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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g

本标准是在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外先进国家标准基础上，结 合国情，根据建筑防水材料的特性制定 

的。热空气老化非等效采用了  JIS K 7212:1995《热塑性塑料热老化性能试验方法（烘箱法）通则》，臭氧 

老化非等效采用了  ISO 1431. 1:1989《硫化或热塑性橡胶一抗臭氧破坏一第 1 部 分 ：静力拉伸试验》;人 

工加速老化等效采用了  ISO 4892:1994《塑料一实验室光源曝露试验方法》中的相关部分。

本标准制定时，依据建筑防水材料特性与试验要求，规定了试样的尺寸、数量及取样方法，试验方法 

中推荐了适用于防水材料的试验条件与试验步骤，制定了评定方法。

本标准附录 A 、附 录 B、附 录 C 、附 录 D 均为标准的附录，附 录 E 、附 录 F 、附 录 G 为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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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筑防水材料老化试验方法  GB/T 18244- 2000
Test methods for resistance to weathering 

of building water proofing material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空气老化、臭氧老化、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氙弧灯、碳弧光灯、紫外荧光灯）的试验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防水工程用的沥青基卷材与涂料、合成髙分子卷材与涂料等耐老化性能对比。其 

他建筑防水材料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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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  250—1 9 9 5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 B  730—1 9 9 8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光和耐气候色牢度蓝色羊毛标准（eqv ISO 105-B: 1994) 

G B / T  3511—1 9 8 3 橡胶大气老化试验方法 

G B / T  16777—1 9 9 7 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

3 一般规定

3-1 试验室标准条件

温度：23'C 士2C;

相对湿度：4 5 % 〜70% 。

3 . 2 试样

3 . 2 . 1 试样形状、尺寸与取样方法按产品标准进行，产品标准没有规定的按下列方法进行。

3- 2. 1- 1 沥青基防水卷材按图la取样，按图lb、表 1 切取试件。

表 1 沥青基防水卷材试样尺寸

项目 规格，mm 数量，个

老化试样A 、B 300X90 纵向 2，横向1

对比试样A ,上 300X90 纵向 2，横向 2

拉伸性能试件c 120X25 纵向 6，横向 6

低温柔性试件d 120X25 纵向 6，横向 6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0-10-27批准 2001 -05-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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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围2 b 试件位Jtt 

m 2 高分子防水卷材取样图

1000

试丨牛位置

m  i 沥肯基防水卷 i f 取样 ® 

卷 材 按 图 & 取样，拨 囝 朴 与 表 取 试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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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分子防水卷材试样尺寸

坝月 规格 ，mm 致#•个

老化试样E 300X150 2

对比试样E' 300X150 2

拉伸性能试件 f 、r 115X25 吒铃丨型成 120X25 纵 向 6、描 向 6

低组柔皮试件 100X25 纵 向 2、筷向 2

,则两个方向分

3.2.1.4 试件制备/— 经老化试$ 后再切取试件的方法。

3 . 2 . 2 试样数S 根据、• 目与 试 验 期确定若对产品纵向、横问力学性能 

别取样 ,各为- 组， \ 4 \  J

3 . 2 . 3 试 验 前 试 样 在 柝 放 置 2<1 h„ gr| a

3 - 2 - 4对比试样放2 于 暗 \ ^ ^ 达 到趣定老化周期的试样同时’试 

3 . 3 试验方法

3 . 3 . 1 拉仲性能沥靑基防水卷《拉伸试 验 时 •具 分f m ，拉，速度 SO m m / m i n , 高分子防 

水卷材、防水涂料按产品标准中的方备进行试验 料按产品‘ 规定。

拉伸性能变化韦按式（1)计算：

W7 =  (P,7?2 -  1) X  100 .........................( 1 )

式中：W —— 拉仲性能变化率，％;

P.—— 老化试件拉伸性能的算术平均值；

P 2—— 对比试件拉伸性能的算术平均值c 

拉伸性能保持率(X)按式(2)计笄：

X  =  P J P :  X  100

X —— 拉伸性能保持率，％.

拉伸性能试验结來计算取同一方向数据的算术平均值a

3 . 3 . 2低温柔度试验方法按产品标准中的方法进行，试验温度按产品标准要求，或以产品不产生裂

3. 2.1. 3 防水涂料试样制备按GB / T  16777— 1997中第8 章和第10章.怒求进行， 

3 进行。无方向要求3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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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为最低温度。

拉伸性能、低温柔度试验结果处理按产品标准进行。

3 . 4 评定方法

根据产品标准规定。在产品标准未作规定时，可以根据老化试验后外观、拉伸性能变化与低温柔度 

进行判定。

4 热空气老化

4 - 1 原理

将试验材料置于试验箱中，使其经受热和氧的加速老化作用，通过检测老化前后性能的变化，据此 

评价材料的耐热空气老化性能。

4 . 2 试验装置

4 . 2 . 1 热空气老化试验箱  

试验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a ) 工作温度：40〜20CTC或更高；

b ) 温度波动度：士 r c ;

c ) 温度均匀性：温度分布应符合 4. 3 中的温度偏差要求，见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d ) 平均风速：0. 5〜1. 0 m /s ,见 附 录 B(标准的附录）；

e ) 换 气 率 10〜100次 / h ，见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f ) 工作室：容积一般为 0. 1〜0. 3 m3，室内备有安装试件的网板或旋转架。

4 - 2 - 2 温度指示计

温度指示计分度不大于 1 C 。

4 - 3 试验条件 

4 - 3 - 1 试验温度

根据材料的使用要求和试验目的，确定试验温度。沥青基防水材料通常可选 7 0 C、合成高分子材料  

可 选 sere等 ，在 50〜 i o o r 范围内，温度允许偏差为士 r c ; 在 i o i〜2o o r 范围内，温度允许偏差为试验  

温度的士  1% 。

4 . 3 . 2 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应根据材料特性决定，一般以某规定的曝露时间，或以性能变化至某一规定值时的曝露时  

间为试验终止时间，通 常 可 选 168 h 或更长。

4 - 3 - 3 换气率

换气率可根据试样的特性和数量选取，对于互相有影响的试样应分别进行老化试验，对于不能确认 

试样是否有影响，又必须同时进行试验时，最好选用较大的换气率。

4 - 4 试验步骤

4 - 4 - 1 试验前，试件需编号，测量尺寸。

4 - 4 - 2 根据试验要求，调节试验箱至规定的温度和换气量。稳定后，试件可用衬有或包有惰性材料的合  

适的金属夹或金属丝，将其安置在网板或旋转架上。试件与工作室内壁之间距离不小于 70 m m ,试件之 

间距离不小于 10 m m ,工作室容积与试件总体积之比不小于 5 ： 1。

对于要求试验准确度较高的小型试件，建议采用双轴旋转架进行试验。

互有影响的试样不允许同时在一箱内进行试验。

4 - 4 - 3 试件放人恒温的老化箱内，即开始计算老化时间，至规定的老化时间时，立即取出，取样速度要  

快 ，尽可能减少箱内温度的变化。对于网板或试样架，为减少温度不均匀的影响，可周期地交换网板上试  

样的位置。

4 - 4 - 4 取出的试样在标准温度条件下停放 24 h ，根据试验所选定的项目测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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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试验结果

4 - 5 - 1 性能评定

应选择对材料应用最适宜及变化较敏感的下列一种或几种性能：

a )通过目测试样发生局部粉化、龟裂、斑点、起泡及变形等外观的变化；

b ) 质量（重量）的变化；

c )拉伸强度、最大拉力时伸长率、低温柔性、撕裂强度等力学性能的变化；

d )其他性能的变化。

4- 5 - 2 根据有关产品标准规定处理试验结果。

4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 )采用本标准名称及代号；

b ) 试样名称、型号、规格及制备方法；

c )试验箱型号、试样架形式及工作室容积；

d ) 试验条件：试样的状态调节、试验温度、时间、平均风速、换气率及旋转架转速；

e )性能评定项目及检测方法；

f)试验结果；

g )试验人员、日期及地点。

5 臭氧老化

5 . 1 原理

材料在静态拉伸变形下置于臭氧介质环境中，会受到臭氧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据此评价材料的耐臭 

氧性能。

5 . 2 试验装置

人工臭氧老化试验的装置是臭氧老化仪。应具备臭氧发生器、老化试验箱和臭氧浓度检测等装置。

5 . 2 . 1 臭氧发生器

可以选用下面任一种装置发生臭氧：

5- 2 - 1 - 1 紫外灯。

5.2.1.2 无声放电管。

用来发生臭氧或作稀释用的空气，首先应通过硅胶干燥塔进行干燥，或能过活性炭进行净化处理。 

从发生器出来的含臭氧的空气，应经过热交换器后才输人老化试验箱内。

5 . 2 . 2 臭氧老化试验箱

臭氧老化试验箱是一个密闭的、无光照（除间歇使用的照明灯外）的箱¥ ，是放置试样进行老化试验 

的空间。箱内容积不小于100 L ，能恒定控制试验温差± 2€ 。箱室的内壁、导管和安装试样的框架等，应 

不使用易被臭氧分解腐蚀和影响臭氧浓度的材料制成。

安装试样的框架应通过机械装置在箱内旋转，能使试样的转动速度保持在20〜25 m m / s。试样与含 

臭氧的空气接触时，其长度方向要跟气流方向基本平行。

5 . 3 试验条件

5 . 3 . 1 臭氧浓度 '

试验采用的臭氧浓度应根据材料的耐老化程度和使用条件来选取。可选用的臭氧分压（单位： 

M P a )有：

101±10. 1，202±20. 2,505士50. 5 或以上（允许偏差±  10% ) 。

注：在标准状况下，1.01 M P a臭氧分压相当于1.00 p p h m 的臭氧浓度。

5 . 3 . 2温度



G B /T  162^14— 2000

下列二 y  ；V种_仲长率 ( % ：

咼适宜的试验温度应为W C 土t C u 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或设备的控組条件采用其他K 验服度C如 

3cnc士2 r 或 a s t i s r )，但不应岛于 eo’c 3 

不同条件的试验所得的结珙不能相互比较。

5 . 3 . 3 相对浞度

含臭氧空气的扣对湿度除特殊要求外，一般不应趄过 05^- 

5.3.彳 流速或流 f i

通人老化试验箝中的含臭氧空气的流速，平 均 不 少 于 3 m m /s ,最 宜 在 12~16 mm/S 之间，或含臭 

S 空气的流S , 即相当于每分钟的S 换 进 点 箱 体 弯 愿 f  3 / 4 为适宜E 

5 . 3 . 5 伸校串

试样的静态拉仲条件可丨 

20±2,40 士 2,60士2。』

5 - 3 - 6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根据产 !̂

5 M 试验歩骤 

5 . 4 1 仔细拴卑 

5 .4  2 先測好 

紧在试样框架  

在靠近夹 

定的标准温库 

5 . 4 . 3 开动 

内.使试样在 

5，1 4  将 ®

间。

5.小5 按 预 的 成  

取出进行外现 

用不同工 

5 . 5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可li 

5.5.1 用试样表面 

用龟裂等级來表 

p了分为o〜4 级，参照 G:

纹；2 级- 显若裂纹d 级

, 通 常 为 1 5 6  h s . 2 ' 4 f i  h 或更长 ,

始性能（4 括 度），然后用对试验_ _ 颜料绘3 

至要求的伸长_  ] 不_ 配年的试样不能丑相接魅 

^ 未端部位涂上耐见S 涂料或H 盖耐旄茕材料.或用： 

挺哜室中谪S  21 h =

化仪，调节试验箱内的 f f l度至规定觔试验温度，将经拉伸 1 

动并恒温处理（15 min).

规 定 浓 度 和 流 速 的含臭氧_空气通人试验箱内

周 期 ，通过異在珥摩 .箱的透 明 窗 U ，观测巧样的表W变j  

能砌试 f从闹评定试样的咁见知老 f t也 丨 

观甜的结果不_ 作比较

I.S据和评价指h 书表示 

:的表示法， …

(̂ 规定时、间老化后试样表面 

• 附 的规定

严重

5 . 5 . 2 用试样性能变化的表示i 

5 . 5 . 3用其他指标表示。

5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目的和要求；

b )采用本标准名称及代号i 

c；臭氧老化仪的型号i

d )试洋名称、规格和数S :

e )试验条件（包括臭氣浓度、温度.仲长卓等项）， 

f > 采用的评价指标和方法P

g )试验时间f

的标距线，冉将试洋夹  

距31 少 50 nrnu 

防护 =在产品标准规

的试样移人试验箱

蝕 ，并开始记录时

将试样从试验箱内

和数进等程度），龟裂等级 

没布裂纹；1 级—— 轻微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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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 . 1 黑标准温度计

当黑标准温度计与试样在试样架同一位置受到辑射时，黑标准温度近似于导热性差的深色试样的  

温度。这种温度计是由长 70 mm、宽 40 m m、厚 1 m m 的平面不锈钢制成。平板朝向对光源的一面，涂上 

一种耐老化的黑色平光涂层。涂覆后的黑板至少吸收 2 500 run以内总人射光通量的 95% 。用铂电阻传 

感器测量平板温度。传感器安装在背向光源的一面，并与平板中心有良好的热接触。金属板的这一面用  

5 m m 厚的，有凹槽的聚偏二氟乙烯 (PV DF)底座固定，使它仅在传感器范围形成空间。传感器与 PVDF 

平板凹槽之间的距离约 1 m m。P V D F板的长度和宽度必须足够大，以确保在试样架上安装黑标准温度  

计时，金属板与试样架之间不存在金属接触。试样架上的金属支架与金属板的边缘至少相距 4 m m。

为了测定试样表面的温度范围及更好地控制设备的辐照度和试验条件，建议除使用黑标准温度计  

外 ，还增加使用白标准温度计。白标准温度计与黑标准温度计设计相同，它用耐老化的白色涂层代替黑 

色平光涂层。白 色涂 层比 黑 色 平 光 涂 层 在 300〜 1 000 n m 范 围 内 的 吸 收 至 少 降 低 90%，在 1 000〜 

2 500 nm范围内至少降低 60% 。

6- 2- 6- 2 黑板温度计

黑板温度计仍受到广泛应用，但各种型号的设备所使用的黑板温度计在设计上已有许多发展变化。 

黑板温度计是使用一种非绝热的黑色金属板底座，这就是黑板温度计与黑标准温度计的本质区别。在规 

定的操作条件下，黑板温度计的温度低于 6. 2. 6 .1 中黑标准温度计所显示的温度。有一种使用的黑板温  

度计是由一块长约 150 mm、宽 约 70 mm、厚 约 1 m m 的平面不锈钢制成。平板对光源的一面涂上一层黑 

色平光涂层。涂覆后的黑板至少吸收 2 500 n m 以内总人射光通量的 90% 。平板温度的测量是通过一个  

位于板的中心并与黑板的对光面牢固连接的、已涂黑的杆状双金属盘式传感器来进行，或是通过测温电 

阻传感器来进行。对于尺寸不同、传感元件不同和传感元件固定方式不同的黑板温度计应在报告中说 

明。黑板温度计在试样架上安装的形式也应说明。

6 . 2 . 7 程控装置

设备应有控制试样湿润或非湿润时间程序及辐射或非辐射时间程序的装置。

6 . 2 . 8 辐射测量仪

设备可任选测量试样表面辐照度E 和辐照量 H 的方法。

辐射仪用一个光电传感器来测量辐照度和辐照量。光电传感器的安装必须使它接受的辐射与试样  

表面接受的相同。如果光电传感器与试样表面不处于同一位置，就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观测范围，并校 

定它处于试样表面相同距离时的福照度。

辐射仪必须在使用的光源辐射区域校定。并按生产厂的推荐检查校定，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  

校定。

当进行辐照度测量时，必须报告有关双方商定的波长范围。通 常 使 用 300〜 400 n m 或 300〜 800 nm 

范围内的辐照度。一些装置也可供测量特定波长（如 340 nm )的辐照度。

注：直接比较人工气候加速设备与自然气候老化的辐照量，最好使用相同的辐射测量仪。

6 . 2 . 9 指示或记录装置

为了满足特定试验方法的要求，试验箱需有指示或记录以下操作要素的装置。

a ) 电源电压、灯电压、灯电流；

b ) 试验箱空气温度、黑标准温度或黑板温度；

c ) 试验箱相对湿度、喷水或凝露周期、水的质量；

d ) 辐照度和辐照量；

e ) 曝露时间（辐照时间或总曝露时间）。

试验报告中应说明试验箱温度和湿度的测量精度。

6 . 3 试验条件

黑标准温度：6 5 C ± 3 C ，相对湿度：6 5 % ± 5 % 。喷水时间：18 min 士 0. 5 m i n，两次喷水之间的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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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102 min 士 0. 5 min。

如果使用水喷淋，规定的温度是指不喷水最后阶段的温度。若温度计在一个短循环内不能达到平 

衡，则规定的温度就要在未喷水时建立，并且在报告中注明在干燥循环中达到的温度。如果使用黑板温 

度计，则在试验报告中应注明：温度计型号、试样架上的安装方式、使用温度。

6 - 4 试验步骤

6 . 4 . 1 试样安装

除另有规定，试样一般按自由状态安装在试样架上，应避免试样受外应力的作用。试样架固定在试 

验箱的转鼓上时，试样的曝露面要对正光源，试样工作区面积要完全曝露在有效的光源范围，并且要方 

便调换试样的位置。

在与氙灯轴平行的试样架上，任意两点的试样表面辖照度的变化不应超过10% ，否则应定期调换 

试样位置，使其在每一位置都得到相等的辐照度。

6 . 4 . 2 曝露试验

开动试验箱，调好规定的试验条件，并记录开始曝露时间。在整个曝露期间要保持规定的试验条件 

恒定。

放人或取出试样时，不要触摸或碰撞试样表面。

6 . 4 . 3辐射量的测定

辐射量的测定有两种方式：

a )连续测定：用积算照度计连续测定累计总辐射量。

b ) 间断测定：用辐射计测定一段曝露时间的辖射量，再求出总的辐射量。

测定时将感光器固定在适当位置上，使感光器所测得的辐射值相当于试样位置上的辐射值。

辐射量也可以用其他物质标准测定。

6-4-4 & 验周期

试验期限应根据产品标准决定，以某一规定的曝露时间或辐射量，或性能降至某一规定值时的曝露 

时间或辐射量。通常可选720 h(累计辐射能量1 500 M J / m 2)或更长。

6 . 4 . 5性能测定

按预定试验周期从试验箱中取出试样进行各项性能的测定。

6.小5 . 1 外观检测

用目测或仪器检测试样表面，评定曝露后试样表面颜色或其他外观变化。试样外观检测的方法，按 

G B / T  3511 进行。

6.4. 5.2 其他性能测试 

按产品标准中规定进行。

6 . 5 试验结果

试样老化后的试验结果可用试样曝露至某一时间或辐射量时的外观变化程度或性能变化率表示， 

也可用试样性能变化至某一规定值所需的曝露时间或辐射量表示。

6 . 5 . 1 试样外观变化程度分0〜4 级，按 5. 5.1的规定进行评定。

6 . 5 . 2 试样性能变化可按外观、拉伸性能变化率、低温柔度或产品标准规定进行。

6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如下内容：

a )试验目的和要求；

b ) 采用本标准名称及代号；

c )试样名称、规格和数量；

d )试验箱型号、氙灯型号和过滤光罩的类型；

e )辐射强度、黑板温度和相对湿度；



GB/T 1 8 2 ^ 4 -2 0 0 0

于不同装贺的试验结架之间不

不同的透光率(见表於.各种滤光

狭长,lm

J r：:S75

700

试 样 曝 琛 千 规 定 的 环 埔 条 ■ ^ 通 面的辐照度或辐照甘与试样性能的

肢长

^3sa

变化，以评定材料的耐候性 

进行试验时*建议将 

宜进行比较 <除非是被 

7 - 2 试验装S

7- 2*1 光源 |

7- 2 - 1 - 1 碳弧灯, 3 5 ^ ? 、下碳 棒 之 f」破《构j f 光瑪的'规定见附录\ 标  

吏换须按设备 厂 ^ ^ 进 行

7. 2 - 1 - 2 碳 孤 后 轺 肘 到 试 样 表 闹 。在实施中使用0 各种类型的通光器 用卽在持定皮段有 

5 型号 K

号 3

透光率

随宥使用时 巧 辟 加 .滤光器—透光性能会因破璃的老i七fn—垢等而# 变.@此■茁定时淸洗和更

換(覓 7.4. m  „ y 2 \  勸 \  M r

7.2.2 dt验箱（参 提 示 的 J H V  /  i

试验箱包括一个M 于放封迖样 pf仗空气 it过试样表面 W 便羟制濯& 的 转 (试样框架）[ 转 鼓 绕  

光源转动，标准直 径 为 9 G < ^ /专迕冇关方面掛商 . 也可使用其他直紅的 ^ ^

转鼓可直接放 a 板状 :< 样或放 s / n 试验 架 固 棒 ■其形状吋为垂直形式或颃斜肜式：

箝体应有在操作范围内'择 侧 循 环 条 视 裎序妇挖斛輋s ..

7 . 2 . 3 辐射测盘仪

使用的辐射测S 仪 应 符 合 6 . 2 . 8 ^ >

7. Z A 黑板甜度计或黑钻准温度计

使用的黑板温S H '或黑标准温度计应符合H  6 规定 fl 

7 . 2 . 5控湿装S

箱内应有测 S 和控制相对 ® 度的装 S , 该装 S J ! V . 避免光厢，根据 S 要控制箱内空气的相对湿度 .

7 . 2 . 6 喷水系统

7* 2- 6-1 喷水系统通过试验箱内的喷嘴将试洋衷面均匀喷浞和迅速冷却。喷水管道说由不与水反应和 

不污染水的不钫钢，蚍枓成其他材料制成] '

为了满足水的纯度要求，可在喷水系统上连接水诹处理 .装 H .如过涑器和水质软化器等。

7.2- 6- 2 作规定条件下，可用蒸馏水、软化水或去芮了水间故喷淋试样表面。水内固体含里小丁-20X

f)降雨周M 和水的p H 值；

昶定辐射里的方沾和所肫波长范围f

h ) 试验时间和期限；

i)测试项Fi和试验结果；

])试脸者及其他丨

7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碳弧灯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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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6 试验报告

参照 6. 6进行。

8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荧光紫外一冷凝）

8.1 原理

材料曝露在紫外光、温度和冷凝水等老化因素的环境中，按规定的时间检测试样性能的变化，据此 

评价材料的耐候性。

8 . 2 试验装置 

8 . 2 . 1 试验箱

试验箱工作室安装两排每排4 支荧光灯，设有加热水槽、试样架、黑板温度计、控制和指示工作时间 

和温度的装置。

8 . 2 . 2 荧光灯

荧光灯分为U V - A、U V - B、U V - C、U V - D 和 U V - E 五种类型，各种类型的荧光灯出现最大峰值辐 

射的波长不同。除非另有规定，一般使用U V - A 3 4 0灯。荧光灯光能量输出随使用时间而逐步衰减，为了 

减小因光能量衰减造成对试验的影响，在 8 支荧光灯中每隔1/4的荧光灯寿命时间，在每排由一支新灯 

替换一支旧灯，其余位置变换如图4 所示，使荧光灯按顺序定期更换，这样，紫外光源始终由新灯和旧灯 

组成，而得到一个输出恒定的光能量。

8 . 2 . 3试样架

试样架是由框式基架、衬垫板和伸张弹簧组成。框式基架和衬垫板是由铝合金材料制成。

8 . 2 . 4黑板温度计或黑标准温度计。

8 . 2 . 5辐射测量仪 

符合 6. 2. 8 规定。

8 . 2 . 6标准物质

蓝色羊毛标准应按G B  730的有关规定；灰色标准样卡应按G B  250的有关规定。

8 . 3 试验条件

8 . 3 . 1除移动或检查试件的时间间隔外，仪器应按照下列循环之一连续工作：

6CTC 土3°C紫外光照4 h，50'C 士3'C无辐照冷凝曝露4 h。

检査时间不应计作曝露试验时间。

8- 3.2 紫外光曝露期间，选用热空气供给试验箱的平衡温度应该保持在± 3 r 之内。

8 . 3 . 3冷凝曝露期间，选用水槽中热水的平衡温度应该保持在士3 C 之内。

8 . 3 . 4供给水槽的用水可以使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或可饮用的自来水。

8 . 3 . 5 曝露周期

相互商定的曝露小时数，或在试件中产生相互商定的最小变化_ 所需的曝露小时数，通常选720 h 

或更长。 ’• '

8 . 4 试验步骤 .

8 - 4 - 1 试样安装

图 4 灯的位置变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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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按自由状态安装在试样架上，试样的曝露表面朝向灯。当试样没有完全装满架时要用空白板填 

满剩下的空位，以保持箱内的试验条件稳定。在曝露期间定期调换曝露区中央和曝露区边缘的试样位 

置，以减少不均匀的曝露。

8 - 4 - 2 曝露试验

启动试验箱，调好规定的试验条件，并记录开始曝露时间，在整个曝露期间要保持规定的试验条件

恒定。

8 . 4 . 3紫外光辐射量的测定 

8.4. 3 . 1 仪器测定辐射量

定期将紫外光积算照度计或辐射计放在曝露试样架侧旁直接测定接受紫外光的辐射量。

8- 4- 3- 2 蓝色羊毛标准测定辐射量

使用蓝色羊毛标准测定辖射量的方法按G B  730进行。

8 - 4 . 4性能测定

按规定的曝露时间或辐射量从试验箱中取出试样，按产品标准要求进行测定。

8 . 5 试验结果 

按 6. 5 进行。

8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如下内容：

a )试验目的和要求；

b ) 采用本标准名称及代号；

C ) 试样名称、规格和数量；

d ) 试验箱的型号和荧光紫外灯型号；

e )紫外光曝露时间和温度、冷凝曝露时间和温度；

f)试验时间；

g ) 测试项目和试验结果；

h ) 试验者及其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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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C 标准的附录）

热空气老化试验箱温度均匀性的刺定

A 3 操作

A T 试验仪器

a ) 言流数宇电压去，最低分辨率小_大 于 1 0  y V , 实际上限柏度不低干 0 . 5 ；̂

b )转換开关，10点热电势不大T'

C〕热电偶冷端co'c)保温装j

d ) 经校正的EA-2铟银^ ^ 铜热电^ ^ ^ ^ ^ ^ ^ ^ 结^ ^ ^ 不大于丨^胃了并裸餺于空 

气中t

e )温度计，分度为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铁丝架，ni来 探 醒尺 寸 按 箱 的 工 作 室 尺 定，每证热电偶探头离铁架 

20 左右。

热电偶在工 i f 芏丨 

空 7 0  m m ■笫 9

,个角上-每点离内

A 3 .  1 从试验 ^ 坪 g 度计描人孔或箱门蒼人热电， .弁.按A 2 的规沄固定在铁鹄茱 

放在工作室 内 的 不 少 于 3 0  c m 打开通风孔，启 _ 鼓风 机 . 箱内不挂试样  

A 3 - 2 把 试 验 筘 想 高 到 试 验 榀 度 丨恒温  ̂ 以秦 桎 裏 _ 琴 状 态 后 开 g 测 

9 点热电偶的读数 :、 。计 算 这严 个 鼻 数 的 平 把 它 作为笮温 

A 3 .  3 从 4 5 个读 $ 中— 两个最 # 读数： 减筘 k i 样用箱媪戚去两个录低 

个 最 大 差 值 求 平 均 均 逭 对 下 铕up百分数应符合本 | ^ 准 s j i规 定 n 
A 3 - ^ 如 果 上 述 所 性 不 ! 缩 间 術 要求 .

在测定过程中，室说变化不得赳过〗o_c,试验箱线-电压变化不付逬过

热电偶各条引线  

毎描5 m m 记录 

然后，选其中两

B1 试验仪器

a ) 热球式或热线式电风速计，在侧 f i 范面内分度值不大于 0.05 o i/t,

h ) 透明翔料板（如聚筑乙烯或有机玻璃板）■大小与试-脸箱内门相阃 .厗 2 m m 以上。

B2 测定位置

在距离丁-作室顶部70 m r a处的水平向'中央高度的水平面及拒离抿 部 70 m m 处的水平闹上各 取 9 

点 ，共 计 2 7点 C M  Bl：>.

14





GB/T 18244— 2000

w 2—— 箱不密封时平均每小时的电能耗量，J ;

—— 箱密封时平均每小时的电能耗量，J;

V —— 试验箱全部内容积，m3;

P—— 试验箱周围的空气密度，kg/m3,见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h —— 试验箱箱温，C;

t ,—— 试验室室温，C 。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碳弧灯光源的性能和规定

表 D 1 光源

项 目 内 容

光源型式 开放式

灯数 1

弧电压 交流电压范围48〜52 V ;设定值 50 V 土 1 V

弧电流 交流电流范围58〜62 A ;设定值 60 A 士 1.2 A

表 D 2 碳棒的外形尺寸

型号 上碳棒直径和长度 下碳棒直径和长度

a 彡23 mm X 305 mm 或 <f>22 mm X 305 mm 多13 m m X  305 mm 或多15 m m X 305 mm

b S&35 m m X 350 mm 或彡36 m m X 350 mm 彡23 mm X 350 mm

c 彡36 mm X 410 mm ^23 mm X 410 mm

碳棒芯内含铈，表面涂覆金属层，如铜等。碳棒应不弯曲且无裂纹。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空 气 密 度 表

温度 密度 温度 密度 温度 密度

C kg/m 3 C kg/m 3 C kg/m 3

1 1. 288 14 1. 230 27 1. 177

2 1. 284 15 1. 226 28 1. 173

3 1. 297 16 1. 222 29 1. 169

4 1. 275 17 1. 217 30 1. 165

5 1. 270 18 1. 213 31 1. 161

6 1. 265 19 1.209 32 1. 157

7 1. 261 20 1.205 33 1. 154

8 1. 256 21 1. 201 34 1. 150

9 1. 252 22 1. 197 35 1. 116

10 1. 248 23 1.193 36 1. 142

11 1. 243 24 1. 189 37 1. 139

12 1. 239 25 1. 185 38 1. 135

13 1. 236 26 1. 181 39 1. 1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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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调节器

转鼓
转动器

鼓风机

图 G 1 碳弧灯试验箱

附 录 F 

(提示的附录）

碳弧灯滤光器

型号 1:柯瑞克司（Corex)7058或其等效物（属透紫外玻璃）；

型号 2:派瑞克司（Pyrex)7740或其等效物（属硼硅玻璃）；

型号3:耐热玻璃。

柯瑞克司7058和派瑞克司7740是有商品供应的产品。碳弧灯光源必须经滤光后才能进行试验。型 

号 1 是多数碳弧箱习惯配用的玻璃滤光器，如需改用型号2 或 3 的滤光器，则应经有关方面协商。型号 

1 滤光器透过部分日光中所缺乏的较短波紫外辐射，可能引起试验出现大气曝露所没有的降解反应；型 

号 2 滤光器能吸收通常不出现于日光中的短波辐射；型号J 滤光器是模拟1.8〜2.0 m m 厚的窗玻璃的 

透光性。这三种型号的滤光器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改变碳弧灯光谱与日光紫外区的差异。

附 录 G 

(提示的附录）

典型的碳弧灯试验设备

典型试验设备的简图示于图G 1 。

配电盘

光源

架管样却样
试冷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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