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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聚氨酯硬泡体材料以优异的的热工性能，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能，在建筑保温工程应用中曾经打造了

辉煌。2010年11月15日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节能改造外墙采用聚氨酯喷涂保温系统，施工火灾夺走五十

条生命，造成经济损失上亿人民币。当时作出的事故主要原因是电焊工违规作业引燃聚氨酯碎片引发火

灾。该起因施工企业违规造成的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把聚氨酯保温材料几乎打入冷宫。然而其实并非完

全是聚氨酯保温材料的过错，但是该事件至今一直影响其在建筑节能工程的应用。这场事故已过去了十

年多，节能建筑和城市更新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非常有必要重新客观认识聚氨酯保温材料，让其回

归到建筑节能工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标准立足聚氨酯新技术的发展，采用工厂生产保温板材成品，针对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不同部位，

提出其相应的性能指标要求，同时对保温板材热工性能指标、防水渗透性能、环保性能以及燃烧性能指

标等提出了更高或更进一步明确的要求，成为先进应用的新亮点，有利于充分发挥其优势并对防火安全

从材料性能指标上进行把控，引导创新促进健康安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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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聚氨酯硬泡体增强保温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用聚氨酯硬泡体增强保温板的术语、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保温系统中的保温板材或保温装饰一体化板中的保温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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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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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06.2       塑料 用氧指数法测定燃烧行为 第2部分：室温试验 

GB/T 6342         泡沫塑料与橡胶线性尺寸的测定 

GB/T 6343         泡沫塑料及橡胶  表观密度的测定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GB/T 8810         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测定 

GB/T 8811         硬质泡沫塑料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8812.2       硬质泡沫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第一部分：基本弯曲试验 

GB/T 8813         硬质泡沫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799        硬质泡沫塑料 开孔和闭孔体积百分率的测定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029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 17146        建筑材料及其制品水蒸气透过性能试验方法 

GB/T 20284        建筑材料或制品的单体燃烧试验 

GB/T 29899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试验方法 

GB/T 30804        建筑用绝热制品 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的测定 

GB/T 32379        矿物棉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聚氨酯硬泡体增强保温板 Polyurethane rigid foam reinforecment insulation panel 

以多亚甲基多苯基多异氰酸酯（PMDI）与多元醇及助剂等改性反应生成聚氨基甲酸酯（PUR），或

经自身三聚反应生成环状结构的聚异氰脲酸酯（PIR），再经成型、养护、切割处理制成并具有更高性

能的硬泡聚氨酯增强保温板材。简称聚氨酯增强保温板。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产品按表观密度分为普通密度聚氨酯硬泡体增强保温板和高密度聚氨酯硬泡体增强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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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记 

4.2.1  标记方法 

    标记方法如下： 

               

[标准号] 

[长×宽×厚] 

燃烧性能等级 

表观密度标记 

聚氨酯增强保温板 

其中： 

1) 表观密度分为普通级和高级两种，普通密度级用于外墙外保温、墙体内保温分别标记为 C1、C2 ；

高密度级用于屋面和楼地面标记为 H； 

2) 燃烧性能等级标记为 B1、B2 、D； 

3) 长度、宽度和厚度单位为毫米； 

4) 长度、宽度精确至 1mm，厚度精确至 0.1mm。 

4.2.2  标记示例 

示例1： 

长度为1200mm，宽度为300mm，厚度为40.0mm，B1级燃烧性能，表观密度为55kg/m³用于屋面和楼地

面的聚氨酯增强保温板可标记为：PRP-HB1[1200×300×40.0][T/SPUIA001-2020] 

示例2 

长度为1200mm，宽度为600mm，厚度为50.0mm，B2级燃烧性能，表观密度为35kg/m³用于墙体内保温的聚

氨酯增强保温板可标记为：PRP-C2B2[1200×600×50.0][T/SPUIA001-2020] 

5 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制品外观应表面平整，不得有裂纹、扭曲以及明显的压痕和凹凸痕迹、污迹、破损，不得有妨

碍使用的缺棱掉角，板边应整齐无毛刺、裂边。板的翘曲度不应大于1.0%。 

5.1.2  聚氨酯增强保温板基本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聚氨酯增强保温板基本性能指标要求 

项   目 C1/C2型 H型 

表观密度(kg/m
3
) ≥35 ≥55 

导热系数23℃ [W/（m·k）] ≤0.021 

尺寸稳定性（%） ≤1.0 

闭孔率（%） ≥90 ≥95 

氧指数 ≥26 

5.2 屋面和楼地面用 

5.2.1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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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屋面和楼地面用聚氨酯增强保温板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长度 ±2.0 

宽度 ±2.0 

厚度 

≤50mm 
+1.5 

0.0 

＞50mm 
+2.0 

0.0 

对角线 3 

板边平直度 2 

板面平整度 1 

注：允许偏差值以标准板（1200mm×600mm）为基准，其它规格的尺寸偏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5.2.2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表 3 屋面和楼地面用聚氨酯增强保温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表观密度 

(kg/m3 ) 

压缩强度 

（MPa） 

吸水率 

(V/V)（%） 

不透水性 

0.2MPa, 30min 
燃烧性能 

H型 ≥55 ≥0.40 ≤1 不渗水 不低于B2级 

5.3 外墙外保温用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4 外墙外保温用聚氨酯增强保温板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长度 ±2.0 

宽度 ±2.0 

厚度 

≤50 
+ 1.5 

0.0 

＞50 
+ 2.0 

0.0 

对角线 3 

板边平直度 2 

板面平整度 1 

5.4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 要求 

表 5 外墙外保温用聚氨酯增强保温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表观密度 

(kg/m
3
) 

压缩强度 

(MPa) 

垂直于板面 

抗拉强度 

（MPa） 

弯曲变形 

(mm) 

吸水率 

(V/V）

（%） 

透湿系数 

[ng/（m·s·Pa） 
燃烧性能 

C1 型 ≥35 ≥0.30 ≥0.10 ≥6.5 ≤3 ≤6.5 不低于 B2 级 

5.5 墙体内保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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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尺寸及密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 要求 

表 6 外墙内保温用聚氨酯增强保温板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长度 ±2.0 

宽度 ±2.0 

厚度 

≤50 
+ 1.5 

0.0 

＞50 
+ 2.0 

0.0 

对角线 3 

板边平直度 2 

板面平整度 1 

5.5.2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7 要求 

表 7 外墙内保温用聚氨酯增强保温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表观密度 

(kg/m3 ) 

压缩 

强度 

（MPa） 

垂直于板面 

抗拉强度 

（MPa） 

弯曲 

变形 

（mm） 

吸水率 

(V/V) 

(%) 

燃烧性能 

烟气毒性 

甲  醛 

释放量 

（mg/m3） 

TVOC 

(mg/m2·h) 

C2型 

≥35 
≥0.30 ≥0.10 ≥6.5 ≤3 

不低于 D 级 

不低于 t1 级 
≤0.8 ≤0.50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及条件 

试验环境除有规定外，应在空气温度(23±5)℃，相对湿度(50±5)%环境条件下进行。 

6.2 数值修约 

    在判定测定值或其计算值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时，应将测试所得的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相应标准规定

的极限数值进行比较，其方法应符合 GB/T 8170-2008 第 4.3 章节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 

6.3 外观质量 

在光线明亮的情况下，距试件 1.0m 处对其进行目测检查，记录观察到的缺陷。 

6.4 尺寸允许偏差 

长度、宽度和厚度按 GB/T 6342 的规定进行；对角线采用分度值为 1mm 的钢卷尺进行测量；板面平

整度和板边平直度使用长度为 1m 的靠尺和塞尺进行测量，以板面或板边凹处最大数值为板面平整度和

板边平直度。 

6.5 表观密度 

按 GB/T 6343 的规定进行。试样尺寸(100±1)mm×(100±1)mm，厚度不应小于 25mm，试样数量 5

块。 

当产品带有表皮、面层时，应除去产品的表皮或面层后测其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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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导热系数 

按 GB/T 10294 或 GB/T 10295 的规定进行，试验平均温度为 23℃，冷热板温差为(20±2)℃。 

6.7 吸水率 

按 GB/T8810 的规定进行。试样尺寸(150±1)mm×(150±1)mm×(25±1)mm，试样数量 3 块。 

6.8 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 

按 GB/T 30804 的规定进行。试样尺寸(100±1)mm×(100±1)mm，试样厚度为产品厚度，试样数量

5 块。 

6.9 压缩强度 

按 GB/T 8813 的规定进行。取相对变形 ε＜10%时的最大压缩力或相对变形 10%时的压缩力，按哪

种情况先出现进行取值。 

6.10 弯曲变形   

按 GB/T 8812.1-2007 的规定进行。 

6.11 透湿系数 

按 GB/T 17146-2015 中试验条件 A 的规定进行。 

6.12 尺寸稳定性 

按 GB/T 8811 的规定进行。试验条件为温度(70±2)℃，时间 48h。 

6.13 闭孔率 

按 GB/T 10799 的规定进行。 

6.14 氧指数 

按 GB/T 2406.2 的规定进行。 

6.15 燃烧性能 

按 GB/T 20284、GB/T 862 的 6 规定进行试验并按 GB 8624 规定进行分级。烟气毒性按 GB/T 20285

规定进行试验并按 GB 8624 附录 B 规定进行分级。 

6.16 甲醛释放量 

按 GB/T 32379 中气候箱法的规定进行。 

6.17 TVOC 

按 GB/T 29899 的规定进行，使用 1m³小型释放舱，温度 23℃，负载率 1，空气交换频率 1 次/h。 

6.18 不透水性 

     按 GB 50404-2017 中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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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8。 

7.3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8。 

表 8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项        目 
屋面和楼地面用 外墙外保温用 内保温用 

出厂 型式 出厂 型式 出厂 型式 

外观 √ √ √ √ √ √ 

尺寸允许偏差 √ √ √ √ √ √ 

表观密度 √ √ √ √ √ √ 

导热系数 - √ - √ √ √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 √ √ √ √ √ 

尺寸稳定性 - √ - √ - √ 

闭孔率 - √ - √ - √ 

氧指数 √ √ √ √ √ √ 

燃烧性能 - √ - √ - √ 

压缩强度 √ √ - √ - √ 

吸水率 √ √ √ √ √ √ 

弯曲变形 - - - √ - √ 

透湿系数 - - - √ - - 

甲醛释放量 - - - - - √ 

TVOC - - - - - √ 

注：“√”表示应检项目；“*”表示选作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7.4 组批与抽样 

7.4.1 组批 

同一原料、同一配方、同一工艺条件，同一规格每 500m
3 为一批，不足 500m

3 时也为一批。 

7.4.2 抽样 

7.4.2.1 总则从每批中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项目所需样品数量 

7.4.2.2 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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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方案见表 9。 

表 9  二次抽样方案 

型   式   检   验 出   厂   检   验 

批 量 大 小 样 本 大 小 批 量 大 小 样 本 大 小 

板/m2 第一样本 总样本 板/m2 第一样本 总样本 

≤5000 

9000 

15000 

28000 

＞28000 

5 

8 

13 

20 

32 

10 

16 

26 

40 

64 

≤5000 

9000 

15000 

28000 

＞28000 

5 

8 

13 

20 

32 

10 

16 

26 

40 

64 

7.5 判定规则 

7.5.1 外观和尺寸允许偏差采用计数判定，一项性能不合格，计一个缺陷。其判定规则见表 10。合格

质量水平（AQL）为 15。 

表 10 计数检查的判定规则 

样  本  大  小 第  一  样  本 总  样  本 

第一样本 总样本 Ac Re Ac Re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5 

8 

13 

20 

32 

10 

16 

26 

40 

64 

1 

2 

3 

5 

7 

3 

5 

6 

9 

11 

4 

6 

9 

12 

18 

5 

7 

10 

13 

19 

注：Ac——接收数， Re——拒收数 

7.5.2 除外观和尺寸允许偏差外，其余性能的样品按一次抽样方案抽取，在检验批中随机抽取满足试

验方法要求的样本量进行检验，检测结果符合第 5 章的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上述性能单项合格，如有一

项不符合，则判定该批产品上述性能单项不合格。 

7.5.3 合格批的所有品质指标，必须同时符合 7.5.1 和 7.5.2 的规定，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的标志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执行标准号； 

c）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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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产日期或批号； 

e） 产品标记； 

f） 产品燃烧性能等级。 

8.2 包装 

    产品的包装应能保护产品不被损坏，包装材料可由供需双方协商。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中严禁烟火，避免长期受压和机械损伤。 

8.4 贮存 

    产品不得与化学品接触，贮存环境应清洁、通风、干燥，不得接近火源、热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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