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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ＧＢ／Ｔ１８８３３—２００２《公路交通反光膜》、ＪＴ／Ｔ２９７—２００４《公路交通标志板》、

ＡＳＴＭＤ４９５６—０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ｔｒ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本标准代替ＬＤ８８—１９９６《逆反射型矿山安全标志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ＬＤ８８—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更新和增加了引用标准内容；

———修改和增加了标志面颜色色度区域坐标；

———增加了对标志面光学性能的两个较高级别要求，取消了最低级别要求；

———增加了六项标志面的物理性能要求，即：耐盐雾腐蚀性能、抗弯曲性能、耐高低温性能、收缩性

能、抗拉荷载性能；

———增加了检验规则；

———修改了附录Ａ和附录Ｂ。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非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３Ｍ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会君、李双会、黄伟、官阳、李哓平、赵阳、张惠军、杜欢永、朱小辉、赵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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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反射型矿山安全标志技术条件和

试　验　方　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用逆反射型安全标志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矿山井下或井上所设置的逆反射型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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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２４２３．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实验规程 实验Ｋａ：盐雾试验方法

ＧＢ３６８１　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ＧＢ３９７８　标准照明体及照明观测条件

ＧＢ３９７９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５７６８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７７０７　凹版装潢印刷品

ＧＢ８４１６　视觉信号表面色

ＧＢ／Ｔ１４１０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ＧＢ１４１６１　矿山安全标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逆反射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反射光线从接近入射光线的反方向返回的反射。当入射光线的方向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仍能保

持这种性质。

３．２

　　逆反射标志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犲狊犻犵狀

用逆反射材料做边标志面的标志。它由标志底板和标志面组成。

３．３

　　参考中心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犮犲狀狋狉犲

在确定逆反射材料特征时，在试样的中心或接近中心处所给定的一个点。

３．４

　　参考轴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狓犻狊

起始于参考中心，垂直于被测试样反射面的直线。

３．５

　　照明轴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犪狓犻狊

从参考中心到照明光源中心的直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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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观测轴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狓犻狊

从参考中心到光探测器中心的直线。

３．７

　　观测角α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狀犵犾犲

照明轴与观测轴之间的夹角。

３．８

　　入射角β　犲狀狋狉犪狀犮犲犪狀犵犾犲

照明轴与参考轴之间的夹角

３．９

　　光强度系数犚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逆反射在观测方向的光强度犐除以投向逆反射体且落在垂直于入射光方向的平面内的光照度犈１

之商：

犚＝犐／犈１

　　式中：

犚———光强度系数，ｃｄ·Ｌｘ－１；

犐———光强度，ｃｄ；

犈１———垂直照度，Ｌｘ。

３．１０

　　逆反射系数犚′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逆反射在观测方向的光强度系数犚除以它的面积犃 之商：

犚′＝犚／犃＝犐／（犈１犃）

　　式中：

犚′———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１·ｍ－２；

犃———试样的被测面积，ｍ２。

４　标志牌一般要求

４．１　标志牌的结构、材料和加固方式

４．１．１　标志牌由标志面和标志底板构成。

４．１．２　标志面和标志底板所采用的材料应具有相容性。不应发生因电化学反应或热膨胀系数的差异

等造成的标志牌的锈蚀和损坏。

４．１．３　标志面应由衬底、图案、文字等信息部分组成。衬底应采用逆反射材料制作，其上的图案、符号、

文字、边框等信息部分应采用逆反射材料或油墨丝网印刷制成。

４．１．４　标志底板可采用铝合金板、薄钢板或ＰＶ塑料板制做。铝合金板最小厚度不应小于１．５ｍｍ；薄

钢板最小厚度不应小于１ｍｍ；ＰＶ塑料板最小厚度不应小于３．０ｍｍ。

４．１．４．１　ＰＶ塑料底板应具有抗静电性，其电阻值不大于１０
８
Ω。

４．１．４．２　设置在有触电危险场所的标志底板，应用绝缘材料制作。

４．１．５　标志牌的加固方式，可参考ＧＢ５７６８中附录Ｅ的规定设计制作。

４．２　标志牌的形状，几何尺寸和外观要求

４．２．１　标志牌的形状

标志牌的形状、图案、文字等应按ＧＢ１４１６１的规定制作。标志底板的边缘和尖角应当倒棱，呈圆

滑状。

４．２．２　标志牌的几何尺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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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牌的几何尺寸应符合ＧＢ１４１６１的规定。

４．２．３　标志牌的外观

４．２．３．１　标志牌的平整度

标志牌牌面应平整，无明显变形，按５．２．１的方法测量时，整块标志牌范围内的不平整度不应大于

１ｍｍ。

４．２．３．２　标志面外观

制作完毕的标志牌，按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４的方法测定时，其标志面上不允许存在以下缺陷：

ａ）　表面出现裂纹。

ｂ）　明显的划痕，创伤和颜色不均匀。

ｃ）　在任何一个面积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表面上，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总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

气泡。

ｄ）　逆反射性能不均匀。

５　标志牌技术要求

５．１　标志面色度性能

标志面上的图案、文字、符号、边框及衬底等各种颜色的色度坐标及亮度因数应在表１规定的范围

内，对应的色度图见附录Ｂ。色度坐标按６．５规定的方法测试。

表１　标志面颜色色度坐标和亮度因数

（标准照明体Ｄ６５照明观测条件：４５／０，视场角２°）

颜　色

色度坐标

狓 狔 狓 狔 狓 狔 狓 狔

亮度因数

白 ０．２８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７５ ≥０．２７

黄 ０．４６５ ０．５３４ ０．４２７ ０．４８３ ０．４８７ ０．４２３ ０．５４５ ０．４５４ ０．１６～０．４０

红 ０．６５５ ０．３４５ ０．５６９ ０．３４１ ０．５９５ ０．３１５ ０．６９０ ０．３１０ ０．０３～０．１０

橙 ０．５７０ ０．４２９ ０．５０６ ０．４０４ ０．５３５ ０．３７５ ０．６１０ ０．３９０ ０．１２～０．３０

蓝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０ ０．２２０ ０．０１～０．１０

绿 ０．００７ ０．７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３９９ ０．１７７ ０．３６２ ０．２４８ ０．４０９ ０．０３～０．１０

棕 ０．５５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３０ ０．３４０ ０．４３０ ０．３９０ ０．６１０ ０．３９０ ０．０１～０．０６

荧光黄绿 ０．３８７ ０．６１０ ０．４６０ ０．５４０ ０．４２８ ０．４９６ ０．３６９ ０．５４６ ≥０．６０

荧光黄 ０．４７９ ０．５２０ ０．５５７ ０．４４２ ０．５１２ ０．４２１ ０．４４６ ０．４８３ ≥０．４５

荧光橙 ０．５８３ ０．４１６ ０．６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５９５ ０．３５１ ０．５３５ ０．４００ ≥０．２５

５．２　标志面逆反射系数犚′

按ＧＢ１４１６１的规定，当制作标志面的逆反射材料为一级品时，其逆反射系数犚′最低值能达到表２

的规定；当制作标志面的逆反射材料为二级品时，其逆反射系数犚′最低值应达到表３的规定；当制作标

志面的逆反射材料为三级品时，其逆反射系数犚′最低值应达到表４的规定。逆反射系数犚′值按６．３方

法测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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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矿山用一级反光膜最低逆反射系数值犚′ （ｃｄ·Ｌｘ－１·ｍ－２）

观察角／（°） 入射角／（°） 白色 黄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棕色

０．２

－４

１５

３０

６００

４５０

３００

４５０

３２０

２２０

１２０

８５

６０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５０

４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０

０．３３

－４

１５

３０

３６０

２６０

１６０

２５０

１８０

１１０

６０

４０

２５

６０

４０

２５

２５

１８

１０

１５

１０

６

表３　矿山用二级逆反射材料最低逆反射系数犚′ （ｃｄ·Ｌｘ－１·ｍ－２）

观察角／（°） 入射角／（°） 白色 黄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棕色 橙色 荧光黄 荧光黄绿 荧光橙

０．２
－４

３０

３６０

１７０

２７０

１３５

６５

３０

５０

２５

３０

１４

１８

８．５

１４５

６８

２２０

１００

２９０

１３５

１０５

５０

０．５
－４

３０

１５０

７２

１１０

５４

２７

１３

２１

１０

１３

６．０

７．５

３．５

６０

２８

９０

４０

１２０

５５

４５

２２

表４　矿山用三级逆反射材料最低逆反射系数犚′ （ｃｄ·Ｌｘ－１·ｍ－２）

观察角／（°） 入射角／（°） 白 黄 红 绿 蓝

０．２

５

３０

４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１０

１７０

１２０

７０

３５

３０

１５

２０

１５

１２

２０

１５

９

０．３３

５

３０

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９５

１２２

６７

６４

２５

１４

１３

２１

１１

１１

１４

７

７

２．０

５

３０

４０

５

２．５

１．５

３

１．５

１．０

０．８

０．４

０．３

０．６

０．３

０．２

０．２

０．１

０．０６

５．３　标志面光泽度

按６．４规定的方法测定，标志面的光泽度值应大于４０个光泽度单位。

５．４　标志牌耐候性能

耐候性能试验可采用自然暴露试验或人工加速老化试验：

（１）　自然暴露试验时间：２年。试验方法按６．６．１的规定进行。

（２）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时间：１０００ｈ。试验方法按６．６．２的规定进行。试验结束后，样品应达到

下列要求：

ａ）　颜色的色度坐标应保持在表１规定的范围内。

ｂ）　各级材料的逆反射系数应保持在表２、表３、表４所规定值的８０％以上。

ｃ）　标志面不应出现从边缘算起的大于２ｍｍ的收缩。

ｄ）　标志面不出现起泡、开裂、粉化及脱落现象。

ｅ）　当标志底板为ＰＶ塑料材料时，其不应出现裂纹、起泡、凹痕、变形、腐蚀、粉化及层间分

离现象。

注：５．４的性能要求，主要针对矿山露天处所使用的逆反射安全标志牌。

５．５　标志牌耐酸碱性能

按６．７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应达到５．４中规定的要求。

注：５．５的性能要求，主要针对有耐酸碱腐蚀要求的场合，所使用的逆反射安全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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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标志面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６．８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表面不应有变色、渗漏、起泡或被侵蚀的迹象。

５．７　标志面耐溶剂溶解性能

按６．９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表面不应出现溶解、起泡、开裂、油墨脱落现象。

５．８　标志面抗冲击性能

按６．１０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表面不应出现裂纹，脱离等损坏现象。

５．９　标志面抗弯曲性能

按６．１１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表面不应出现裂纹，剥落或层间分离的痕迹。

５．１０　标志面耐高低温性能

按６．１２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表面不应出现裂缝、软化、剥落、皱纹、起泡、翘曲或外观不均匀的

痕迹。

５．１１　标志面油墨的附着性能

按６．１３规定的方法试验，要求试验后标志面上的油墨层的结合牢度应大于９５％。

５．１２　标志面收缩性能

按６．１４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样品表面任何一边的尺寸在１０ｍｉｎ内，其收缩不应超过０．８ｍｍ；在

２４ｈ内，其收缩不应超过３．２ｍｍ。

５．１３　标志面与标志底板附着性能

按６．１５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剥离长度不应大于５０ｍｍ。

５．１４　标志面抗拉荷载性能

按６．１６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每２５ｍｍ宽度反光膜的抗拉荷载值犉不应小于２４Ｎ。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６．１．１　试验环境

试验的环境温度应为２３℃±２℃，相对湿度应小于７０％。

６．１．２　试样制备

试样应从生产部门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或从该产品中截取相当的尺寸作为试样，或由生产厂商制作

样品作为试样，或按试验要求制备。

６．１．３　状态调节

在对试样正式测试前，应将其在５．１．１所规定的试验环境中，放置２４ｈ，然后进行各项测试工作。

６．２　犘犞塑料底板抗静电性能测定

按ＧＢ／Ｔ１４１０中规定的表面电阻试验方法试验，至少同时测定３个样品。

６．３　标志牌外观测定

６．３．１　标志牌不平整度测定

将标志牌自由放在水平平台上，测定出标志面与平台之间最大间隙，此值即为标志牌的不平整度。

６．３．２　标志面裂纹和气泡的测定

对标志面裂纹和气泡的测定，应在白天环境中进行，正对标志面，用肉眼仔细观察。

６．３．３　标志面划痕、损伤和颜色不均匀测定

在照度大于８０Ｌｘ的日间环境下，在距标志面２ｍ处，面对标志，用肉眼能明显观察到标志面上在

划痕、创伤和颜色不均匀时，应作为存在划痕、创伤和颜色不均的缺陷。

６．３．４　标志面逆反射性能不均匀测定

在黑暗环境下，距标志面１０ｍ处，以矿灯垂直照射标志面，用肉眼能观察到标志面同一材料、同一

颜色、不同部位的逆反射效果有明显差异时，应作为存在逆反射性能不均匀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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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颜色范围测定

样品尺寸为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测定三个样品，或直接从产品中抽样。采用ＧＢ３９７８中规定的Ｄ６５

标准照明体，观测几何条件为４５／０，应使照明光束的轴线与样品表面的法线在４５°±２°范围内，观测方

向和样品的法线间的夹角不应超过１０°。按ＧＢ３９７９规定的方法，测算出样品的色度坐标。

６．５　逆反射系数犚′的测定

６．５．１　样品尺寸要求

样品尺寸为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制作三块，每一块测四个部位，最后取平均值作为逆反射系数犚′

值。也可直接对产品进行测定。

６．５．２　测定装置

光源：应为投射式、非偏振型，并符合ＧＢ３９７８规定的标准Ａ光源，应校准到与ＣＩＥ标准Ａ光源的

光谱分布相匹配，所使用的电流或电压应按校准的值固定下来，光源的辐射孔径为圆型，孔径角为０．１°。

样品表面的受照区域的垂直照度均匀性应在±５％以内。

光探测器：须经光谱光效率曲线校正，其线性应确定下来。光探测器与读数装置所组成的设备也应

是线性的，或者通过建立的修正因子来修正。应使光探测器可以上下自由移动，以保证获得不同的观测

角。光探测器的入射孔角为０．１°。

测定几何条件：光探测器前表面至样品测定点之间的距离为１５．０ｍ±０．２ｍ。入射角和观察角应

与５．２中表２～表４的值一样。

６．５．３　测定方法

测定方法见附录Ａ。

６．６　标志面光泽度测定

按ＧＢ７７０７中２．６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测定三个样品，每个样品测定四个部位，取平均值作为

光泽度数值。

６．７　耐候性试验

６．７．１　自然暴露试验

样品尺寸为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将样品放置在样品架上。样品架应高出地面１ｍ，标志面正对南

方，与水平面成４５°±１°角。样品架的结构按ＧＢ３６８１的要求制作。试验期间，样品不应被其他物体遮

挡阳光，不应积水，不应与样品架有导电性接触。至少同时试验三块样品。暴露地点的选择尽可能近似

实际使用环境或代表某一气候类型最严酷的地方。

样品开始暴露后，每月做一次表面检查，一年后，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直至试验完成，作最终检查

测定。

６．７．２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

应采氙灯耐候试验机试验，样品的尺寸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每次同时进行试验的样品数不应少于三

个。试验条件见表５。

表５　耐候性试验条件

项　　目 试　验　条　件

氙灯数 １个

辐射强度 在３００ｎｍ～８００ｎｍ波长的辐射下，辐射强度为（２５５±４５）Ｗ／ｍ２

黑板温度 ６３℃±３℃

喷水周期 每１２０ｍｉｎ喷水１８ｍｉｎ

湿度 ４０％～５０％

　　在整个样品面积内，辐射强度的不均匀性不应大于±１０％，当辐射光线低于３００ｎｍ时，其辐射强

度不应大于１Ｗ／ｍ２。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采用连续光照。喷淋水可用ｐＨ值为６～８的自来水，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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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要采用蒸馏水等。若在１０００ｈ的试验时间里，样品所受的累积辐射能量不足８×１０５ｋＪ／ｍ２，则

应延长试验时间，使之达到该值。

经人工加速老化试验后的样品，使用浓度５％的盐酸清洗表面４５ｓ，然后用水彻底冲洗干净，并用

洁净软布擦干，便可对样品进行性能测定。

６．８　标志牌耐酸碱性能试验

将尺寸为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样品浸入浓度６％的硫酸溶液或浓度为４％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浸

泡２４ｈ后取出，用洁净水清洗并在室温下干燥，然后检查其变化。试验三块样品。

６．９　标志面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ＧＢ／Ｔ２４３１．１７，把化学纯的氯化钠溶于蒸馏水，配制成５％±０．１％（质量比）的盐溶液（ｐＨ值在

６．５～７．２之间），使该盐溶液在烟雾箱内连续雾化，箱内温度保持３５℃±２℃。试样尺寸为１５０ｍｍ×

１５０ｍｍ，其受试面与垂直方向成３０°角，相邻两样板保持一定的间隙，行间距不少于７５ｍｍ，试样在烟雾

空间连续暴露１２０ｈ。试验结束后，用流动水轻轻洗掉试样表面的盐沉积物，在用蒸馏水漂洗，然后置

于标准环境条件下恢复２ｈ，最后对样品按本标准５．６的要求用四倍放大镜进行全面检查。

６．１０　耐溶剂溶解性能试验

将尺寸为１５０ｍｍ×２５ｍｍ的样品浸入表６的不同溶剂中，按表中规定的时间后取出，在室温下干

燥，然后检查其表面变化。每一种溶剂试验三块样品。

表６　耐溶剂溶解性能实验条件

溶剂种类 浸渍时间／ｍｉｎ

煤油

松节油
１０

甲苯

二甲苯

甲醇

１

６．１１　抗冲击性能试验

将尺寸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样品，标志面朝上，水平放置在厚度为２０ｍｍ的钢板上。把质量为

３００ｇ±０．５ｇ的实心钢球，使其下端面位于标志面上方１００ｍｍ±２ｍｍ处，自由落下冲击标志面，下落

冲击５次，各次冲击痕迹不能重合。冲击后的标志面放置１ｈ后再进行表面状况检查。试验三块样品。

６．１２　弯曲性能试验

在温度２３℃±２℃条件下，裁取２３０ｍｍ×７０ｍｍ的反光膜作弯曲试验，撕去防沾纸，在背衬粘结

剂表面撒上足够的滑石粉。在５ｓ内将试样沿长度方向围绕在一直径为３．２ｍｍ的圆棒上，使试样的粘

结剂面与圆棒外表面接触，放开试样，按６．７的要求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的变化。

６．１３　耐高低温性能试验

将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的样品放入试验箱（室）内，开动冷源，将箱（室）内温度逐渐降至－４０℃±

３℃，使试样在该温度下保持７２ｈ，关闭电源，使试验箱（室）自然升至室温，约１２ｈ后，再把试验箱（室）

升温至７０℃±３℃，并在该温度下保持２４ｈ，最后关闭电源，使试验箱（室）自然升至室温，取出试样，在

标准测试条件下放置２ｈ后，按６．８的要求用四倍放大镜检查试样表面的变化。

６．１４　油墨附着性能试验

将油墨按与正常制作标志牌相同的工艺条件，印刷在面积不小于２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的逆反射膜

上，然后按ＧＢ７７０７中２．７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三块样品。

６．１５　标志面收缩性能试验

裁取２３０ｍｍ×２３０ｍｍ的反光膜作为收缩试验试样，放置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至少１ｈ。撕去防沾

纸，把试样放在一平滑的表面上，黏结剂面朝上。在防沾纸撕去后１０ｍｉｎ和２４ｈ分别测出反光膜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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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变化。

６．１６　标志面与标志底板附着性能试验

按与制作标志牌相同的工艺将１５０ｍｍ×２５ｍｍ的逆反射膜粘贴在标志底板上，粘贴时只粘贴逆

反射膜长度的２／３（约１００ｍｍ）。将标志底板水平放置，标志面朝下。在未粘贴的逆反射膜端头上垂直

悬挂８００ｇ的砝码，悬挂５ｍｉｎ后测量其粘贴部分被剥离的长度。试验三个样品。

６．１７　标志面抗拉性能试验

准备三条２５ｍｍ×１５０ｍｍ的反光膜，撕去中间１００ｍｍ的防沾纸，装入精度为０．５级的万能材料

试验机夹紧装置中，在试样宽度上负荷应均匀分布。开启试验机，以３０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拉伸，分别记

录断裂时的抗拉荷载值。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随机抽样，出厂检验项目为４．２，５．１，５．２，５．８，５．１１和５．１３的性能要求，合格者附

合格证才可出厂。

７．２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发生时，应按本标准要求，对产品的全项性能进行型式检验：

ａ）　老产品专厂生产时；

ｂ）　停产一年或一年以上的产品再生产时；

ｃ）　正常生产的产品经历两年生产时；

ｄ）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ｅ）　合同规定时；

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时。

７．３　抽样方法

对每批产品进行随机抽样检测，每项性能试验至少抽取三个样品。

７．４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要求，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检测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抽取双倍数

量产品对该项指标进行复检，若复检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复检不合格，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标志牌的标记、包装、运输及储存

８．１　标志牌的标记、使用说明和产品合格证

８．１．１　在标志底板不与标志面粘合的面上，应有永久性标记，内容包括：

ａ）　所使用或参考的标准号；

ｂ）　制造厂家名称、商标；

ｃ）　标志牌所使用的逆反射材料级别或产品型号；

ｄ）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８．１．２　对于每批产品厂家应提供使用说明，内容包括：

ａ）　标志牌安装使用及维护说明；

ｂ）　标志牌使用地点限制的说明。

８．２　包装

８．１．３　标志牌应采用坚固的纸箱或木箱包装。包装箱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规则形状，包装箱的加强带应

满足坚固性要求，包装箱底带的大小与结构应满足吊车、叉车等运输机械的搬运要求。

８．１．４　包装箱内的标志牌应逐块包装，每块之间应垫有防滑动软填料。包装箱四周应有防潮材料

（层），上面应加盖防潮纸及浸油纸，箱盖应用铁钉或铁带封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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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５　包装箱内，应随带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产品等级检验合格证。

８．１．６　包装箱外应按ＧＢ１９１的规定，印上“向上”、“怕湿”的标志图形和字样。

８．１．７　包装箱外应设有标签，其上应注明：到站名、收货单位、产品名称、规格等级、批号、重量、件数、发

站名、制造厂家、出厂日期。

８．３　运输

可采用各种常规运输工具运输，应设有防雨措施，搬运时轻放。严禁与活性化学物质或潮湿材料混

装运输。

８．４　贮存

标志牌应贮存在清洁、通风干燥处。贮存期不应超过一年时间。

９

犃犙２０１４—２００８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逆反射系数犚′的测定方法

犃．１　绝对测量法

犃．１．１　测定原理

测定原理如图Ａ．１、Ａ．２所示

图犃．１　逆反射性能测试原理示意图

图犃．２　逆反射性能测量装置示意图

犃．１．２　测定程序

应按下述测定程序进行测量：

（１）　调整样品支架，使置于其上的样品处于中心位置。支架与光源出射孔径前表面相距为

１５．０ｍ±０．２ｍ，其准确度为±０．０１％。将此值记录下来，并记为犱。样品支架用光学方法对

准到零位，此时即为０°入射角。

（２）　用光探测器代替样品，使光探测器处于试样的参考中心位置上，正对光源，测量出垂直于试样

表面的光源的垂直照度值犈１。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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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将光探测器放回到观察位置，并移动光探测器，使观察角为０．２°，然后转动样品，使入射角分

别为 －４°、＋３０°或５°、３０°、４０°，这时测量出每个入射角对应的样品的逆反射光所产生的照度

值犈狉。

（４）　重复步骤（３），分别测量出观察角０．５°、１．０°或０．３３°、２°，入射角为－４°、＋３０°或５°、３０°、４０°几

何条件下的样品逆反射光的照度值犈狉。

（５）　用下列公式计算出不同观察角和不同入射角条件下的光强度系数犚和逆反射系数犚′：

犚＝犐／犈１ ＝ （犈狉犡犱
２）／犈１

犚′＝犚／犃＝ （犈狉犡犱
２）／（犈１犡犃）

　　式中：

犚———样品光强度系数，ｃｄ·Ｌｘ－１·ｍ－２；

犚′———样品的逆反射系数，ｃｄ·Ｌｘ－１·ｍ－２；

犐———样品的光强度，ｃｄ；

犃———样品的被测表面面积，ｍ２；

犈狉———测得的样品在不同观测角和入射角条件下的逆反射光的照度值，Ｌｘ；

犈１———样品参考中心位置上的光源垂直照度值，Ｌｘ；

犱———样品参考中心与光探测器前表面间的距离，ｍ。

犃．２　相对测量法

反光材料的逆反射系数也可用试样与标准板对比的测量方法进行测试。直接读取逆反射系数犚′

的测得值。

犃．２．１　测量过程

逆反射系数测量仪在测量前，要用已计量的标准逆反射系数板进行标定；调整逆反射系数测量仪的

入射角和观测角至规定条件，顺序将试样的不同部位放在仪器的测量孔下（试样应全部覆盖测量孔）进

行测量，记录逆反射系数值精确到０．１ｃｄ／（Ｌｘ·ｍ２）。其标准板应定期到计量检定单位进行计量。

犃．２．２　计算结果

检测结果以所测试样四个不同部位的算术平均值修约到整数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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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标志面颜色色度图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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