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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８３０１：１９９１（Ｅ）《绝热———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热流计法》。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０２９５—１９８８《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热流计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０２９５—１９８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国际标准中的引言列为本标准的引言；

———第１章概述中增加了部分术语定义，增加了符号、物理量和单位说明，增加了影响热性能的因

素、取样、精确度和重现性、校验步骤、仪器和试件的限制等内容；

———规范性引用文件是ＩＳＯ８３０１：１９９１（Ｅ）中所引用的国际标准；

———删除了原标准“第５章装置的技术要求”中对热流计装置的标准尺寸的建议；

———修改部分仪器和试验参数，主要有：

ａ）　原标准５．２．５规定“热电偶的直径应小于０．２ｍｍ”改为“热电偶的直径不大于０．２ｍｍ”；

ｂ）　原标准６．２．１规定“不平度小于３０μｍ”改为“不平度小于２５μｍ”；

ｃ）　原标准７．２．２建议的调湿环境温度“２９３±１Ｋ”改为“２９６Ｋ±１Ｋ”；

———按照ＩＳＯ８３０１：１９９１（Ｅ）重新编写了附录；

———增加了附录ＮＡ。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和附录ＮＡ为资料性附录。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绝热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１）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剑红、戴自祝、曹声
!

、曾乃全。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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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标准结构

本标准分为三个章节，叙述了使用和设计热流计装置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１　概述；

２　装置与标定；

３　试验过程。

使用本方法时，如果只是以测试为目的，使用者可能只关注第３章。但为了获得准确的结果，还需

要熟悉其他两章内容。使用者必须对概述的要求有较深刻的认识。第２章直接针对装置的设计者，但

为了制造出好的装置，使用者同样必须熟悉其他章的内容。

０．２　热传递和测试性能

大量测试是对低密度多孔材料进行的。这种情况下材料内部的实际传热包括以下不同方式的复杂

组合：

———辐射；

———固相和气相内的传导；

———对流（在某些操作条件下）；

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传质，尤其是在含湿材料的情况。对于这些材料，通过测量热流量、温

度差及尺寸，利用公式计算得到的试件的传热性质（常误称为导热系数），可能并不是材料自身的固有性

质。根据ＩＳＯ９２８８，该性能应被称作“传递系数”，因为它可能取决于测试条件（传递系数在其他地方常

被称为表观导热系数或有效导热系数）。在相同的测试平均温度下，传递系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试件的厚度或温差。

辐射传热是传递系数受试件厚度影响的首要因素。因此，不仅试件本身性质会影响试验结果，而且

与试件接触的表面的热辐射特性亦会影响试验结果。因此如果提供了表面的相关信息，热阻就能较好

地描述试件的热性能。

当试件中存在有对流的可能性时（如低温下轻质的矿物棉材料），装置的方向、试件的厚度和温差都

可能影响传递系数和热阻。对于这种情况，虽然试验步骤中提供的内容不会提供详细的测试条件，但至

少应详细说明试件的几何形状和边界条件。另外，评估测量结果时，尤其在实际应用测量结果时应有足

够的相关知识。

在测量过程中试件含湿量对传热的影响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因此，干燥试件仅需根据本标准程

序进行试验。对于含湿材料的试验，需要其他注意事项，本标准不包括这些内容。

当按本标准方法确定的传热性质用于预测实际使用情况下的特定材料的热品质时，尽管其他因素

如施工工艺会产生影响，但掌握物理原理也是十分重要的。

０．３　所需背景

为了得到正确的结果，热流计装置的设计和正确操作，以及试验结果的解释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

要格外引起注意。建议热流计装置的设计者、操作者、试验结果的使用者应对被评估的材料、制品和系

统内的传热机理应有完整的知识，并有相关的电气和温度测量经验，特别是对弱电信号测量有一定的了

解。也应具备良好的实验室实践技能。

设计者，操作者和数据的使用者对上述各领域知识要求的深度可能不同。

０．４　设计、尺寸和国家标准

世界各地存在着符合各自国家标准的很多不同的热流计装置设计，并且不断研究、发展以提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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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量技术。因此，要求一种特定设计或尺寸的装置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总体要求可能相差很

大时。

０．５　指南

由于发现不同形式的装置得到可比较的结果，本标准给新装置的设计者提供的温度和几何尺寸的

范围都足够大。建议新装置的设计者仔细、全面地阅读附录Ｅ中的参考文献。在新装置完工后，建议

采用一个或几个不同可测热阻范围的参考材料进行试验以检验装置。为了获得正确的结果，本标准仅

对设计和操作热流计装置提出必要的强制性要求。附录Ａ列出了本标准阐述的装置性能和试验条件

的极限数值。本标准还包含推荐的操作程序和实践知识，以及建议的试件尺寸，这些会提高一般测量水

平，有助于改善实验室间对比和合作测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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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１　概述

１．１　范围

１．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热流计装置测定板状试件稳态传热性质的方法和传热性质的计算。

本方法是根据被测试件与标准试件热阻相比较而得出的一种间接或相对的方法。

符合本标准试验方法的报告，试件的热阻应大于０．１ｍ２·Ｋ／Ｗ，且厚度满足１．７．２的要求。

１．１．２　如果试件满足１．８．１的要求，结果应表述成试件的热导率和热阻。

１．１．３　如果试件满足１．８．２的要求，结果应表述成试件的平均导热系数。

１．１．４　如果试件满足１．８．３的要求，结果可表述成材料的导热系数或表观导热系数。

１．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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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７３４５：１９８７　绝热———物理量和定义

ＩＳＯ８３０２：１９９１　绝热———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

ＩＳＯ９２２９：１９９１　绝热———材料、产品和体系———词汇

ＩＳＯ９２５１：１９８７　绝热———传热条件和材料性能———词汇

ＩＳＯ９２８８：１９８９　绝热———辐射传热———物理量和定义

ＩＳＯ９３４６：１９８７　绝热———传质———物理量和定义

１．３　术语和定义

ＩＳＯ７３４５或ＩＳＯ９２５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物　理　量 符　　号 单　　位

热流量 Ф Ｗ

热流密度 狇 Ｗ／ｍ２

热阻１） 犚 ｍ２·Ｋ／Ｗ

热导率 Λ Ｗ／（ｍ２·Ｋ）

导热系数２） λ Ｗ／（ｍ·Ｋ）

热阻系数 γ ｍ·Ｋ／Ｗ

孔隙率 ξ —

局部孔隙率 ξｐ —

１）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温差被热流量除，没有特殊的符号来表示此物理量，有时也被称为阻值。

２）　在大多数情况下，热流狇
→ 和温度梯度ｇｒａｄ犜的方向不同（λ

→
→
不是由单一常数λ确定，而是由常数矩阵确

定）；此外，试件内部位置变化、温度变化以及时间变化都会引起导热系数的变化。

　　多孔体　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

均质体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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