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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吕

    本标 准第 5章和第 7章为 强制性内容 ，其他为 推荐性内容。

    本标准是参考DIN 4102编汇12((建筑材料和建筑部件燃烧性能 电缆系统维持工作的要求和检

验)),GB/T 12666. 6-1990《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6部分:电线电缆耐火特性试验方法》和CECS

31:91((钢制电缆桥架工程设计规范》并结合我国耐火电缆槽盒的具体情况制定的。

    本标准由公安部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八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金山立新电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相会、刘伶凯、韩庆发、白淑英、严宏。

    本标准由公安部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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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火 电 缆 槽 盒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耐火电缆槽盒(以下简称槽盒)的规格、分类、型号、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敷设1 kV以下电缆的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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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均不适应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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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912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及钢带

    GB/T 172。 漆膜附着力测定法

    GB/T 1732 漆膜耐冲击性测定法

    GB/T 174。 漆膜耐湿热测定法

    GB/T 1764 漆膜厚度测定法

    GB/T 1771 色漆和清漆 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529:1989)

    GB/T 4956 磁性金属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厚度测定 磁性方法(eqv ISO 2178:1982)

    GB/T 5270-1985 金属机体上的金属覆盖层(电沉积层和化学沉积层)附着强度试验方法(eqv

ISO 2819:1980)

    GB/T 6739 漆膜硬度铅笔测定法

    GB 8624-1997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

    GB 9969. 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9978-1999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GB 12441-1998饰面型防火涂料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436 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

    GB 14907-2002 钢结构防火涂料

    GA 16。 不燃性无机复合板

    CECS 31:91 钢制电缆桥架工程设计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电缆桥架 cable supports system
    由敷设电缆的主体部件(托盘、梯架或槽盒)的直线段、弯通、附件以及支、吊架等构成，用以支承电

缆的具有连续的刚性结构系统的总称。

3.2

    梅盒 tray

    电缆桥架 中用 于敷设 电缆的主体部件 ，由无孔托盘和盖板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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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孔托盘 cable tray system no hole in base area

    由底板与侧边构成的槽形部件。

3.4

    耐火维持工作时间 fire-resistance keep work time

    在标准温升条件下进行耐火试验，试验开始至槽盒内敷设电缆所连接3A熔丝熔断的时间。

3.5

    附加荷载 additional load

    耐火试验时施加在槽盒上的荷载。其值为槽盒的额定荷载(除槽盒自重、施工、维修等活荷载)与试

验时敷设在槽盒内电缆自重的差值。

规格 、分类、型号

4.1 规格

    槽盒的规格通常以槽盒内部宽度与高度表示，其常用规格见表1,

                                        表 1 植盒 常用规 格 单 位为毫米

宽 度
高 度

40 50 60 70 75 100 150 200

100 △ △ △

200 △ △ △ △

300 △ △ △ △

400 △ △ △ △ △

500 △ △ △ △ △ △

600 △ △ △ △ △

800 △ △ △ △

1 000 △ △ △

1 200 △ △

注:△表示常用规格。

4.2 分类

4.2.1 按槽 盒的结构分类见表 2e

表2 摘盒结构分类

槽盒结构型式

    代号

复合型 普通 型

FK(空腹式) FX(夹芯式)

结构示意 图 12一LI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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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按耐火性能分类见表30

卜一rd*Y1=68
一耐火维持工作时间/min
4.3 型 号

4.3.1 代 号

Iot
多 60

表3 耐火性能分类

一一 Qfa>45 些
} 3 0

}NDCH卜口 X口一口一

耐火电缆司一
槽盒的内宽度(mm)

槽盒的内高度(mm) 结构型式

4.3.2 型号 示例

    例1:槽盒结构M式为普通M，内部宽度为400 mm，高度为150 mm，耐火性能为I级的耐火电缆槽

盒，型号表示为:NDCH-400 X 150-P-I,

    例2:槽盒结构型式为夹芯式，内部宽度为600 mm,高度为150 mm，耐火性能为R级的耐火电缆槽

盒，型号表示为:NDCH-600 X 150-FX-11 e

5 要求

5.1 外观要求

5.1.1 槽盒各部件表面应平整，不允许有裂纹、压坑及明显的凹凸、锤痕、毛刺等缺陷。

5.1.2 槽盒的焊接表面应光滑，不允许有气孔、夹渣、疏松等缺陷。

5.1.3 槽盒涂覆部件的防护层应均匀，不应有剥落、漏涂或流淌现象。

5.2 材料

5.2.1 槽盒采用冷轧钢板制作时，其材质应符合GB/T 700,GB/T 912要求，板材的最小厚度应符合

CECS 31:91的2.3.2的规定。

5.2.2 槽盒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时，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GA 160的规定，其燃烧性能不应低

于 GB 8624- 1997 BI级 。

5.2.3 槽盒采用金属和非金属两种材料制作时，材料的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2.1和5.2.2的规定。

5.2.4 槽盒中所使用的夹芯材料，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GB 8624-1997 Bl级。

53 涂，要求

5.3.1 槽盒金属部件表面应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进行镀锌、喷涂、涂漆等防护处理。

5.3.2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热浸镀锌防护时，防护层厚度不应小于65 Km;采用电镀锌防护时.防护层厚

度不应小于12 tLma

5.3.3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热固性粉末喷涂防护时，防护层厚度不应小于60 pm,

5.3.4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喷漆防护时，防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 pmo

5.3.5 槽盒金属部件镀锌后再喷涂粉末或喷漆防护时，镀锌或磷化层厚度不应小于6 pm,防护层总厚

度不应小于60 km.

5.3.6 当槽盒金属部件表面涂覆钢结构防火涂料时，涂料性能应符合GB 14907-2002中5. 2的规

定;涂覆饰面型防火涂料时，涂料性能应符合GB 12441-1998中4.3的规定。

5.3.7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镀锌防护时，镀层不应有剥离、起皮、凸起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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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喷涂粉末或喷漆防护时，防护层(不含防火涂料层)附着力不低于2级。并且

满足2级耐湿性和耐盐雾性的要求。

5.3.9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粉末喷涂或喷漆防护时，防护层(不含防火涂料层)硬度不应低于H级。

5.3.10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喷涂粉末或喷漆防护时，防护层(不含防火涂料层)抗冲击性能应不低

于 3J.

5.4 承载能力

    槽盒在承受额定均匀荷载时的最大挠度与其跨度之比应不大于1/200.

    注:槽盒的额定均布荷载制造厂应在技术文件中标明

5.5 耐火性能

    槽盒的耐火性能应满足:I级耐火维持工作时间)60 min, II级耐火维持工作时间)45 min, JU级

耐火维持工作时间)30 min,

5.6 防护等级

    槽盒的防护等级室内使用时为IP40，室外为IP44,

试验方法

6. 1 外观

    槽盒的外观采用目测、手触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验。

6.2 材 料

6.2. 1 槽盒的中使用的金属材料的厚度采用游标卡尺测量。测量点为槽盒端面两侧壁中间点及底部

中间点3点，取其平均值，如图1所示。

G

万厂门厂
.:}吓一es !

b/2

                                        图 1 槽盒端面

6.2. 2 槽盒中使用的非金属材料，其不燃性按 GB 8624-1997中第 4章进行检验，难燃性按

GB 8624-1997中第5章进行检验;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按GA 160进行检验。若提供有效的检验报告
可免检 。

6.3 涂覆性能

6.3.1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镀锌防护时，镀层厚度按GB/T 4956进行检测;镀层附着力按GB/T 527。一

1985中1.8规定的划线划格法检验。

6.3.2 槽盒金属部件采用喷涂粉末或喷漆防护时，防护层厚度、附着力、耐湿热性、耐盐雾性、硬度、耐

冲击性能分别按GB/T 1764,GB/T 1720,GB/T 1740,GB/T 1771,GB/T 6739,GB/T 1732进行检验。

6.3.3 槽盒金属部件镀锌后再喷漆粉末或喷漆防护时，应按6.3.1和6.3. 2进行检验。

6.3.4 当槽盒金属部件涂刷钢结构防火涂料时，涂料性能应按GB 14907-2002中第6章进行检验;

涂刷饰面型防火涂料时，涂料性能按GB 12441进行检验。若提供有效的检验报告可免检。

6.4 承载能力

    槽盒的承载能力按CECS 31:91附录二讲行检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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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防护等级

    槽盒的防护等级按GB 4208进行检验。

6.6 耐火性能

6.6. 1 试验装置

6.6. 1. 1 耐火试验炉应符合GB/T 9978-1999中第4章的要求。

6.6.1.2 试验变压器

    三相星形连接的电力变压器，其在试验电压下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3 A。变压器的每一相应通过

一只3 A的熔丝与槽盒内敷设电缆相连接，并在必须接地的中性回路中串人一只5A的熔丝。

6.6. 1.3 快速熔断器

    RLS系列快速熔断器，熔丝额定电流为3 A和5 A,

6.6.2 试验条件

6.6.2. 1 升温条件应符合GB/T 9978-1999中5.1的要求。

6.6.2.2 压力条件应符合GB/T 9978-1999中5. 2a的要求。

6.6.2.3 受火条件

    槽盒为四面受火。

    注:监督检验时，可根据桥架的具体安装情况决定槽盒几面受火

6.6. 3 试件要求

6.6.3.1 试件的受火总长度不应小于4m，且至少应包含一个接头。

6.6.3.2 试件中的连接件应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6.6.3.3 支承方式可采用柱或吊架支承，支承由试验方提供，其高度应能使槽盒满足四面受火的要求，

并保证槽盒顶面与炉顶内侧距离不小于150 mm.

6.6.3.4 试验用电缆应满足:

    a) 动力电缆

    1根额定电压为 600/1 000 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V V3 X 4 + 1 X 2. 5

600/1 000 V

    1根额定电压为600八 000 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V V3 X 50+ 1 X 25

600/1 000 V

    b) 控制电缆

    1根额定电压300/500 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总屏蔽电子计算机用电缆:DJYVPI X 2 X

1.5  300/500 V

    1根额定电压450/750 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制电缆:KVV2X1.5  450/750V

6.6.4 安装

6.6.4. 1 在试验炉内安装好柱或吊架支承，然后安装槽盒，槽盒两端支承在试验炉两端支点上，安装简

图见图 2。

6.6.4.2 将试验电缆敷设在槽盒内，电缆应伸出槽盒端适当长度，如图3所示。

6.6.4.3 将附加荷载均匀施加在试件上，加载点应避开试验电缆。

6.6.4.4 将槽盒盖板盖好，两端用轻质不燃材料密封。把敷设电缆的两端各 100 mm的有机材料剥

去。电缆与变压器连接的一端，对导电线芯作适当加工，以便进行电气连接，另一端，应把线芯分开，以

避免相互接触。动力电缆按三相一地与变压器连接，控制电缆两相与变压器连接，同时，槽盒中的金属

部件应接地。并按图4、图5进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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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的
1
六750 I 750

1 炉顶;

2— 试件接头;

3 槽 盒;

4— 支撑点;

5— 炉壁 ;

6— 炉膛 节

7— 支承(柱或吊架)。

图2 抽盒炉内安装简图

)4 000

    1 槽盒 ;

    2— 电缆固定环;

    3— 试验电缆。

r电缆最小弯曲半径(动力缆r=4D 控制缆 r=10D,D为电缆的外径)

      图3 电缆植盒内布t

1— 加热炉;

2— 槽 盒;

3— 试验电缆。

图4 动力电缆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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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热炉;

    2— 槽盒 ;

    3— 试验电缆

                                      图5 控制电缆接线

6.6.5 试验程序

6.6.5. 1 试验的开始与结束

    将电缆通电，并调整试验变压器，使施加在试验电缆上的电压为其额定电压。检查加热炉内热电偶

记录下来的初始温度，当耐火试验炉中心温度达到50℃时，所有测量仪表开始工作，试验开始。试验期

间应按6. 6.5. 2要求进行观测。试验过程中3A熔丝熔断，试验即可终止。若3A熔丝未熔断，但已达

到预期要求，也可终止试验。

6.6.5.2 测f与观察

    a) 试验炉内温度的测量

    试验炉内温度应每隔1 min测量一次并记录。

    b) 试验炉内压力的测量

    试验炉内压力应每隔2 min测量一次并记录。

    c) 耐火维持工作 时间的测量

    耐火试验开始后，应随时观察3A熔丝情况，并记录下3 A熔丝熔断的时间。

6.6.6 判定条件

    若3A熔丝熔断，即表明该槽盒已不能维持其内部电缆继续工作，此时即为槽盒的耐火维持工作时

间。

检验规则

    槽盒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7. 1 出厂检验

7.1.1 检验项目为5.1,5.2,5.3，检验数量为每批量的2%，且不能少于2件。所检项目全部合格方允

许 出厂。

7. 1.2 出厂检验若有不合格项，允许返修后重新检验，直至满足该项要求方可出厂。

7.2 型式检验

7.2. 1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前;

    b) 正式生产后，当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会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d)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2.2 检验项目为第5章的全部内容。

7.2.3 检验数量

    对批量生产的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基数不少于30件，样品数量至少为2件。

7.3 判定原则

    样品各项性能经检验全部合格，该批产品判为型式检验合格;如5.2,5.3,5.4,5.5,5.6中任一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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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该批产品判为型式检验不合格。其他项不合格，需重新送检，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如复验合格，

该批产品判定为型式检验合格，如复验仍不合格，该批产品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 志、包装 、运输 、贮存

81 标 志

    应在槽盒明显位置处，设有永久标牌，其内容如下:

    a) 产品名称、型号;

    b) 生产日期、产品编号;

    c) 生产厂名称、地址;

    山 产品商标;

    e) 执行标准。

8.2 包装

    产品允许采用简单包装形式，并应随产品提供如下文件资料:

    a) 产品合格证书，按GB/T 14436要求编写;

    b) 产品说明书，按GB 9969. 1要求编写;

    c) 产品安装图;

    d) 零部件及附件清单;

    应把上述资料装人防水袋中。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放置应平稳，捆绑应牢固，避免因行车碰撞损坏包装，装卸时要轻抬轻放，严格避

免磕、摔、撬等行为，防止机械变形损坏产品，影响安装使用。

8.4 贮 存

    产品应防止潮湿，贮存在通风、干燥、有遮盖的场所，应分类、分层堆放，层间有隔垫，并应与有腐蚀

性 气体 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