软木塞或胶塞把凝固点用温度计固定在内管中央,温度计的毛细管下端应浸入液面

3mm~5mm;
d) 把凝点测定管内管装入外管中;
e) 当内管中样品的温度降至0℃时开始观察样品的流动情况,以后每降低1℃观察一次。每次

观察的方法是把内管从外管中取出并立即将其倾斜,如样品尚有流动则立即放回外管中(每次

操作时间不应超过3s),继续降温做下一次观察。当样品温度降至某一温度,取出内管,观察

到样品不流动时,立即使内管处于水平方向,如样品在5s内仍无任何流动,则记录温度。此

温度即为样品的凝固点;

f) 每个样品做两次试验,两次试验结果的差值不应超过1℃,取较高的值作为试验结果。如两次

试验结果的差值超过1℃,则应进行第三次试验。

6.3 抗冻结、融化性

6.3.1 试验设备

抗冻结、融化性试验用冷冻室,应能达到6.3.2b)的温度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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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试验步骤

抗冻结、融化性测试步骤如下:
a) 将冷冻室温度调到低于样品凝固点10℃±1℃(见6.2);
b) 将温度处理前的样品装入塑料或玻璃容器,密封放入冷冻室,在a)规定的温度下保持24h,冷

冻结束后,取出样品,在20℃±5℃的室温下放置24h~96h。再重复三次,进行四个冻结融

化周期处理;
c) 观察样品有无分层和非均相现象。

6.4 比流动性

按GB15308—2006中5.4规定进行。

6.5 pH值

按GB15308—2006中5.5规定进行。

6.6 腐蚀率

按GB15308—2006中5.7规定进行。

6.7 表面张力

按GB15308—2006中5.6规定进行。

6.8 润湿性

6.8.1 试验设备、材料

润湿测试所需主要设备、材料如下:
———烧杯:容量1000mL;
———温度计:分度值1℃;
———秒表:分度值0.1s;
———量筒:分度值10mL;
———浸没夹:由直径约2mm的不锈钢丝制成,符合GB/T11983—2008规定,尺寸见图1;
———棉布圆片:直径30mm,符合GB/T2909—1994规定的202号帆布,且应为未经退浆、煮练和

漂白处理的原胚布。为了不使棉布表面沾污脂肪和汗渍而影响测量,应避免用手指触摸棉布。

6.8.2 试验温度条件

润湿性测试的温度条件如下:
———环境温度:15℃~25℃;
———泡沫溶液温度:18℃~22℃。

6.8.3 试验步骤

润湿性测试步骤如下:

a) 在温度15℃~25℃、相对湿度(65±2)%的条件下调理棉布圆片不小于24h;
示例:可在玻璃干燥器隔板下盛放亚硝酸钠饱和溶液作为恒湿器,制备好的棉布圆片置于恒湿器中,于室温下平衡

24h后使用。

b) 试验前将烧杯用铬酸洗液浸泡过夜,再用符合GB/T6682—2008要求的三级水冲洗至中性;

c) 将温度处理前、后的样品按混合比分别为0.3%、0.6%和1.0%的要求,用三级水配制泡沫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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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1000mL,控制泡沫溶液的温度在18℃~22℃范围内;

d) 用量筒取800mL待测泡沫溶液转移至1000mL烧杯中,并用滤纸除去烧杯内液面的泡沫。
在试验过程中应保持溶液温度在18℃~22℃范围内,试验应在泡沫溶液配制15min后至

2h内进行;

e) 试验前用无水乙醇清洗浸没夹,使其保持干净。试验时,首先用少量待测泡沫溶液冲洗浸没

夹。调节浸没夹柄上平面三叉臂滑动支架的位置,使夹持的棉布圆片中心距液面约40mm。
浸没夹应仅张开约6mm,以使棉布圆片保持近于垂直;

f) 用浸没夹夹住棉布圆片,浸入待测泡沫溶液,当布片下端一接触溶液,立即启动秒表,将同平

面三叉臂放在烧杯口上,并使浸没夹张开;

g) 当布片开始自动下沉时,停止秒表。操作图解如图2所示;

h) 使用同一泡沫溶液连续重复测量,共10次,每次测量后弃去用过的棉布圆片,取10次测量值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所测泡沫溶液的润湿时间测量结果。
单位为毫米

图1 浸没夹

图2 操作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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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发泡倍数和25%析液时间

6.9.1 试验设备

发泡倍数和25%析液时间测试的主要设备如下:
———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见图3,其中气液混合室的构造见图4;
———泡沫收集器:见图5,泡沫收集器表面可采用不锈钢、铝、黄铜或塑料材料制作;
———析液测定器1:见图6,采用不锈钢、铝或镀锌铁板制作,用水标定泡沫接收罐的容积,精确至

50mL,用于测定发泡倍数特征值大于20倍泡沫溶液的25%析液时间和发泡倍数;
———析液测定器2:见图7,采用塑料或黄铜制作,用水标定泡沫接收罐的容积,精确至1mL,用于

测定发泡倍数特征值不大于20倍泡沫溶液的25%析液时间和发泡倍数;
———温度计:分度值1℃;
———量筒:分度值10mL;
———天平1:精度±5g,量程不低于20kg,用于测定发泡倍数特征值大于20倍泡沫溶液的泡沫性

能试验;
———天平2:精度±0.5g,量程不低于2kg,用于测定发泡倍数特征值不大于20倍泡沫溶液的泡沫

性能试验;
———秒表:分度值0.1s;
———泡沫出口:见图3,长度20cm,可采用公称直径为DN15和DN20的管材制作。根据调整发

泡倍数的需要可分别选择DN15和DN20两种规格的泡沫出口。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泡沫出口;

2———可调支架;

3———泡沫输送管;

4———气液混合室;

5、8、14———压力表(0MPa~1.6MPa);

6———进气管;

  7、15———针形阀;

9、12、16、18、19———球形阀;

10———泡沫溶液输送管;

11———液体流量计;

13———耐压储罐;

17———进气管。

图3 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安装示意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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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筛网紧固件(共16个);

2———筛网(孔径为0.425mm,符合GB/T6003.1—1997要求);

3———压力表(0MPa~1.6MPa);

4———泡沫溶液喷嘴;

5———气体喷管(共6个);

6———进气管;

7———泡沫溶液输送管。

图4 气液混合室安装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泡沫收集器;

2———泡沫挡板;

3———析液测定器支架;

4———支架。

图5 泡沫收集器示意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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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泡沫接收罐;

2———滤网(孔径为0.125mm,符合GB/T6003.1—1997);

3———析液接收罐。

图6 析液测定器1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泡沫接收罐;

2———滤网(孔径为0.125mm,符合GB/T6003.1—1997);

3———析液接收罐。

图7 析液测定器2示意图

6.9.2 试验温度条件

发泡倍数和25%析液时间测试的温度条件如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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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15℃~25℃;

———泡沫温度:15℃~20℃。

6.9.3 试验步骤

6.9.3.1 发泡倍数

发泡倍数测试步骤如下:

a) 将温度处理前、后的样品分别用淡水(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则用符合6.11.4规定的人工海水

配制)按相应混合比特征值配制泡沫溶液,控制泡沫溶液的温度,使产生的泡沫温度在15℃~

20℃范围内;

b) 按照附录B的规定,启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调节进气管压力和耐压储罐压力,确保泡沫溶液

出口流量达到(11.4±0.4)L/min;

c) 用水润湿泡沫析液测定器接收罐的内壁、擦净,再将析液测定器称重(m1),析液测定器1使用

天平1称重,析液测定器2使用天平2称重;

d) 按以下规定收集泡沫:

1) 若待测A类泡沫灭火剂的泡沫溶液发泡倍数特征值大于20,则在喷射泡沫并达到稳定

后,直接将泡沫出口对准析液测定器1的上口,接收泡沫;

2) 若待测 A类泡沫灭火剂的泡沫溶液发泡倍数特征值不大于20,则在喷射泡沫并达到

稳定后,将泡沫出口水平放置在泡沫收集器前,使泡沫出口前端至泡沫收集器顶端距

离为(2.5±0.3)m,喷射泡沫并调节泡沫出口高度,使泡沫打在泡沫收集器的中心

位置,喷射达到稳定后,用析液测定器2接收泡沫。

e) 刮平并擦去析液测定器外溢泡沫,称重(m2);

f) 按公式(1)计算:

F=ρV/(m2-m1) …………………………(1)

式中:

F ———发泡倍数;

ρ ———泡沫溶液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取ρ=1.0g/mL;
V ———泡沫接收罐的容积,单位为毫升(mL);

m1———析液测定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析液测定器充满泡沫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g) 当按混合比特征值HA 或HB 所测定的发泡倍数F 与对应发泡倍数特征值FA 或FB 的偏差不

大于20%时,则固定此试验条件,继续按6.9.3.2的规定测定25%析液时间;当按混合比特征

值HA 或HB 所测定的发泡倍数F 与对应发泡倍数特征值FA 或FB 的偏差大于20%时,则调

整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直至该偏差不大于20%,固定此试验条件,继续按6.9.3.2的规定

测定25%析液时间。

6.9.3.2 25%析液时间

25%析液时间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6.9.3.1g)固定的试验条件,重复6.9.3.1b)~d)步骤,在收集泡沫[见6.9.3.1d)试验]
的同时,启动用于记录25%析液时间的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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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刮平并擦去析液测定器外溢泡沫,称重(m2),按公式(2)计算:

m3=(m2-m1)/4 …………………………(2)
式中:

m3———25%析液的质量,单位为克(g)。

c) 取下析液测定器的析液接收罐,放在天平上,同时将泡沫接收罐放在支架上,注意保持析液中

不含泡沫,当析出液体的质量为m3 时卡停秒表,记录25%析液时间。

6.10 隔热防护性能

6.10.1 试验条件

隔热防护性能试验是测试A类泡沫灭火剂在混合比为特征值 HG 的条件下的发泡倍数和25%析

液时间,试验设备见6.9.1,试验温度条件见6.9.2。

6.10.2 试验步骤

按照6.9.3.1a)~f)步骤测试发泡倍数。按照6.9.3.2b)~c)步骤测试25%析液时间。
注:测试时,注意调整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状态,使被检验A类泡沫液达到尽可能高的发泡倍数。

6.11 灭火性能

6.11.1 总则

对于温度敏感性泡沫液,应使用按6.1.2温度处理后的样品进行灭火性能试验。
对于非温度敏感性泡沫液,宜使用按6.1.2温度处理后的样品进行灭火性能试验。

6.11.2 试验序列

6.11.2.1 不适用于海水的泡沫液

使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进行三次灭火试验,其中两次灭火成功即为灭火性能合格。如果前两次试

验全部成功或失败,可免做第三次试验。

6.11.2.2 适用于海水的泡沫液

按下述试验序列进行灭火试验:

a) 首先进行两次灭火试验,第一次试验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第二次试验用符合6.11.4规定的

人工海水配制泡沫溶液,如果两次试验全部成功或失败,则终止试验,对应判定泡沫液灭火性

能合格或不合格。如果只有一次试验成功,则按下述b)或c)的步骤继续试验;

b) 如果使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的灭火试验失败,则重复该试验;若第一次重复试验成功,则进行

第二次重复试验;泡沫液灭火性能合格的判定条件是两次重复灭火试验都成功;

c) 如果使用海水配制泡沫溶液的灭火试验失败,则重复该试验;若第一次重复试验成功,则进行

第二次重复试验;泡沫液灭火性能合格的判定条件是两次重复灭火试验都成功。

6.11.3 试验条件

进行灭火性能试验的试验条件如下:
———试验环境:灭A类火试验应在室内进行;灭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可在室内或室外(接近油盘处

的风速不大于3m/s)进行;
———环境温度: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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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温度:15℃~20℃;
———燃料温度:10℃~30℃。

6.11.4 泡沫溶液的配制

进行灭火试验时,按供应商提供的混合比特征值,使用淡水配制泡沫溶液。若泡沫液适用于海水,
还应用人工海水配制泡沫溶液。配制浓度与淡水相同。人工海水由下列组分构成(配制人工海水用的

化学试剂均为化学纯):
在1L淡水中加入:25.0g氯化钠(NaCl);

11.0g氯化镁(MgCl2·6H2O);

1.6g氯化钙(CaCl2·2H2O);

4.0g硫酸钠(Na2SO4)。

6.11.5 记录

试验过程中记录下列参数:

a) 试验环境(室内或室外);

b) 试验环境温度;

c) 泡沫温度;

d) 试验环境风速;

e) 灭火时间;

f) 灭A类火时的抗复燃时间;

g) 灭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时的25%抗烧时间;

h) 试验压力参数。

6.11.6 灭A类火试验

6.11.6.1 试验设备、材料

灭A类火试验所需主要设备、材料如下:
———泡沫产生系统:同6.9.1中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
———木垛:规格为2A,符合GB4351.1—2005中7.2.1的规定;
———引燃盘:规格为535mm×535mm×100mm,符合GB4351.1—2005中7.2.1的规定。

6.11.6.2 试验步骤

灭A类火试验按下述步骤进行:

a) 试验中将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中的泡沫出口和可调支架卸下,直接使用泡沫输送管喷射泡

沫。按照附录B的规定,首先启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调节进气管压力和耐压储罐压力,确保

泡沫溶液出口流量达到(11.4±0.4)L/min,并按6.9.3.1g)确定的试验条件调整相应发泡倍

数,使其与特征值FA 的偏差不大于20%,同时应视泡沫喷射距离而相应调整泡沫出口管径,
确保泡沫喷射距离不小于3m;

b) 在引燃盘内先倒入深度为30mm的清水,再加入2L符合SH0004要求的橡胶工业用溶剂

油。将引燃盘放入木垛的正下方;

c) 点燃橡胶工业用溶剂油,引燃2min,然后将油盘从木垛下抽出。同时启动压缩空气泡沫系

统,按a)中相关压力参数调节进气管压力和耐压储罐压力,并确保泡沫溶液出口流量达到

(11.4±0.4)L/min。同时让木垛继续自由燃烧。当木垛燃烧至其质量减少到原来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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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7%时,则预燃结束;

d) 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灭火应从木垛正面,距木垛不小于1.8m处开始喷射。然后接近木

垛(操作者和灭火设备的任何部位不应触及木垛),并向木垛正面、顶部、底部和两个侧面等喷

射,但不能在木垛的背面喷射。灭火时应保证流量为(11.4±0.4)L/min。可见火焰全部熄灭

后,停止施加泡沫,记录灭火时间;

e) 灭火时间不大于90s,且停止施加泡沫10min内没有可见的火焰(但10min内出现不持续的

火焰可不计),即为灭A类火成功。如灭火试验中木垛倒坍,则此次试验为无效,应重新进行。

6.11.7 灭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试验

6.11.7.1 缓施放灭火试验

6.11.7.1.1 设备、材料

缓施放灭火试验所需主要设备、材料如下:
———钢质油盘:油盘面积为4.52m2,内径(2400±25)mm,深度(200±15)mm,壁厚2.5mm;
———钢质挡板:长(1000±50)mm,高(1000±50)mm;
———泡沫产生系统:同6.9.1中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
———钢质抗烧罐:内径(300±5)mm,深度(250±5)mm,壁厚2.5mm;
———风速仪:精度0.1m/s;
———秒表:分度值0.1s;
———燃料: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符合SH0004的要求。

6.11.7.1.2 试验步骤

缓施放灭火试验按下述试验步骤进行:

a) 按附录B的规定,启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调节进气管压力和耐压储罐压力,确保泡沫溶液出

口流量达到(11.4±0.4)L/min,并按6.9.3.1g)确定的试验条件调整相应发泡倍数,使其与特

征值FB 的偏差不大于20%;

b) 将油盘放在地面上并保持水平,使油盘在泡沫出口的下风向,加入90L淡水将盘底全部覆盖。
泡沫出口放置并高出燃料面(1±0.05)m,使泡沫射流的中心打到挡板中心轴线上并高出燃料

面(0.5±0.1)m;

c) 加入(144±5)L燃料使自由盘壁高度为150mm,在5min内点燃油盘,同时启动压缩空气泡

沫系统。预燃(60±5)s后,开始供泡,供泡(300±2)s后停止供泡。如果火被完全扑灭,则记

录灭火时间;如果火焰仍未被扑灭,等待观察残焰是否全部熄灭并记录灭火时间。停止供泡

后,等待(300±10)s,将装有(2±0.1)L燃料的抗烧罐放在油盘中央并点燃。记录25%抗烧

时间。

6.11.7.2 强施放灭火试验

6.11.7.2.1 设备、材料

除油盘不带钢质挡板外,其他同6.11.7.1.1。

6.11.7.2.2 试验步骤

强施放灭火试验按下述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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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附录B的规定,启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调节进气管压力和耐压储罐压力,确保泡沫溶液出

口流量达到(11.4±0.4)L/min,并按6.9.3.1g)确定的试验条件调整相应发泡倍数,使其与特

征值FB 的偏差不大于20%;

b) 按照6.11.7.1.2方式将油盘放在泡沫出口的下风向,泡沫出口的位置应使泡沫的中心射流落

在距远端盘壁(1±0.1)m处的燃料表面上;

c) 加入(144±5)L燃料使自由盘壁高度为150mm,在5min内点燃油盘。同时启动压缩空气泡

沫系统。预燃(60±5)s后开始供泡,供泡(180±2)s后停止供泡;如果火被完全扑灭,则记录

灭火时间;如果火焰仍未被扑灭,等待观察残焰是否全部熄灭并记录灭火时间。停止供泡后,
等待(300±10)s,将装有(2±0.1)L燃料的抗烧罐放在油盘中央并点燃。记录25%抗烧时间。

7 检验规则

7.1 抽样

抽样应有代表性、保证样品与总体的一致性。对于桶装产品,取样之前应摇匀桶内产品;对于罐装

产品,可从罐的上、中、下三个部位各取三分之一样品,混匀后做为样品。样品数量不应少于25kg。

7.2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含如下五项:凝固点、pH值、润湿性、发泡倍

数、25%析液时间。

7.3 型式检验

本标准第5章中所列的相应灭火剂的全部技术指标为型式检验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生产中如原材料、工艺、配方有较大的改变时;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两年或间歇生产累计产量达800t时;

e)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检验结果判定

7.4.1 出厂检验结果判定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

7.4.2 型式检验结果判定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a) 各项指标均符合本标准第5章相应灭火剂的要求;

b) 只有一项B类不合格,其他项目均符合本标准第5章相应灭火剂的要求;

c) C类不合格项目不超过两项,其他项目均符合本标准第5章相应灭火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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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A类泡沫灭火剂包装容器上应清晰、牢固的注明:

a) 名称、类型;

b) 灭A类火使用条件(混合比与发泡倍数的特征值HA、FA);

c) 隔热防护使用条件(混合比特征值HG);

d) MJABP型A类泡沫灭火剂还应注明“适用于灭非水溶性液体火”、灭火性能级别及使用条件

(混合比与发泡倍数的特征值HB、FB);

e) 0.3%、0.6%和1.0%混合比条件下的润湿时间;

f) 如适用于海水,注明“适用于海水”,否则注明“不适用于海水”;

g) 如不受冻结、融化影响,应注明“不受冻结、融化影响”,否则注明“禁止冻结”;

h) 可引起的有害生理作用的可能性,以及避免方法和其发生后的援救措施;

i) 储存温度、最低使用温度和有效期;

j) A类泡沫灭火剂的净重;

k)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l) 依据标准编号;

m) 生产厂名称和地址。

8.2 包装

泡沫液应密封盛在塑料桶或内壁经防腐处理的铁桶中。

8.3 运输和储存

运输应避免磕碰,防止包装受损。

A类泡沫灭火剂应储存在通风、阴凉处,储存温度应低于45℃,高于其最低使用温度。按本标准规

定的储存条件或生产厂提出的储存条件要求储存。泡沫液的储存期为3年,储存期内,产品的性能应符

合本标准的要求。超过储存期的产品,每年应进行性能试验,以确定产品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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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的解释性说明

A.1 概述

A类火灾是指固体物质火灾。A类泡沫灭火剂是主要适用于扑救A类火灾的泡沫灭火剂。符合

本标准相应技术要求的A类泡沫灭火剂,不仅可以用于扑救A类火灾及建筑物的隔热防护,还可以用

于扑救非水溶性液体火灾。本标准中所指A类泡沫灭火剂,使用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中时,泡沫溶液

由供应商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提出相应特征值。

A.2 本标准与相关国外、国内类似标准的异同

A.2.1 本标准与NFPA1150—2004《用于A类火灾的泡沫灭火剂》的异同

NFPA1150—2004《用于A类火灾的泡沫灭火剂》中规定的A类泡沫灭火剂虽然也是主要用于扑

救A类火灾的泡沫灭火剂,但泡沫产生系统不仅可以为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同时还可以为低倍数泡沫

产生系统,或使用飞机喷洒泡沫溶液以形成泡沫,泡沫混合比一般为0.1%~1.0%。
符合NFPA1150—2004《用于A类火灾的泡沫灭火剂》的A类泡沫灭火剂,可以用于扑救A类火

灾,但不确定可以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或低倍数泡沫产生系统中用于灭非水溶性液体火或用于建筑物

的隔热防护,因为NFPA1150—2004的技术条款中未制定对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的灭火性能指标及隔

热防护性能指标。符合NFPA1150—2004《用于A类火的泡沫灭火剂》的A类泡沫灭火剂,若用于建

筑物的隔热防护及扑救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灾,应符合本标准中相应性能要求。

A.2.2 本标准与GB15308—2006《泡沫灭火剂》的异同

本标准与GB15308—2006《泡沫灭火剂》相同之处在于:泡沫液性能要求的判据部分一致。灭非水

溶性液体火性能测试时所使用的流量均为(11.4±0.4)L/min,具有相同的泡沫供给强度,灭火性能级

别的划分规定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二者对灭非水溶性液体火性能的判据是相同的。
本标准与GB15308—2006《泡沫灭火剂》不同之处在于:根据A类泡沫灭火剂自身特点,在试验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润湿性能的要求以及灭A类火的性能要求和隔热防护性能要求;本标准对供应商申

明适用于非水溶性液体火灾扑救的A类泡沫产品进行相应的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性能要求,同时根据

试验结果在产品标志中注明灭火性能级别、使用条件(包括混合比与发泡倍数的特征值)。

A.3 A类泡沫灭火剂的使用

A.3.1 混合比

A类泡沫灭火剂泡沫液,由供应商根据自身产品的特性和不同的使用条件提出相应混合比特征

值。该特征值应为供应商根据本标准相应试验方法进行泡沫性能试验和泡沫灭火性能试验的结果,得
出的适宜参考数值,并应在产品标志中明确指出在不同使用条件下,相应的特征值。

A类泡沫灭火剂的特点之一就是混合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根据使用要求进行调整,分别适应于各

种火灾工况条件的需要。以扑救A类火灾为例,A类泡沫灭火剂A与B,适宜的混合比分别为0.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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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可以达到相同的灭火效果。因此说,A类泡沫灭火剂的混合比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兼容性,而
不像传统低倍数泡沫灭火剂通常只限于3%和6%这两个混合比。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更低或更高的混合比,其相应泡沫性能或灭火性能更好。
因为使用本标准中压缩空气泡沫系统所产生的泡沫,其性能略低于实战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产生的泡

沫性能,若使用“性能相对较低”的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能达到相应技术指标的要求,则可以确保在性

能更好的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中同样能达到相应技术指标要求。因此,建议供应商根据A类泡沫灭火剂

使用者的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混合比试验及相应的泡沫性能试验,以使该灭火剂在

该压缩空气渔沫系统中达到更高的性能指标。
同时,根据鼓励技术发展的原则,不宜对混合比做出上、下限数值规定。本标准相应技术指标条款

充分考虑目前最新技术水平,并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合理框架,鼓励生产厂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和条件,在
确保符合本标准相应技术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以改变混合比,达到改进技术并提高性能的目的。

A.3.2 发泡倍数

A类泡沫灭火剂的发泡倍数特征值由供应商根据自身产品的特性和不同的使用条件提出。该特

征值应为供应商根据本标准相应试验方法进行泡沫性能试验和泡沫灭火性能试验的结果,确定的适宜

参考数值,并应在产品标志中明确标出。同混合比特征值一样,建议供应商根据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设备

的具体情况,进行混合比试验及相应的泡沫性能试验,以使该灭火剂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中达到更高的

性能指标。

A.3.3 25%析液时间与A类泡沫隔热防护性能

25%析液时间是衡量泡沫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取决于A类泡沫灭火剂本身,25%析液时

间越长,泡沫越稳定。25%析液时间是影响A类泡沫隔热防护性能的主要因素,这体现在25%析液时

间影响隔热防护泡沫对于被保护对象的粘附作用。进一步的,25%析液时间还影响泡沫起隔热防护作

用的时间和效果。即,25%析液时间长的隔热防护泡沫,其泡沫黏附能力强,隔热防护时间长、效果好。

A.3.4 润湿性

润湿是由固-气界面转变为固-液界面的一种现象。泡沫溶液的润湿性代表泡沫溶液对固体燃烧物

的浸润能力。与表面张力试验相比,润湿性试验更灵敏,可以更好的区分出不同泡沫溶液的润湿能力,
如表面张力一致或者接近的产品之间润湿能力的区分。

A.3.5 稳定性

稳定性要求的目的是确保泡沫液有一个有效的储存期限。然而,由于不可能测试所有潜在的储存

情况,因此仍可能出现稳定性问题。
泡沫液应贮存在密封的容器中以避免溶剂蒸发,这对泡沫液稳定性很有必要。不稳定的产品可能

导致比例混合器和泡沫混合、分散装置出现故障。
泡沫溶液在使用之前不应贮存时间过长。稀释的泡沫溶液可能分解,导致其发泡能力降低。

A.4 安全与环境问题

当评估A类泡沫灭火剂的安全与环境问题时,需要进行多方面测试,本标准并没有包含相应的测

试。处置、使用A类泡沫灭火剂的全体人员都应接受关于安全、健康及环境的推荐操作程序的培训,并
应遵照供应商关于该产品的使用建议。一般而言,应避免与该类泡沫灭火剂长期接触。皮肤或眼睛不

慎接触了泡沫液或泡沫溶液后应该立即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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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操作方法

B.1 概述

本附录提供了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的操作方法。当进行泡沫性能和灭火性能测试时,应使用本

标准规定的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按照本附录规定的操作方法。

B.2 试验设备与操作方法

B.2.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包括:
———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安装、连接见图3;
———空气压缩机1:与图3中进气管6连接;
———空气压缩机2:与图3中进气管17连接。

B.2.2 操作步骤

B.2.2.1 按试验要求混合比,配制泡沫溶液,并将其注入耐压储罐13。将阀门7、9、12、15、18、19关

闭,阀门16保持开启状态。

B.2.2.2 启动空气压缩机1和空气压缩机2,观察压力表8和压力表14的升压情况。开启阀门7,通
过阀门7调整进气管压力,使压力稳定在试验要求的范围内。开启阀门15,通过阀门15调整耐压储罐

压力,使压力稳定在试验要求的范围内。

B.2.2.3 开启阀门12,随即开启阀门9,此时压缩空气泡沫从泡沫输送管中喷出。调节阀门7,使进气

管压力稳定在试验要求的范围内。继续调节阀门15,确保液体流量在(11.4±0.4)L/min范围内(液体

实时流量通过液体流量计11显示)。待泡沫喷射稳定,并且液体流量稳定在试验要求的范围内时,即可

进行泡沫性能和灭火性能测试。

B.2.2.4 性能测试完毕后,关闭空气压缩机1和空气压缩机2,并关闭阀门7、9、12、15。剩余泡沫溶液

经由阀门18从耐压储罐中排出,同时将耐压储罐泄压。

B.2.2.5 全部试验完毕后,使用清水冲洗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的管路及耐压储罐两遍,操作方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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