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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公安部四川消防科学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参照美国ASTMD 1360(涂料阻火性能标准试验方法‘小室法)》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亘宝、申淑凤、程道彬。

12.《纺织品燃烧性能试验 氧指数法》GB /T 5454-1997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试样置于垂直的试验条件下，在氧、氮混合气流中，测定试样刚好维持燃烧

所需最低氧浓度(亦称极限氧指数)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各种类型的纺织品(包括单组分或多组分)，如机织物、针织物、非织

造布、涂层织物、层压织物、复合织物、地毯类等(包括阻燃处理和未经处理)的燃烧性能。

    本标准仅用于测定在实验室条件下纺织品的燃烧性能，控制产品质量，而不能作为评定实
际使用条件下着火危险性的依据，或只能作分析某特殊用途材料发生火灾时所有因素之一。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
本的可能性。

    GB 6529-86 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续燃时间 afterflame tim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移开(点)火源后材料持续有焰燃烧的时间。

3.2阴燃时间 afterglow tim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当有焰燃烧终止后，或者移开(点)火源后，材料持续无焰燃烧的

时间。

3.3损毁长度 damaged length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材料损毁面积在规定方向上的最大长度。

3.4极限氧指数 LOI%limiting oxygen index LOl%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氧氮混合物中材料刚好保持燃烧状态所需要的最低氧浓度。

4 原理

    试样夹于试样夹上垂直于燃烧筒内，在向上流动的氧氮气流中，点燃试样上端，观察其

燃烧特性，并与规定的极限值比较其续燃时间或损毁长度。通过在不同氧浓度中一系列试

样的试验，可以测得维持燃烧时氧气百分含量表示的最低氧浓度值，受试试样中要有40%一

60%超过规定的续燃和阴燃时间或损毁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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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纺织材料的燃烧所产生的烟雾和气体，具有一定毒性，会影响工作人员健康。可将测试

仪器安装在通风柜内，每次试验后排除烟雾和烟尘，但在试样燃烧过程中要关闭通风系统，
以免影响试验结果。

6 设备和材料

6.1 氧指数仪(见图1)。同等效果的仪器也可使用。

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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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氧指数测定仪装置示意图
1-韶烧筒;2-试样;3一试样支架.4-金属网;5一玻璃珠;6-燃烧筒支架‘，一氧气
流量计;8-氧气流量调节器; 9-氧气压力计;10-氧气压力调节器;11,16-清净
器;12-氮气流量计;13-氮气流童调节器;14一氮气压力计;15-氮气压力调节器;
17-混合气体流量计;18-混合器;19-混合气体压力计;2o-一混合气体供给器;
21-氧气钢瓶;22-抓气钢瓶;23,24一气体减压计;25-馄合气休温度计

图 z 试样央

6.1.1 燃烧筒:由内径至少75。 和高度至少450二 的耐热
玻璃管构成。筒底连接进气管，并用直径3一5mm的玻璃珠充

填，高度为80 -100mm，在玻璃珠的上方放置一金属网，以承受
燃烧时可能滴落之物，维持筒底清洁。

6.1.2 试样夹:试样夹为U形夹子，其内框尺寸为140mm x
38n1m(见图2)0

6.2 气源:工业用氧气和氮气。

6.3 气体减压计:能指示钢瓶内高压不小于15N11 、和供气体
压力0.1一0.5MPao

6.4点火器:内径为(2士1) mm的管子通以丙烷或丁烷气体，
在管子的端头点火，火焰高度可用气阀调节，能从燃烧筒上方

伸人以点燃试样，火焰高度为15--20mmo
6.5 秒表:精度为0.20

6.6 钢尺:精度为1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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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密封容器:用于存放待测试样。

  7 试样及调湿

  7.1试样应从距离布边1.10幅宽的部位剪取，每个试样的尺寸为150rnm x 58mm。对于
  一般织物，经(纵)纬(横)向至少各取巧块。

  7.2试样的调湿处理:按标准CB 6529的调湿要求，视试样薄厚调湿8--24h，待吸湿平衡

  后，取出放人密封容器内待测，也可按有关各方商定的大气条件进行处理。

  8 试验步骤

  8.1试验装置检查:打开气体供给部分的阀门，并任意选择混合气体浓度 流量在IOL/min

  左右，关闭出气和进气阀门，并记录氧气、氮气、混合气体的压力及流量。放置30min，再观

  察各压力计及流量计所示数值，与前记录值核对，如无变动，说明装置无漏气。

8.2 试验温湿度 试验时在温度为10-30℃和相对湿度为30%-80%的大气中进行。

8.3 试样氧浓度的初步选择:当被测试样的氧指数值完全未知时，可将试样在空气中点燃，

如果试样迅速燃烧，则氧浓度可以从18%左右开始。如果试样缓和地燃烧或燃烧得不稳

定，选择初始氧浓度大约21%。若试样在空气中不能继续燃烧，选择初始氧浓度不小于

25%。据此推定的氧浓度，从附录B中查出相应的氧流量和氮流量。变化氧浓度时应注意

混合气体的总流量在10-11.4L/min之间。

8.4 将试样装在试样夹中间并加以因定，然后将试样夹连同试样垂直安插在燃烧玻璃筒内
的试样支座上，试样上端距筒口不少于1QOmm，试样暴露部分最下端离筒底气体分配装置

顶面不少于IOOmmo

8.5打开氧·氮气阀门，调节从附录B中查出相应的氧气和氮气流量，让调节好的气流在
试样点火之前流动冲洗燃烧筒至少30s，在点火和燃烧过程中保持此流量不变。
8.6点燃点火器:将点火器管口朝上，调节火焰高度至15 -20mm，在试样上端点火，待试

样上端全部点燃后(点火时间应注意控制在10-15s内)，移去点火器，并立即开始测定续燃

和阴燃时间，随后测定损毁长度。

8.7 初始氧浓度的确定:以任意间隔为变量，以“升一降法”按8.7.1一8.7.3进行试验。

8.7.1试样点燃后立即自熄，续燃、阴燃或续燃和阴燃时间不到2rnin，或者损毁长度不到
40mm时，都是氧浓度过低，记录反应符号为“O"，则必须提高氧浓度。

8.7.2试样点燃后续燃、阴燃或续燃和阴燃时间超过2tnin，或者损毁长度超过40mm时，

都是氧浓度过高，记录反应符号为“x”，则必须减小氧浓度。

8.7.3重复8.7.1-8.7.2步骤直到所得两个氧浓度相差(1.0，其中一个反应符号为
1101,，另一个反应符号为“x"，从这对氧浓度中反应符号为“O”的就是初始氧浓度(:。)。
8.8 极限氧浓度的测定:

8.8.1用初始氧浓度。。，同时保持d=0.2%氧浓度间隔，重复8.7.1--8.7.2操作，测得一
系列氧浓度值及对应符号，其中最后一个反应符号“O”或“x”，则为氧指数测定NL系列中

8.8.2第一个数据(见附录D)o

8.8.2 继续以d=0.2%氧浓度间隔重复8.7.1--8.7.2，再测四个试样，记下各次的氧浓
度及其所对应的反应号，最后一个试样的氧浓度用:;表示(见附录D,第二部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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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计算和结果表示

9.1极限氧指数的计算

    以体积百分数表示极限氧指数LOI，按式(1)计算:

                                LOI=cF+Kd                             (1)

式中 Lot— 极限氧指数(%);

        cp- 8.8.2中最后一个氧浓度，取小数一位(%);

        d一一8.8中两个氧浓度之差，取小数一位(%);

        K— 系数，查表1,

    报告LOI时，取小数一位，计算标准差n6时LOI应计算到小数二位。
9.2  K值的确定

9.2.1如果按8.8.1进行试验测得的最后五个氧指数值，第一个反应符号是“又”，在表1

第一栏中找出所对应的最后五个测定的反应符号，从表1(a)项中再找出“0”数目相应的K

值数。

9.2.2如果按8.8.1进行试验测得的最后五个氧指数值，第一个反应符号是“O"，在表1

第6栏中找出所对应的最后五个测定的反应符号，从表I(b)项中再找出“x”数目相应的K

值系数，但K值数的符号与表中正负数的符号相反。

衰 1

1 2 3 4 5 6

最后五个测定

的反应符号

(n)

O 00 000 0000

x0000

x000x

xooxo

XOOxx

x0 x00

xoxox

XOxXO

XOxxx

-x000

xx00x

XXOXO

xxOxx

xxx00

xxXOx

xxxx0

x x x x x

一0.55

一1.25

0.37

一0.17

0.02

一0.50

1.17

0.61

一0-30

一0.83

0.83

0.30

0.50

一0.0月

1.60

0.89

一0.55

一1.25

0.38

一0.14

0.04

一0.46

1.24

0.73

一0.27

一0.76

0.96

11.46

0.65

0.19

1.92

1.33

一0.55

一1.2S

0.38

一0.14

0.04

一0.45

1.25

0.76

一0.26

一0.75

0.95

0.50

0.68

0.24

2.00

1.47

一0.55

一1.25

0.38

一0.14

0.04

一0.45

1.25

0.76

一0.26

一0.75

0.95

0.50

0.68

0.25

2.01

1.50

0 xxxx

OXXXO

OXXOX

Ox x00

OXOxx

Oxoxo

Ox00x

0x000

OOxxx

OOxx0

OOxox

OOx00

OOOxx

OOOx0

0000x

00000

(d) 最后五个侧定的

  反应符号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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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式中

式中

氧浓度间隔的校验

氧浓度间隔校验按式(2)计算:

2 n

了a<d<兽na            乙
(2)

d- 8.8.1中所用的氧浓度大小的间隔，%;

na— 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按式(3)计算:

I(c一LOW
(n一1)

(3)

  na— 标准偏差;
  c;- 8.8中最后6个试样氧浓度;

  n— 次数;

LOI— 按式(1)计算所得的氧指数值。

如果按式(3)计算测定的标准差na符合下列公式:
2 人

了a<、<号na或、一。.2时，、>普na，贝。LOI有效，就按式(1)计算的结果报极限氧指

>、或、>号na,重复8.7.1一8.7.2步骤，直至满足式(2)为止。
除有关材料需要之外，一般d值不低于0.2%。

  精密度

对于易点燃和燃烧稳定的材料，本方法具有表2所示的精确度。

 
 
0

力
咭

数

9.

表2

95%里信度近似值 实验室内 实脸室间

标准偏差

重复性 r

再现性 R

:，:

注:表中所示的数据，是于1978-1980年间，由16个实验室和12个样品所做的国际实验室间试验所确定的。

10 试验报告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说明该试验按本国家标准进行的，如有改变，应说明细节;

    b.试样的描述:包括织物种类、名称、组织规格等;
    。.试样的调湿处理条件，试验时的环境温、湿度;

    d.试样经(纵)、纬(横)向各自的极限氧指数值;
    e.燃烧特征，如炭化、熔融、收缩、卷曲等;

    f.试验日期及人员;

    9.声明本试验结果仅供评定在规定条件下材料的姗烧特性，不能用于推断该材料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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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件下或者其他形状下着火的危险性。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氧 浓度 的计 算

Al 当需要更准确地计算氧浓度时，按式Al计算:

co-
100V。
VO+ VN

(Al)

式中 。。一 以体积百分数表示的氧浓度(%);

    Vo— 在23℃时单位容积混合气体中的氧气体积;

    VN— 在23℃时单位容积混合气体中的氮气体积。

A2 当考虑氧、氮所组成的混合气体中，各气体内所含氧的比率时，例如混合气是由含氧量

98.5%(V/V)的氧气和含有氧气量0.5%(V/V)的氮气组成，则氧浓度按式(A2)计算(假
定几个气流量均在23℃和相同压力时):

      98. 5 V., + 0.5 V,.
户 一 ‘ 二-‘二--二已二--‘--二

,0一 17，  }
                v                0 l 丫      N

(八2)

式中 Vo— 单位体积混合气中氧气体积;

      VN -单位体积混合气中氮气体积;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氧浓度与氧气、氮气流量的关系

氧浓度与氧气、氮气流量的关系见表Blo

表 B1

氧气浓度

  (%)

氧气流量

(L/nun)
X-ftl}
(L/min) {

一，气浓度
} 灭%)

氧气流量

(L/min)

氮气流量

(L/min)

10.0

10.2

10.4

10.6

10.8

11.0

11.2

11.4

11.6

11.8

1.14

1.16

1.19

1.21

1.23

1.25

1.28

1.30

1.32

1.35

::.::一
10..2110.19一
{:::一
::.::一

12.0

12.2

12.4

12.6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1.37

1.39

1.41

1.44

1.46

1.48

1.50

1.53

1.55

1.57

10.03

10.01

9.99

9.96

9.94

9.92

9.90

9.87

9.85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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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浓度

  (%)

氧气流量

(L/min)

氧气浓度 氧气流且

(L/min)

14.0 1.60 2.39

14.2 1.62 21.2 2.42

14.4 1.64 21.4 2.44

14.6 1.66 21.6 2.46

14.8 1.69

15.0 1.71 :;，: 2..492.51
15.2 173 2.53

15.4 1.76 2.55

15.6 咨7R 2SR

15B 1.90

16.0 1. R2 2.，602.62
16.2 1月5

16.4 1.97

16.6 1.89

16.8 1.92

17.0 1.94

17.2 1.96

17.4 1.9R

17.6 2.01

17.8 2.03

19.0 2.05

::_:
2价

2.10

18.6 2.12

18.R 2.14

::.:
2.17

22.2

22.4

22.6

22.8

23.0

23.2

23.4

23.6

23.8

24.0

24:2

24.4

24.6

24.8

25.0

25.2

25.4

25.6

25.8

26.0

2 19

19.4

19.6

19.8

20.0

20.2

20.4

20.6

2-2飞

2.23

2 26

:2830
2_33

2.35

氮气流量

(L/ ,in)

  9.80

  9 78

  9.76

  9.74

  9.71

  9.69

  9.67

  9.64

  9.62

  9.60

  9.58

  9.55

  9.53

  9.51

  9.48

  9.46

  9.44

  942

  9.39

  937

  9.35

  9.33

  9.30

  9.28

  9.26

  9.23

  9.21

  9.19

9.17

9.14

9.12

9.10

9.07

9.05

9.03

26.2

26.4

26.6

26.8

27.0

27.2

27.4

27.6

  2.64

  2.67

  2.69

  2.71

2.74

2.76

2.78

2.80

2.83

2.85

2.87

2.00

2.92

2.94

2.96

2.99

3.01

3.03

3.06

3.08

3.10

3-12

3.15

    续表

氮气流量

(L/rtdn)

  9.01

  8.98

  8.96

  8.94

  8.91

  8.89

  887

  8.85

  8.82

  8.80

  8.78

  8.76

  8.73

  8.71

  8.69

  8.66

  8.64

  862

  8.60

  8.57

  8.55

8.53

8.50

8.48

8.46

8.44

8.41

8.39

8.37

8.34

8.32

8.30

8.28

8.25

20.8 2.37 27.8 3.17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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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氧气浓度

  (%)

氧气流量

(L/min)
，气流量}
(L角un) }

氧气浓度

  (%)

氧气流量

(L/min)

氮气流量

(L/min)

28.0

28.2

28.4

28.6

28.8

29.0

29.2

29.4

29.6

29.8

30.0

30.2

30.4

306

30.8

31.0

31.2

31.4

31.6

31.8

32.0

32.2

32.4

32.6

32.8

33.0

33.2

33.4

33.6

33.8

34.0

34.2

34.4

34.6

34.8

3.19

3.21

3.24

3.26

3.28

3.31

3.33

3.35

3.37

3.40

3.42

3.44

3.47

3.49

3.51

3.53

3.56

3.58

3.60

3.63

3.65

3.67

3.69

3.72

3.74

3.76

3.78

3.81

3.83

3.85

3.88

3.90

3.92

3.94

3.97

8.21

8.19

8.16

8.14

8.12
                                        一

                                                一

8.09 一
                              一
                              一

8.07 一
8.05

8.03

8.00

7.98

7.96

7.93

7.91

7.89

7.87

7.84

7.82

7.80

7.77

7.75

7.73

7.71

一
7.55

7.52

7.50

7.48

7.46

7.43

35.0

35.2

35.4

35.6

35.8

36.0

36.2

36.4

36.6

36.8

37.0

37.2

37.4

37.6

37.8

38.0

38.2

38.4

38.6

38.8

39.0

39.2

39.4

39.6

39.8

40.0

40.2

40.4

40.6

40.8

41.0

41.2

41.4

41.6

41.8

3.99

4.01

4.04

4.06

4.08

4.10

4.13

4.15

4.17

4.20

4.22

4.24

4.26

4.29

4.31

4.33

4.35

4.38

4.40

4.42

4.45

4.47

4.49

4.51

4.54

4.56

4.58

4.61

4.63

4.65

4.67

4.70

4.72

4.74

4.77

  7.41

  7.39

  7.36

7.34

7.32

7.30

7.27

7.25

7.23

7_20

7.18

7.16

7.14

7.11

7.09

7.07

7.05

7.02

7.00

6.98

6.95

6.93

6.91

6.89

6.86

6.84

6.82

6.79

6.77

6.75

673

6.70

6.68

6.66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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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浓度 氧气流量

(L/min)

氮气流量

(L/min)

氧气浓度

(%)

42.0

42.2

氧气流量

(L/nun)

    续表

氮气流量

(L/min)

4.79 5.81

4.81 5.79

42.4

42.6

42.8

43.0

43.2

4.83

  6.61

  6.59

  6.57

  6.54

  6.52

6.50

6.48

6.45

6.43

6.41

6.38

6.36

6.34

6.32

6.29

6.27

6.25

6.22

6.20

6.18

6.16

(%)

49.0

49.2

49. 4

5.59

5.61

5.63

5.65

5.68

5.70

5.72

5.75

5.77

4.86 5.75

4.88
5.72

4.90
5.70

4.92

43.4

43.6

43.8

44.0

44.2

4.95

49.6

49.8

50.0

502

50.4

50.6

50.8

51.0

51.2

51.4

51.6

51.8

52.0

52.2

52.4

5.68

5.65

4.97
5.63

4 9Q
5.61

5.02

5.04 5.595.56
44.4

44.6

44.8

45.0

朽 2

:0608

45.4

45.6

45.8

46.0

46.2

  5.11

  5.13

  5.15

5.18

5.20

5.22

5.24

5.27

5.29

5.31

5.34

5.36

5.38

5_40

5.43

5.45

5.47

5.49

5.52

5.54

5252:

46.4

46.6

46.8

47.0

47.2

47.4

47.6

47.8

48.0

48.2

48.4

48.6

:、::
6.09

6.06

6.04

6.02

6.00

5.97

5_95

5.93

5.91

5.88

5.86

53.0

53.2

53.4

53.6

53.8

54.0

54.2

54.4

54.6

54.8

55.0

55.2

55.4

55.6

  5.77

  5.79

  5.81

  5.84

  5.86

  5.88

  5.91

  5.93

  5. 95

  5.97

  6.00

6.02

6.04

6.06

6.09

6.11

6.13

6.16

6.18

6.20

6.22

6.25

6.27

6.29

6.32

6.34

4RR 5.56 5.84 55.R 6.36

  5.54

  5.52

  5.49

  5.47

  5.45

  5.43

  5.40

  5.38

5.36

5.34

5.31

5.29

5.27

5.24

5.22

5.20

5.18

5.15

5.13

5.11

5.08

5.06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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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氧气浓度

  (%)

氧气流量

t L/}})
氮气流量}
(L/n,in) {

氧气浓度

  (%)

氧气流量

(L/min)

氮气流量

(L寿nin)

56.0

56.2

56.4

56.6

56.8

57.0

57.2

57.4

57.6

57.8

58.0

6.38

6.41

6.43

6.45

6.48

6.50

6.52

6.54

6.57

6.59

6.61

                一

5.02

4.99

一’一
6.63

6.66

6.68

6.70

6.73

6.75

6.77

6.79

6.82

6.84

4.77

4.74

4.72

4.70

4.67

4.65

4.63

，

4.61

4.58

4.56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设 备 的校 正

Cl 气体流速控制的校正

    流经燃烧筒的气体流速，可用水封鼓式旋转计或其他等效装置进行校验。其准确度为

流经燃烧筒流速的1 2mm/s，也可用式(C1)计算;

二一1. 27 X 106粤
                        口 ‘

(C1)

式中 F一一流经燃烧筒的气体流速(nun/s);

    Qv— 在23℃士2℃下通过燃烧筒的气体总流量(L/s) ;

      D-一燃烧筒内径(mm) o

C2 权浓度控制的校正

    进人燃烧筒的混合气体中的氧浓度，应校准至混合气体的0.1%(V/V)。校准方法可
以从燃烧筒中取样进行分析，也可以使用校正过的氧分析仪就地进行分析。至少校核三个

不同的浓度，分别代表设备所要用的氧浓度范围的最大、最小和中间值。

C3 整台仪器的校正

    通过试验一组已知氧指数的材料，用所得结果与预期结果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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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试 验结 果示 例

采用GB/T 5454标准测出的氧指数，试验结果记录可用如下形式:

材料:阻燃纺织品 试验日期:94年10月16日。

试验时温湿度:温度251;，相对湿度58%0

氧浓度变量(d):0.2%.
第一部分 初始氧浓度的测定结果，记于表Dl.

表DI

氧浓度(%) 25.0 35.0 30.0 32.0 31.0

燃烧长度(mm) 10 >月0 30 >40 >40

燃烧时间(s)

反应符号

(“0，.或“x”)
O x O x x

氧浓度间距不大于1%的一对“X”和“0”反应中，.} O”反应符号的氧浓度‘n=30.0的
就是初始氧浓度，作为第二部分的首次测定值。

    第二部分 氧指数测定(按8.8.1和8.8.2)记于表D2o

衰 D2

8.8.1 8.8.2           1F

氧浓度(%) 30.0 29.8 29.6 29.4 29.4 29.6 29.4 29.6 29.8

韶烧长度(种 ) >引) >40 >月{ 32 32 >呜0 30 37 >40

媲烧时间(s)

反应符号

("O”或“x ")
x x 又 O- ~ O x O O x

一 }

    根据9.2.2最后五个测定的第一个反应符号为“O"，查表1在第6栏中得K=一1.24

            LOI=cF+Kd=29.8+(一1.24x0.2)=29.5%(小数一位)

    或LOI=二;+Kd二29.8+(一1.2x0.2)=29.55%(小数二位，供第三部分计算和验证
d用)

    第三部分 氧浓度间隔d%的验证。

标准差公式:;一r-'(c; -LOI)2112l     n-1 (Dl)

计算过程记于表D3o

衰】刀

最后6个试验结果
氧 浓 度

(c一匡〕1)I

:::

c一LOI

0..250.05
0625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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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氧 浓 度

最后6个试验结果
c，一L01 (c一田1>=

:::
::::

一0.15 0.0225

0.0025

29.55 0.0225

29.55 0.0025

2--0.1150

表中。，栏包括用于测定。F和前5次的氧浓度n =6o
                          1

n 10.115 0}2
口 = !— 1 =0.152

      \ J ]

2 八

了a

  d

3 八

2a

=0.101

=0.2

=0.228

符合公式号a<d<3a            乙
LOI = 29.5有效。

13.《纺织织物表面燃烧性能的测定》GB 8745-88

I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织物表面燃烧性能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具有起毛表面的纺织织物(即起绒、毛绒、毛圈、簇绒或类似表面)的

表面燃烧性能。

2 定义

2.1表面燃烧:在材料的基本结构未点着的情况下，火焰在其表面蔓延(参见2.2) 0

2.2 表面闪燃:在材料的基本结构未点着的情况下，火焰在其表面迅速蔓延。
    注:但是，如果材料的基本结构点着与表面闪嫩同时或相继发生，则不能认为是表面闪然的一部分。

2.3 表面燃烧时间:当用本标准进行试验时，毛绒或起绒织物燃烧至一定距离所需的时间。

    表面燃烧时间用测试织物时所得若干次测定数据中的最小时间来表示。

3 原理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接近顶部处点燃支承于垂直板上的干燥试样的起毛表面，测定

火焰在织物表面向下蔓延至标记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