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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实验室装备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北友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杰斯瑞特安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上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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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团有限公司、博络实验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滔普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asecos GmbH。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深圳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化学系、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

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宿迁环境监测中心、常州市生态环境监

控中心、镇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苏州市常熟环境监测站、苏州市张家港环境监测站、苏州市昆山环境

监测站、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监测站、山东省农药检定所、上海市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上海市青浦食

品药品检验所、上海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河北润旺达洁具制造有限公司、上海联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橡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毛毓麟、孙戟、李浩师、杨勇、杨伟良、王冰、胡玉萍、张天雷、刘杰。

本文件参与起草人：吕广辉、王满意、徐光明、赵雨薇、丁小磊、赵永刚、施宁、曹志俊、蔡志平、

丁淑琴、陆燕强、夏圣斌、龚惠达、李向阳、曹美萍、纪世彬、姚应涛、张达、南品磊、洪强、范祥林。

本文件首期承诺执行单位：上海北友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杰斯瑞特安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上

海西斯贝尔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埃德伯格电气有限公司、上海赛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台雄科

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博络实验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滔普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asecos GmbH、

安徽禹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惠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泰塔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德卡实验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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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无锡铭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西斯贝瑞（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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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用化学品安全储存柜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储存易燃液体、腐蚀性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压缩气瓶的实验室用

化学品安全储存柜（以下简称“安全储存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包装、

贮存、运输及产品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安全储存柜的生产、检测以及实验室应用，其他应用领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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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470-2008 塑料  冲击法脆化温度的测定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9978.1-2008 建筑构件防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0125-2021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6422.1-2019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

GA/T 73-2015 机械防盗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验室用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chemicals safety storage cabinet in laboratory
实验室内安全储存各类化学品的柜体。

3.2

易燃液体安全储存柜 flammable liquids safety storage cabinet
安全储存易燃液体化学品的柜体。

3.3

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corrosive chemicals safety storage cabinet
安全储存有腐蚀性化学品的柜体。

3.4

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precursor chemicals and explosive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storage cabinet

安全储存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柜体。

3.5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 pressurized gas cylinders safety storage cabinet
安全储存压缩气瓶的柜体。

3.6

盛漏装置 spill containment sump
收集溢出液体的装置。

3.7

金属网阻火器 wire flame arrester
阻断易燃气体和易燃液体蒸汽的火焰蔓延，以及防止回火的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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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阻火阀 thermally actuated damper
通过熔断和弹簧装置，在一定温度下起到阻隔火焰作用的阀门。

3.9

通风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借助通风设备实现柜内与柜外空气流动的一整套系统，包括进风和排风。

4 分类

4.1 按储存化学品种类不同分为：

a） 易燃液体安全储存柜；

b） 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c） 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d）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

4.2 按性能不同分为：

a） 易燃液体安全储存柜按防火性能分为防火 10 min、防火 30 min、防火 90 min；
b） 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按耐腐蚀性能分为耐强腐蚀性、耐弱腐蚀性；

c） 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按防火性能分为防火 10 min、防火 30 min、防火 90 min；
d）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按防火性能分为防火 15 min、防火 30 min、防火 90 min。

5 要求

5.1 易燃液体、腐蚀性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性能要求

5.1.1 防火性

易燃液体和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应具备10 min、30 min或90 min的防火性能。10 min
防火性能应按照附录A的试验方法验证,30  min或90 min的防火性能应按照附录B的试验方法验证。

5.1.2 耐腐蚀性

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材质应具备如下的耐强腐蚀性能或耐弱腐蚀性能：

a） 耐强腐蚀性能指经过6.1.1试验后，不应出现多于4个等级2的评价并不应出现等级3的评价，

可存储强腐蚀性化学品；

b） 耐弱腐蚀性能指 6.1.2 试验后，外观评级（RA）不应低于 9 级，可存储弱腐蚀性化学品。

5.1.3 耐老化性

非金属材质的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的低温脆化温度不应低于-40 ℃，冲击强度保持率不应小于

60%；外观评级（RA）不应低于3级。试验方法应按照6.2的规定进行。

5.1.4 最大储存容量

不同类别的安全储存柜的最大储存容量如下：

a） 防火 10 min的安全储存柜最大储存容量不应大于 455 L；
b） 防火 30 min和 90 min安全储存柜最大储存容量不应大于 1000 L；
c） 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最大储存容量不应大于 455 L；
d） 柜内所存储的单个容器最大储存容量不应大于盛漏容量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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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防渗漏

安全储存柜盛漏装置深度不应小于51 mm；且盛漏装置的最小储存容量应取安全储存柜最大储存容

量的10%，或不低于所存储的最大单个容器容量的110%，取两者之中较大值。防渗漏装置应通过6.3的试

验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5.1.6 静电接地

易燃液体和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应配备导通静电的装置；当柜门、柜体和搁板之间

完全连接导电时，电阻值不应大于10 Ω。静电接地应通过6.4的试验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5.2 易燃液体、腐蚀性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关键部件的要求

5.2.1 通风口

安全储存柜应配置进风口和出风口，保证柜内整体通风。

5.2.2 金属网阻火器和阻火阀

除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外的安全储存柜，每个通风口应配置金属网阻火器（含防火盖）或阻火

阀。柜外火焰不应通过通风口进入柜内或柜内火焰不应通过通风口穿出柜外。金属网阻火器应通过6.5

的试验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环境温度达（70±10） ℃时，阻火阀应关闭进风口和出风口，隔断通风。

5.2.3 柜门

除腐蚀性化学品安全储存柜外的安全储存柜，柜门应能锁定，且宜配置自动闭门装置。如配置自动

闭门装置，则在火灾或过热环境温度达（70±10） ℃时，柜门应自动关闭。关闭时间（从柜门释放时

算起）不应超过20 s。应通过6.6的试验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5.2.4 锁

安全储存柜柜门宜设计成配置双锁的结构。其中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应配置一把机

械锁，机械锁应满足GA/T 73-2015的相关规定。

5.2.5 搁板

安全储存柜的搁板荷载重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搁板应通过6.7的试验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最高的搁板离地面高度不应超过1.58 m，且柜内搁板不应妨碍柜门的关闭。

表1  搁板荷载重量

柜体内壁材料 单块搁板面积 搁板最小荷载量

金属类
＜0.5 ㎡ 234  kg/㎡

≥0.5 ㎡ 117  kg

木制类
＜0.5 ㎡ 150  kg/㎡

≥0.5 ㎡ 75  kg

塑料类
＜0.5 ㎡ 49  kg/㎡

≥0.5 ㎡ 24.5  kg

5.3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性能及关键部件的要求

5.3.1 防火性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应具备15 min、30 min或90 min的防火性能，应按照附录C的试验方法验证是否

符合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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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通风性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顶部应配置进风口和出风口，出风口应连接通风系统。且在柜门关闭和锁紧的

状态下，应达到以下通风风量：

a） 当柜内储存易燃和助燃气体时，通风风量不应低于柜体容积的10倍/小时。

b） 当柜内储存有毒气体时，通风风量不应低于柜体容积的120倍/小时。

且压降不应超过150 Pa。通风系统应能保持柜内的压力低于周围大气中的压力。

5.3.3 最大储存容量

压缩气瓶储存柜内的最大储存容量不应大于220 L。

5.3.4 通风口和阻火阀

进风口和出风口应配置阻火阀，当环境温度达（70±10） ℃时，阻火阀应关闭进风口和出风口，

隔断通风。

5.3.5 气瓶固定装置和斜坡

压缩气瓶储存柜内应安装防止气瓶倾倒或坠落的装置，以及便于搬运气瓶的斜坡。

5.3.6 气路和电缆安装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可具有连接柜内外管道的功能，柜壁或柜顶应标注可接通气路管道和电缆线管

道的穿孔位置区域，具体要求如下：

a） 气路管道安装：当气路必须使用穿过柜壁或柜顶的管道时，应保证穿孔数量最少；且每个气瓶不

应超过3个穿孔，每个孔的最大直径应为10 mm；管道的材质宜用不锈钢或低导热性的材料制成；

其中未使用的穿孔应进行防火密封。

b） 电缆线管道安装：当电缆线必须使用穿过柜壁或柜顶的管道时，应保证穿孔数量最少，且每个气

瓶不超过2个穿孔，每个孔的最大直径应为20 mm；其中未使用的穿孔应进行防火密封。

6 试验方法

6.1 耐腐蚀性试验

6.1.1 耐强腐蚀试验方法 

取1块600 mm×600 mm的试验样板（样板的材质与受测的储存柜样品配置一致）。将样板放置在水平

表面，用清洁剂清洗、再用清水漂洗后充分吹干。按照下述方法A和方法B中的任意一种，按表2所列的

20种化学试剂进行耐化学性试验。

方法A：对于挥发性化学试剂，将浸透试剂的棉球放置在30 ml瓶子的瓶口部，然后倒扣在试验样板

的表面上。

方法B：对于非挥发性化学试剂，在试验样板的表面滴5滴（1/4 ml）试剂，用直径80 mm规格的表

面皿覆盖住，表面皿凹面朝下。

化学试剂在试验样板表面应停留1 h，之后用清水清洗，用清洁剂、乙醇清洁，用去离子水漂洗再

用毛巾擦干后，按下述等级标准进行评价：

0级--无可见变化。

1级--颜色或光泽发生轻微变化。

2级--表面轻微腐蚀或严重污染。

3级--表面出现起坑、凹陷、膨胀凸起或腐蚀等明显和严重的恶化。

合格判定标准：试验评价结果不应超过四个2级且不允许出现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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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试剂种类及试验方法

序号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

1 氯仿 A

2 二甲基甲酰胺 A

3 90%苯酚 A

4 乙醇 A

5 乙醚 A

6 乙酸乙酯 A

7 苯 A

8 84消毒液 A

9 硫酸铜 B

10 硝酸银 B

11 77%硫酸和70%硝酸，等混 B

12 98%乙酸 B

13 37%盐酸 B

14 40%氢氟酸 B

15 20%硝酸 B

16 30%硝酸 B

17 70%硝酸 B

18 40%氢氧化钠 B

19 77%硫酸 B

20 96%硫酸 B

6.1.2 耐弱腐蚀试验方法 

金属材质柜体应按照GB/T 10125规定进行24 h乙酸盐雾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1.2b)的要求。

6.2 耐老化性试验

按照GB/T 16422.1规定进行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按照GB/T 5470规定进行冲击法脆化温度的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5.1.3的要求。

6.3 防渗漏试验

安装盛漏装置，并计算盛漏容量。在盛漏装置中盛装水，使水面接近渗漏槽的顶面，24 h内通过目

视应满足无溢漏。试验结果应符合5.1.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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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防静电试验

通过目视检查，柜体接地位置及其接地标识应清晰可见。

使用电阻试验仪器对柜体、柜门、内部搁板进行电阻值试验，并记录实际电阻值。试验结果应符合

5.1.6的要求。

6.5 金属网阻火器试验

a) 开放的丙烷气管线，含4％～4.2％的丙烷气（V/V）空气混合物，空气流量设置为130 L/ min。
b) 气体/空气混合物稳定后，打开排气门并给火花塞通电，根据温度曲线确认点火。

c) 如塑料薄膜爆炸或破裂，则表示产品不合格；如塑料薄膜仍然发粘，则对另一个相同阻火器样

品重复该测试，共计完成5个相同样品测试后，塑料薄膜仍保持完好无损，则表示产品合格。

阻火器测试示意图见图1。

图 1 金属网阻火器测试示意图

6.6 柜门试验

对于配备自动闭门装置的安全储存柜，在（70±5） ℃下，用秒表测量柜门从90°开启位置到自动

完全关闭的时间；试验循环两次。试验结果应符合5.2.3中不应超过20 s的要求。

6.7 搁板荷载试验

将试验样品水平放置（依靠调整脚支撑），搁板按照生产厂商提供的部件和方法安装。测量并记录

搁板中心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使用沙包或钢球包，在搁板上平均间隔、均匀加载至表1规定的荷载，

保持10 min后测量并记录相关参考点之间的距离，移除载荷。

加载试验期间，搁板结构应完整、保持稳定支撑、无永久变形损坏现象。通过前后两次测量结果的

差异来计算搁板挠度，允许最大挠度为搁板跨距的1/180。
注：试验结果应标明试验样品款式、尺寸、荷载及搁板尺寸。

7 标识、包装、贮存、运输及产品说明

7.1 标识

7.1.1 标识内容

安全储存柜的标识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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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储存柜分类标识：易燃液体、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腐蚀性化学品标识或压缩气瓶。

具体分类标识图见图 2、图 3、图 4 和图 5；

b） 防火性能分类标识：10、15、30 或 90（如适用），以分钟为单位，分别按图 6、图 7、图 8

和图 9；

c） 最大储存容量见图 10；

d） 搁板最大承重见 11。

所有标识应清晰耐用。

图 2 易燃液体标识 图 3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标识

图 4 腐蚀性化学品标识 图 5 压缩气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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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 min防火时间标识 图 7 15 min防火时间标识

图 8 30 min防火时间标识 图 9 90 min防火时间标识

图 10 最大储存容量标识 图 11 单块搁板最大承重量标识

7.1.2 尺寸大小

图 2～图 11：80 mm×80 mm。



T/SLEA0041—2023

9

7.2 包装

安全储存柜外包装应能保护产品免受磕碰损伤。

7.3 贮存

安全储存柜应贮存于干燥、通风的仓库内。

7.4 运输

安全储存柜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禁抛掷、碰撞等；防止雨淋及化学物品的侵蚀。

7.5 产品说明

每台安全储存柜出厂时，制造厂应向用户提供：

a） 生产厂商的名称和地址或可追溯到制造商的标记、产品型号、尺寸、制造日期或可追溯至制造

日期或批次识别的代码；

b） 产品合格证；

c） 有关产品安装、维护、正确调平和操作的说明书；

d） 产品维修和部件更换服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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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易燃液体和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10 min防火试验

A.1 试验要求

根据GB/T 9978.1-2008中6.1.1所述的升温曲线（图A.1）进行10 min防火试验。柜内应按照5.2.5

要求装入相应荷载重量，并在10 min防火试验期间，保持柜门的锁正常关闭，燃烧达到10 min柜体内部

温度不应超过163  ℃。

图 A.1 升温曲线

A.2 试验装置和方法

A.2.1 试验装置

监测环境温度、测试区域内温度和试验柜内温度的测量设备应符合GB/T 9978.1-2008中5.5.1 的相

关规定。

需要以下附加装置：

a） 液化石油气；

b） 专用燃烧器；

c） 内侧称有耐高温隔热材料的钢结构围板；

d） K型热电偶；

e） 控制和记录系统。

A.2.2 试验型号、数量及说明

验证防火性能，试验前，生产厂商应提供一台试验柜与正确的结构图和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品牌和试验型号；

b） 柜体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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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柜体内部和外部尺寸；

d） 柜体闭门装置。

A.3 试验准备

A.3.1 试验柜安装

试验柜安装要求如下：

a） 将试验柜安装于试验室内指定测试区域。

根据柜体尺寸在测试区内准备不燃材料平台，平台台面应大于柜体各边50 mm，平台高度依据

柜体尺寸调整。将试验柜立式放置于不燃材料平台上，且位于排风口正下方。柜体四周采取高

开口的4块围板围挡, 顶部为敞开结构。

b) 搁板荷载安装。试验柜中的搁板装载应按照5.2.5要求装入相应荷载重量。

c） 燃烧器喷嘴应根据以下方式安装：

·燃烧器置于地面，且与试验柜各边的间距为 300 mm，燃烧器喷嘴正面向上。

·当试验柜每边的边长≤600 mm 时，应放置 4 个燃烧器。布置应为四周各放置 1 个燃烧器，

且位于边长中心，具体燃烧器放置位置见图 A.2。

·当试验柜 600 mm＜长边≤1200 mm 且短边≤600 mm 时，柜体四周应放置 6 个燃烧器。布

置应为长边各放置 2 个燃烧器；短边各放置 1个燃烧器，且位于边长中心，具体燃烧器放

置位置见图 A.3。

·当试验柜每边 600 mm＜边上≤1200 mm，柜体四周应放置 8 个燃烧器。布置应为四周各安

置 2 个燃烧器，且燃烧器间距 300 mm。具体燃烧器放置位置见图 A.4。

·当试验柜边长＞1200 mm 时，应安置额外数量的燃烧器。
注：以上燃烧器使用安装数量适用于方形试验柜。

单位为毫米

图 A.2 4 个燃烧器的位置布置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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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6 个燃烧器的位置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 A.4 8 个燃烧器的位置布置

A.3.2 柜内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试验柜柜内设置1个K型热电偶，热电偶应满足GB/T 9978.1-2008中5.5.1.2的要求。热电偶置于距

柜顶中心往下25 mm处，通过柜体底部开口穿入，开口采取专用耐火封堵材料封堵。

A.3.3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试验柜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要求如下：

a） 柜外每个燃烧器应配置1个K型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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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热触点距离试验柜柜体175 mm。

c）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如图A.5所示。
单位为毫米

图 A.5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A.4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要求如下：

a） 打开监控软件，载入升温曲线（图A.1）并初始化；

b） 记录仪开始工作，打开燃料控制阀；

c） 点燃燃烧器，记录仪计时启动；

d） 待全部燃烧器点火成功后，柜外温度进入自动控制模式；

e） 根据试验所出数据记录结果：

·若燃烧达到 10 min，柜内温度未超过 163 ℃，试验结果为“合格”；

·若燃烧未达到 10 min，柜内温度超过 163 ℃，停止试验，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A.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参考标准名称；

b） 与试验方法的任何偏差；

c） 实验室名称、试验地点、报告日期和编号；

d） 生产厂商名称；

e） 产品品牌和试验型号；

f） 试验柜体的重量；

g） 试验模型的说明和图纸，包括所有相关尺寸、构件材料、密封件等；

h） 有关温度测量装置的位置和试验程序的详情；

i） 试验中使用的燃料类型；

j） 试验期间的观察记录；

k） 在信息可用的情况下，对加热过程中搁板坚固性的评论；

l） 在信息可用的情况下，对燃烧过程中的防火能力的；

m） 试验前后拍摄的照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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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易燃液体和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储存柜 30 min和 90 min防火试验

B.1 试验要求

根据GB/T 9978.1-2008中6.1.1规定的加热炉内的升温曲线(见图A.1)进行30 min和90 min防火试验。

在加热炉中燃烧安全储存柜，并测量柜内的温度。在任何测量点，从（20±5） ℃的起始温度开始计时，

依据柜内的温度，及温度上升至180 ℃时所需的时间，将安全储存柜确定是否为30 min防火安全储存柜

或90 min防火安全储存柜。

B.2 试验装置和方法

B.2.1 试验装置

加热炉的布置应使试验柜柜体的柜门、柜壁和柜顶受到同等的受热条件，火焰不直接接触柜体。

监测环境温度、炉温和试验柜内温度的测量设备应符合GB/T 9978.1-2008中5.5.1的相关规定。

需要以下附加装置：

a） 天平一台，最大允许负载 500 g，最大读数误差不应超过 1%；

b） 称重装置一台，能够用于测量柜体重量，最大读数误差不应超过 1%；

b） 带玻璃塞的窄颈瓶，标准容积为 2 L，装 1 L 的水；

c） 平板型钢板砝码，重量应按照 5.2.5 要求装入相应荷载重量。

B.2.2 试验型号、数量及说明

为验证防火性能，试验前，生产厂商应提供一台试验柜和正确的结构图和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品牌和试验型号；

b） 柜体重量；

c) 柜体内部和外部尺寸；

d） 柜体钢板厚度；

e） 柜体门隙的尺寸；

f） 柜体材料规格；

g） 柜体闭门装置；

h） 进风口和排风口；

i） 焊接和其他密封件及其设计和工艺；

j） 柜门敞开保持装置（如有）；

k） 关于与试验柜防火性能有关的材料或部件的信息。

B.3 试验准备

B.3.1 试验柜安装

试验柜柜体的后壁与炉壁的距离不应小于100 mm，其内部空间与间隙不应密封或填充。试验过程应

具备：

a） 具有打开的按照 5.3.4 要求的进风口和排风口，但未连接到排气系统；

b） 柜门保持关闭状态；

c） 平板型钢板砝码，重量应按照 5.2.5 要求装入相应荷载重量；

d） 最低和最高搁板上应放置一个 B.2.1 中 b)规格的窄颈瓶；

e） 用控制点测试搁板最大负荷的稳定性，直至防火试验结束。

安全储存柜如安装在滚轮或脚轮上使用，应包含滚轮或脚轮做额外整体防火性能确认。

B.3.2 柜内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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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1 温度测量装置应根据以下方式安装：

a） 四个空气温度测量装置应安装在柜内顶部四个角落，每个装置与柜壁、柜门和柜顶的距离应为

25 mm；
b） 表面温度测量装置应安装在柜内顶部、柜底、每个柜壁和柜门的中心位置；

c） 液体温度测量装置安装在最低和最高隔板上的窄颈瓶中。
注：液体温度测量装置的目的是确定搁板发生故障的时间。

B.3.2.2 对于双门试验柜，应在距离双门门缝25  mm的位置额外安装不少于两个空气温度测量装置，且

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与柜内顶部距离25 mm ；
b） 在试验柜中间位置。

柜内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见图B.1。

                        a）  前视图                             b）  侧视图

 b）   俯视图

标引序号说明：

1-- 空气温度测量装置；

2--表面温度测量装置。

图 B.1 柜内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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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加热炉内应设定不少于四个温度测量位置，各测量位置与试验柜的柜体、柜顶和柜门表面的距离应

为100 mm，且位于各面的中心位置；各测量位置与加热炉内壁的距离不应小于400 mm。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如图B.2所示。

单位为毫米

a）  前视图

b）  俯视图

标引序号说明：

1 --加热炉；

2 --试验柜；

3 --温度测量位置。

图 B.2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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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试验程序

应根据GB/T 9978.1-2008中6.1.1规定的升温曲线在加热炉中燃烧试验柜。在温度上升期间，应连

续记录柜体内所有测量位置的温度。

a） 30 min防火安全储存柜试验，应根据试验所出数据记录结果：

·若燃烧达到 30 min，柜内温度未超过 180 ℃，试验结果为“合格”；

·若燃烧未达到 30 min，柜内温度超过 180 ℃，停止试验，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b） 90 min防火安全储存柜试验，应根据试验所出数据记录结果：

·若燃烧达到 90 min，柜内温度未超过 180 ℃，试验结果为“合格”；

·若燃烧未达到90 min，柜内温度超过180 ℃，停止试验，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B.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参考标准名称；

b） 实验室名称、试验报告编号、型式试验地点和日期；

c） 生产厂商名称；

d） 产品品牌和试验型号；

e） 试验柜体的重量；

f） 试验模型的说明和图纸，包括所有相关尺寸、构件材料、密封件、阻火阀等；

g） 有关温度测量装置的位置和试验程序的详情；

h） 试验中使用的燃料类型；

i） 试验期间的观察记录；

j） 关于试验后柜门打开容易性的评论；

k） 在信息可用的情况下，对加热过程中搁板坚固性的评论；

l） 明确以分钟为单位的防火性能与分类；

m） 试验前后拍摄的照片记录；

n） 温度测量的细节记录；

o） 达到 180 ℃温升的时间和测试位置；

p） 阻火阀及盛漏装置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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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压缩气瓶安全储存柜防火试验

C.1 试验要求

应根据GB/T 9978.1-2008中6.1.1规定的加热炉内升温曲线（见图A.1）在加热炉中燃烧压缩气瓶安

全储存柜，并测量柜体的温升，以及空气瓶阀门扳手表面温升达到50 ℃所用的时间。

C.2 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

加热炉的布置应使试验柜的柜门和柜顶受到同等的受热条件，火焰不应直接接触柜体。

监测环境温度、炉温和试验柜内温度的测量设备应符合GB/T 9978.1-2008中5.5.1的相关规定。

需要附加两台称重装置：

a） 天平一台，最大允许负载 500 g，最大读数误差不应超过 1%；

b） 称重装置一台，能够用于测量柜体重量，最大读数误差不应超过 1%。

C.3 试验型号、数量及说明

为试验防火性能，试验前生产厂商应提供一台试验柜和正确的结构图和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品牌和试验型号；

b） 柜体重量；

c） 柜体内部和外部尺寸；

d） 柜体结构中使用的材料规格；

e） 柜体钢板厚度；

f） 绝缘材料厚度；

g） 柜体门隙的尺寸；

h） 进风口和排风口关闭装置；

i） 焊接和其他密封件及其设计和工艺；

j） 关于与试验柜防火性能有关的材料或部件的信息。

C.4 试验准备

C.4.1 试验柜安装

为限制气瓶顶部和柜体内顶板之间的空间，大型柜体宜使用较大的气瓶试验，小型柜体宜使用较小

的气瓶试验。试验柜柜体后壁与炉壁的距离不应小于100 mm。

试验柜安装要求如下：

a） 柜内放置一个空的50 L气瓶，气瓶阀门装置的最高点与柜内顶板的距离不应超过175  mm；
b） 将外径为10 mm、壁厚为1 mm的不锈钢管连接至气瓶出口。该管道应穿过柜体顶部，长度不应

超过500 mm；

c） 带有3根导线（横截面（3×1.5)  mm²）的电缆应穿过柜体顶部，悬挂在柜体内部约500 mm处。

其在柜体外的长度约为100 mm；

d） 当试验柜为双门时，气瓶应放置在柜体的中间位置； 当试验柜为单门柜时，气瓶与无铰链一

侧的柜体的距离应为100 mm。以上两种情况下，气瓶都应固定在柜体后壁上。

安全储存柜如安装在滚轮或脚轮上使用，应包含滚轮或脚轮做额外整体防火性能确认。

试验过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打开的按照 5.3.4 要求的进风口和排风口，但未连接到排气系统；

b） 柜门保持关闭；

c） 柜内放置一个空气瓶，阀门保持打开状态，不锈钢管道应按 5.3.6 中 b)的要求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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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在空气瓶上，下列表面温度测量装置应成对安装；一个应面向门，另一个应面向临近的柜壁，摆放

位置如下：

a） 扳手平面上，阀门和气瓶之间（如图 C.1 所示）；

b） 瓶肩的中部；

c） 瓶体中上部；

d） 表面温度测量装置应安装在柜内顶部、柜底、每个柜壁和每扇柜门的中心位置（如图 C.1 所

示）；

在 a)处测得的温度应用于安全储存柜分类 5.3.1。结果 b)至 d)应作为型式测试报告的信息，但不

作为安全储存柜分类的一部分。

a） 前视图

b） 俯视图

标引序号说明：

1 压缩气瓶和阀门扳手平面上温度测量装置的位置；

2 柜内测温装置的位置。

图 C.1 压缩气瓶和柜内温度测量装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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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加热炉内应设定不少于四个温度测量位置，各测量位置与试验柜的柜体、柜顶和柜门表面的距离应

为100 mm，且位于各面的中心位置；各测量位置与加热炉内壁的距离不应小于400 mm。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如图C.2所示。

单位为毫米

a）  前视图

b）  俯视图

标引序号说明：

1 --加热炉；

2 --试验柜；

3 --温度测量位置。

图 C.2 柜外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C.5 试验程序

应根据GB/T 9978.1-2008中6.1.1规定的升温曲线，在加热炉中燃烧试验柜柜体的前壁、侧壁和柜

顶。在温度升高期间，应连续记录柜体内所有测量位置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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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参考标准名称；

b） 实验室名称、试验报告编号、型式试验地点和日期；

c） 生产厂商名称；

d） 产品品牌和试验型号；

e） 试验柜体的重量；

f） 试验模型的说明和图纸，包括所有相关尺寸、构件材料、密封件、阻火阀等；

g） 有关温度测量装置的位置和试验程序的详情；

h） 试验中使用的燃料类型；

i） 试验期间观察数据记录和结果；

j） 在信息可用的情况下，对加热过程中搁板的坚固性的评论；

k） 在信息可用的情况下，对燃烧过程中的防火能力的确认；

l） 试验前后拍摄的照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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