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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

第 328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号为GB 50354-2005，自2005年8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
2.0.4,2.0.5, 2.0.6, 2.0.7, 2.0.8, 3.0.4, 4.0.4, 5.0.4,

6.0.4, 7.0.4, 8.0.2, 8.0.6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趁设部

-00五年四月十五日



前 言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91308号文件“关于印发1999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定、修
订计划的通知”要求，由公安部消防局组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单位共同编制的。

    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总结了我国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

施工及验收的实践经验，广泛开展了调研和试验论证，吸取了先进
的科研成果，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标准规范，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和

专家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形成送审稿，并通过审查会审查。根据

审查会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定稿。

    本规范共分八章和四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

纺织织物子分部装修工程、木质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高分子合成

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复合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其他材料子分部

装修工程、工程质量验收。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本规范实施过程中，如发现

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至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单位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政编码:100013)，以
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 编单位: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

            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

            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陈景辉 季广其 朱春玲 沈 纹 刘激扬

            卢国建 邵韦平 宋晓勇 王春华 邓建华

            沈奕辉 周敏莉 刘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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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防止和减少建筑火灾危害，保证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

施工质量符合防火设计要求，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

与验收。本规范不适用于古建筑和木结构建筑的内部装修工程的

防火施工与验收。

1.0.3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与验收，应按装修材料种类

划分为纺织织物子分部装修工程、木质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高分

子合成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复合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及其他材

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1.0.4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与验收，除执行本规范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基 本 规 定

2.0.1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简称装修施工)应按照批准

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

2.0.2 装修施工应按设计要求编写施工方案。施工现场管理应

具备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和工程质量

检验制度，并应按本规范附录A的要求填写有关记录。

2.0.3 装修施工前，应对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进行技术交底。

2.0.4 进入施工现场的装修材料应完好，并应核查其书烧性能或耐

火极限、防火性能型式检验报告、合格证书等技术文件是否符合防火

设计要求。核查、检验时.应按本规范附录B的要求坡写进场验收记

录。

2.0.5 装修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应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在监

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监督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现场取样，并应由

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2.0.6 装修施工过程中，装修材料应远离火源.并应指派专人负

贵施工现场的防火安全。

2.0.7 装修施工过程中，应对各装修部位的施工过程作详细记

录。记录表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要求。

2.0.8 建筑工程内部装修不得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功能。装修

施工过程中，当确器变更防火设计时，应经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

资质的设计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

2.0.9 装修施工过程中，应分阶段对所选用的防火装修材料按本

规范的规定进行抽样检验。对隐蔽工程的施工，应在施工过程中

及完工后进行抽样检验。现场进行阻燃处理、喷涂、安装作业的施

工，应在相应的施工作业完成后进行抽样检验。



3 纺织织物子分部装修工程

3.0.1 用于建筑内部装修的纺织织物可分为天然纤维织物和合

成纤维织物。

3.0.2 纺织织物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纺织织物然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纺织织物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

验报告 ;

    3 现场对纺织织物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

3.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 B:级纺织织物;

    2 现场对纺织织物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

3.0.4 下列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

    1 现场阻烟处理后的纺织织物，每种取2耐 检验燃烧性能;

    2 施工过程中受湿漫、燃烧性能可能受影响的纺织织物，每

种取2m'检验燃烧性能。

                          工 主 控 项 目

3.0.5 纺织织物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或阻燃处理记录。

3.0.‘ 现场进行阻燃施工时，应检查阻燃剂的用量、适用范围、操

作方法。阻燃施工过程中，应使用计量合格的称量器具，并严格按

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施工。阻燃剂必须完全浸透织物纤维，阻

燃剂干含量应符合检验报告或说明书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3.0.7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的多层纺织织物，应逐层进行阻燃处理。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隐蔽层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II 一 般 项 目

3.0.8 纺织织物进行阻嫌处理过程中，应保持施工区段的洁净;

现场处理的纺织织物不应受污染。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3.0.， 阻燃处理后的纺织织物外观、颜色、手感等应无明显异常。

检验方法 :观察。



4 木质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4.0.1 用于建筑内部装修的木质材料可分为天然木材和人造板

材 。

4.0.2 木质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木质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木质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

验报告 ;

    3 现场对木质材料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

4.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级木质材料;

    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4.0.4 下列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

    1 现场阻烟处理后的木质材料，每种取4m'检验烟烧性能;

    2 表面进行加工后的B,级木质材料，每种取4耐 检验您烧

性能。

                          I 主 控 项 目

4.0.5 木质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或阻燃处理施工记录。

4.0.6 木质材料进行阻燃处理前，表面不得涂刷油漆。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7 木质材料在进行阻燃处理时，木质材料含水率不应大于

120a,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8 现场进行阻燃施工时，应检查阻燃剂的用量、适用范围、操
                                                                                                      5



作方法。阻燃施工过程中，应使用计量合格的称量器具，并严格按

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施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 木质材料涂刷或浸渍阻燃剂时，应对木质材料所有表面都

进行涂刷或浸渍，涂刷或浸渍后的木材阻燃剂的干含量应符合检

验报告或说明书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0.10 木质材料表面粘贴装饰表面或阻燃饰面时，应先对木质

材料进行阻燃处理。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0.11 木质材料表面进行防火涂料处理时，应对木质材料的所

有表面进行均匀涂刷，且不应少于2次，第二次涂刷应在第一次涂

层表面干后进行;涂刷防火涂料用量不应少于500g/m,,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n 一 般 项 目

4.0.1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时，应保持施工区段的洁净，现场处理

的木质材料不应受污染。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13 木质材料在涂刷防火涂料前应清理表面，且表面不应有

水、灰尘或油污。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14 阻燃处理后的木质材料表面应无明显返潮及颜色异常变

化。

    检验方法 :观 察。



5 高分子合成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5.0.1 用于建筑内部装修的高分子合成材料可分为塑料、橡胶及

橡塑材料 。

5.0.2 高分子合成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高分子合成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高分子合成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

抽样检验报告;

    3 现场对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

5.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 B:级高分子合成材料;

    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5.0.4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泡沫塑料应进行抽样检验，每种取

0. in"检验能烧性能。

                        I 主 控 项 目

5.0.5 高分子合成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5. 0. 6  B,、残级高分子合成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检验方法:观察。

5.0.7 对具有贯穿孔的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时，应检查阻燃剂

的用量、适用范围、操作方法。阻燃施工过程中，应使用计量合格

的称量器具，并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施工。必须使泡沫塑料

被阻燃剂浸透，阻姗剂干含量应符合检验报告或说明书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

5.0.8 顶棚内采用浪沫塑料时 ，应涂刷防 火涂料 。防火涂料 宜选



用耐火极限大于30min的超薄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或一级饰面型

防火涂料，湿涂覆比值应大于5008/.,。涂刷应均匀，且涂刷不应

少于 2次。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5.0.9 塑料电工套管的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1  B:级塑料电工套管不得明敷;

    2  B,级塑料电工套管明敷时，应明敷在A级材料表面;

    3 塑料电工套管穿过Bl级以下(含B，级)的装修材料时，应

采用A级材料或防火封堵密封件严密封堵。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n 一 般 项 目

5.0.10 对具有贯穿孔的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时，应保持施工

区段的洁净，避免其他工种施工。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5.0.11 泡沫塑料经阻燃处理后，不应降低其使用功能，表面不应

出现明显的盐析、返潮和变硬等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

5.0.12 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过程中，应保持施工区段的洁净;

现场处理的泡沫塑料不应受污染。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6 复合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6.0.1 用于建筑内部装修的复合材料，可包括不同种类材料按不

同方式组合而成的材料组合体。

6.0.2 复合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复合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复合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

验报告 ;

    3 现场对复合材料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

6.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Bi级复合材料;
    2 现场进行阻然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6.0.4 现场阻姗处理后的复合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每种取4m'

检验徽烧性能。

                          主 控 项 目

6.0.5 复合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6.0.6 复合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饰面层内的芯材不得暴露。

    检验方法:观察。

6.0.7 采用复合保温材料制作的通风管道，复合保温材料的芯材

不得暴露。当复合保温材料芯材的燃烧性能不能达到B，级时，应

在复合材料表面包覆玻璃纤维布等不燃性材料，并应在其表面涂

刷饰面型防火涂料。防火涂料湿涂覆比值应大于500g/m'，且至

少涂刷2次。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7 其他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7.0.1 其他材料可包括防火封堵材料和涉及电气设备、灯具、防

火门窗、钢结构装修的材料。

7.0.2 其他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z 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验报

告 ;

    3 孤场对材料讲行阳嫩 朴理 的旅下识 是及晓蔽 工释给 收记

录·_
7.0.3

7.0.4

7.0.5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B,、 Bz级材料;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现场阻俗处理后的复合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

                  主 控 项 目

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7.0.6 防火门的表面加装贴面材料或其他装修时，不得减小门框

和门的规格尺寸，不得降低防火门的耐火性能，所用贴面材料的燃

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Bl级。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7.0.7 建筑隔墙或隔板、楼板的孔洞需要封堵时，应采用防火堵

料严密封堵。采用防火堵料封堵孔洞、缝隙及管道井和电缆竖井

时，应根据孔洞、缝隙及管道井和电缆竖井所在位置的墙板或楼板

的耐火极限要求选用防火堵料。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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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用于其他部位的防火堵料应根据施工现场情况选用，其施

工方式应与检验时的方式一致。防火堵料施工后必须严密填实孔

洞、缝隙 。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7.0.， 采用阻火圈的部位，不得对阻火圈进行包裹，阻火圈应安

装 牢固。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7.0.10 电气设备及灯具的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当有配电箱及电控设备的房间内使用了低于B,级的材料

进行装修时，配电箱必须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2 配电箱的壳体和底板应采用A级材料制作。配电箱不应

直接安装在低于B,级的装修材料上;

    3 动力、照明、电热器等电气设备的高温部位靠近B,级以下

(含B;级)材料或导线穿越B,级以下(含B:级)装修材料时，应采

用瓷管或防火封堵密封件分隔，并用岩棉、玻璃棉等A级材料隔

热 ;

    A 安装在B,级以下(含B,级)装修材料内的配件，如插座、

开关等，必须采用防火封堵密封件或具有良好隔热性能的A级材

料 隔绝 ;

    5 灯具直接安装在B，级以下(含B,级)的材料上时，应采取

隔热、散热等措施;

    ‘ 灯具的发热表面不得靠近B,级以下(含B，级)的材料。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8 工程质量验收

8.0.1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验收(简称工程验收)应检查下列

文件和记录:

    1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设计审核文件、申请报告、设计图纸、装

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设计要求、设计变更通知单、施工单位的资质证

明等;

    2 进场验收记录，包括所用装修材料的清单、数量、合格证及

防火性能型式检验报告;

    3 装修施工过程的施工记录;

    4 隐蔽工程施工防火验收记录和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等;

    5 装修施工过程中所用防火装修材料的见证取样检验报告;

    6 装修施工过程中的抽样检验报告，包括隐蔽工程的施工过

程中及完工后的抽样检验报告;

    7 装修施工过程中现场进行涂刷、喷涂等阻燃处理的抽样检

验报告。

8.0.2 工程质，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技术资料应完整;

    2 所用装修材料或产品的见证取样检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

求 ;

    3 装修施工过程中的抽样检验结果，包括隐蔽工程的施工过

程中及完工后的抽样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现场进行阻烟处理、喷涂、安装作业的抽样检验结果应符

合设计要求;

施工过程中的主控项目检验结果应全部合格;

施工过程中的一般项目检验结果合格率应达到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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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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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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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工程质量验收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

8.0.4 工程质量验收时可对主控项目进行抽查。当有不合格项

时，应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

8.0.5 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按本规范附录D的要求填写有关记

录。

8.0.6 当装修施工的有关资料经审查全部合格、施工过程全部符

合要求、现场检查或抽样检测结果全部合格时，工程验收应为合

格 。

8.0.7 建设单位应建立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及验收档案。

档案应包括防火施工及验收全过程的有关文件和记录。



附录A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表 A 施工现场质 t管理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施工许可证

序号 项 目 内 容

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2 质量责任制

3 主要专业工种施工人员操作上岗证书

4 施工图审查情况

5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审批

6 施工技术标准

7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8 现场材料、设备管理

9 其他

检查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项 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录 B 装修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裹B 装修材料进场验收记录

材料

类 别
品种

使用部位

及数量

进场材料

嫩烧性能

设计要求

燃烧性能

检验

报 告

合格

证 书
核查 人员

纺织
织物

一一
一一

}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木质
材科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高分子

合成

材料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一
一 } 一一 一一
{ 一 一一 }一 }

复合
材科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其他

材科

} 一

一 {一 { 一一

验

收

单

位

施工单位:(单位印章) 施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印章) 监理工程师 〔签章)

                        年 月 日



附录C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过程

          检查记录

表 C 建筑 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过 程检查记录

丁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子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m理单位

施工执行规范

  名称及编号

项目 《规范》章节条款 施下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单位验收记录

{
}

施工单位··负责·:(签章) 一监理工程一
                  年 月 日{ 年



附录D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验收记录

表 D 建筑 内部装 修工程防火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 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序号 检查项目名称 检查内容记录 检查评定结果

1

z

3

4

5

一一
综合质量验收结论一

验

收

单

位

施工单位:(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印章) 监理上程师 (签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少

                      年 月 日



本规范用词说明

    I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z)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54-2005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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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 闸明 丁制足本规范的 目的。

    建筑内部装修中大量使用的有机材料，是建筑物发生火灾的

潜在隐患。通过进行防火阻燃处理，提高其燃烧性能等级，是确保

装修材料防火安全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加强对建筑内部装修防

火工程施工的技术监督，制定建筑内部装修防火工程施工的质量

要求与验收评定标准，对于保证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满

足防火设计规范的要求，十分必要。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1.0.3 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为了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协调一致，考虑到建筑内部装修施工中所涉及的材料种

类繁多，本规范按装修材料种类将建筑内部装修的防火施工划分

为几个子分部装修工程。

    建筑内部装修的防火施工与验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

是审查建筑内部装修所选用的材料是否满足防火设计规范要求，

并对材料进场、施工、见证取样检验和抽样检验进行了规定;二是

对建筑内部装修施工过程中的控制项目和检验方法提出要求;三

是建筑内部装修竣工后对总体的防火施工质量给出是否合格的结

论 。

1.0.4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不应改变装修材料以及装修所涉

及的其他内部设施的使用功能，如装修材料的装饰性、保温性、隔

声性、防水性和空调管道材料的保温性能等等。



2 基 本 规 定

2.0. 1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应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并满足本

规范的要求。

2.0.2 完整的防火施工方案和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是保证施工

质量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

2.0.3 为确保装修材料的采购、进场、施工等环节符合施工图设

计文件的要求，装修施工前应对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进行

技术交底

2.0.4 所有防火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按本规范附录B的

要求填写进场验收记录。对于进人施工现场的装修材料，凡是现

行有关国家标准对其燃烧性能等级有明确规定的，可按其规定确

定。如天然石材在相关标准中已明确规定其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因此在装修施工中可按不燃性材料直接使用。凡是现行有关

国家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其燃烧性能等级的装修材料，如装饰织

物、木材、塑料产品等，应将材料送交国家授权的专业检验机构对

材料的防火安全性能进行型式检验。

2.0.5 本条规定的依据是《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见证取样检验是指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监督下，由施工单位有

关人员现场取样，并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所进行的检验。

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是指经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评

定，符合CNAL/ACO1，2002((实验室认可准则》的规定，己被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认可为国家级实验室，并颁发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认证合格证书》，满足计量检定、测试能力和可靠

性的要求，并具有授权的检验机构

2.0.7 本条规定的施工记录是检验施工过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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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凭证。当施工过程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可根据施工

记录查找原因。装修施工过程中，应根据本规范的施工技术要求

进行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应对各装修部位的施工过程作详细记录，

并由监理工程师或施工现场技术负责人签字认可。

2.0.8 本条规定是为避免不按设计进行的防火施工对建筑内部

装修的总体防火能力或建筑物的总体消防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2.0.， 本条规定是保证防火工程施工质量的必要手段。对隐蔽

工程材料，当装修施工完毕后是无法检验的，如木龙骨架。

25



3 纺织织物子分部装修工程

3.0.1 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天然纤维织物是指棉、丝、羊毛

等纤维制品。合成纤维织物是指化学合成的纤维制品。在建筑内

部装修中广泛使用的产品有壁布、地毯、窗帘、幕布或其他室内纺

织产品。

3.0.2 本条规定的技术资料是建筑内部装修子分部工程验收和

工程验收的内容。

3.0.3  B, ,残级纺织织物是建筑内部装修中普遍采用的材料，其

燃烧性能的质量差异与产品种类、用途、生产厂家、进货渠道等多

种因素有关。因此，为保证施工质量，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对于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施工质量与所用的阻燃剂密切相关，也

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3,0.4 规定了抽样检验的范围和取样数量。在施工过程中，纺织

织物受湿浸或其他不利因素影响后，其燃烧性能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因此，为保证施工质量，应进行抽样检验。样品的抽取数

量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纺织品 燃烧性能试验 垂直法》GB/T

5455确定的。

3.0.5 首先应检查设计中各部位纺织织物的燃烧性能等级要求，

然后通过检查进场验收记录确认各部位纺织织物是否满足设计要

求。对于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纺织织物，再检查是否有现场阻燃

处理施工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

3.0.6 阻燃剂的浸透过程和浸透时间以及干含量对纺织织物的

阻燃效果至关重要。阻燃剂浸透织物纤维，是保证被处理的装饰

织物具有阻燃性的前提，阻燃剂的干含量达到检验报告或说明书

的要求时，才能保证被处理的纺织织物满足防火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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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如果不对多层组合纺织织物的每一层分别进行阻燃处理，

不能保证装修后的整体材料的燃烧性能。

3.0.8 阻燃处理施工过程中其他工种的施工，可能会导致被处理

的纺织织物表面受到污染，影响阻燃处理的施工质量。

3.0.， 如阻然处理后的纺织织物出现了明显盐析、返潮、变硬、摺

皱等现象，将影响其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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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木质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4.0.1 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

4.0.2 本条规定的技术资料是建筑内部装修子分部工程验收和

工程验收的内容。

4.0.3 对于夭然木材，其燃烧性能等级一般可被确认为B:级。

而在建筑内部装修中广泛使用的是燃烧性能等级为B，级的木质

材料或产品，其质量差异与产品种类、用途、生产厂家、进货渠道、

产品的加工方式和阻燃处理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为保证施

工质量，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对于现场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施

工质量与所用的阻燃剂密切相关，也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对于

饰面型防火涂料，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也应进行见证取样

检验 。

4.0.4 规定了抽样检验的范围和取样数量。B，级木质材料表面

经过加工后，可能会损坏表面阻燃层，应进行抽样检验。样品的抽

取数量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GB/T

8625和《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GB/T 8626确定的。木质材

料的难燃性试验的试件尺寸为:190 X 1000 (mm),厚度不超过

80mm，每次试验需4个试件，一般需进行3组平行试验;木质材料

的可燃性试验的试件尺寸为:90 X 100 (mm) , 90 X 230 (mm) ,厚度

不超过80mm，表面点火和边缘点火试验均需要5个试件。对于

板材，可按尺寸直接制备试件;对于型材，如门框、龙骨等，可拼接

后按尺寸制备试件。

4.0.5 首先应检查设计中各部位木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要求，然后通过检查进场验收记录确认各部位木质装修材料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对于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木质装修材料，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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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现场阻燃处理施工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

4.0.6 对木装修材料的阻燃处理，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使用阻燃剂对木材浸刷处理，另一种方法是将防火涂料涂刷在木

材表面。使用阻燃剂处理木材，就是使阻燃液渗透到木材内部使

其中的阻燃物质留存于木材内部纤维空隙间，一旦受火起到阻嫩

目的。使用防火涂料处理就是在木材表面涂刷一层防火涂料，通

常防火涂料在受火后会产生一发泡层，从而保护木材不受火。显

然当木材表面已涂刷油漆后，以上防火处理将达不到目的。

4.0.7 木材含水率对木材的阻燃处理效果尤为重要，对于干燥的

木材，阻燃剂易于浸人到木纤维内部，处理后的木材阻燃效果显

著;反之，如果木材含水率过高，则阻燃剂难以浸人到木纤维内部，

处理后的木材阻燃效果不佳。实践证明，当木材含水率不大于

12%时，可以保证在使用阻燃剂处理木材时的效果。

4.0.， 木材不同于其他材料，它的每一个表面都可以是使用面，

其中的任何一面都可能为受火面，因此应对木材的所有表面进行

阻燃处理。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在对木材进行阻

燃施工时，仅在使用面的背面涂刷一层防火涂料，这种做法是不符

合防火规范要求的。阻燃剂的干含量是检验木材阻燃处理效果的

一个重要指标。阻燃剂应按产品说明书进行施工。

4.0.10 有些木装修如固定家具及墙面等，其表面可能还会粘贴

其他装修材料。在粘贴其他装修材料前必须先对木装修进行阻燃

处理并检验是否合格。通常在木材表面粘贴时所使用的材料如阻
燃防火板、阻燃织物等都是一些有机化工材料，这些物质是不足以

起到对木材的防火保护作用的。

4.0.11 使用防火涂料对木材进行阻燃处理时，试验时规定的湿

涂覆比为500g/m'.
4.0.13 喷涂前木质材料表面有水或油溃会影响防火施工质量

4.0.14 木质材料经阻燃处理后的表面如有明显返潮或颜色变

化，表明阻燃处理工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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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分子合成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5.0.1 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

5.0.2 本条规定的技术资料是建筑内部装修子分部工程验收和

工程验收的内容。

5.0.3 B�氏级高分子合成材料在建筑内部装修中被广泛使用，

是建筑火灾中较为危险的材料，其质量差异与产品种类、用途、生

产厂家、进货渠道、产品的加工方式和阻燃处理方式等多种因素有

关，因此，为保证施工质量，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对于现场进行

阻燃处理的施工，施工质量与所用的阻燃剂密切相关，也应进行见

证取样检验。对于防火涂料，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也应进

行见证取样检验。

5.0.4 特别强调对现场进行阻燃处理的泡沫材料进行抽样检验，

是因为泡沫材料进行现场阻燃处理的复杂性，阻燃剂选择不当，将

导致阻燃处理效果不佳。样品的抽取数量是根据泡沫材料的试验

方法确定的。

5.0.5 首先应检查设计中各部位高分子合成材料的燃烧性能等
级要求，然后通过检查进场验收记录确认各部位高分子合成材料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对于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高分子合成材料，

再检查是否有现场阻燃处理施工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

5.0.6 高分子合成材料的使用，是与施工方式一并考虑的。如粘

接材料选用不当或不按规定进行安装施工等，都可能会导致安装

后的材料燃烧性能等级降低。

5.0.， 本条规定是为了确保阻燃处理的效果。

5.0.8 本条规定是为了确保材料的耐燃时间满足设计要求，是根

据多次试验的检验数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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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采用 A

5.0.11

5.0.12

本条规定了电工套管及各种配件应以A级材料为基材或

级材料，使之与其他装修材料隔绝。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不改变材料的使用功能。

本条规定是为了确保阻燃处理效果。



6 复合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6.0.1 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

工作、居住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复合材料的种类将会越来越多。

6.0.2 本条规定的技术资料是建筑内部装修子分部工程验收和

工程验收的内容。

6.0.3 本条规定了见证取样的范围和数量。

6.0.4 首先应检查设计中各部位复合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要求，

然后通过检查进场验收记录确认各部位复合材料是否满足设计要

求。对于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复合材料，再检查是否有现场阻嫌

处理施工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

6.0.5 复合材料的防火安全性体现在其整体的完整性。如饰面

层内的芯材外露，则整体使用功能将受到影响，其整体的燃烧性能

等级也可能会降低。

6. 0. 6 外缩玻璃布县 为了保证 防火涂料的喷涂质量



7 其他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7.0.1 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

7.0.2 本条规定的技术资料是建筑内部装修子分部工程验收和

工程验收的内容。

7.0.5 首先应检查设计中各部位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要求，然后

通过检查进场验收记录确认各部位材料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对于

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材料，再检查是否有现场阻燃处理施工记录

及抽样检验报告。

7.0.6 一般情况下，防火门是不允许改装的。如装修需要，不得

不对防火门的外观进行贴面处理时，加装贴面后，不得降低防火门

的耐火性能。

7.0.7 本条规定封堵部位防火堵料的耐火极限应达到被封堵部

位构件的耐火极限要求。采用的各种防火堵料经封堵施工后，必

须牢固填实孔洞、缝隙及管道井，不得留有间隙，以确保封堵质量。

7.0，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阻火圈的阻火功能。



8 工程质量验收

8.0.1 本条规定了工程质量验收时需提交审查的技术资料清单。

8.0.2 本条规定了工程质量验收包括的内容。

8.0.4 本条规定工程质量验收过程中，对重点部位，或有异议的

装修材料，可进行抽样检查，是为了确保施工质量符合防火设计要

求。

8.0.‘ 本条规定是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判定的标准。

8.0.7 建立和保存好防火施工及验收档案很重要，故作此条规

定。归档文件可以是纸质，也可是不可修改的电子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