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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行业被动防火体系安全性检查和检测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目的意义 

1、产业发展现状 

（1）建筑被动防火 

建筑防火分两种类型的保护：主动防火和被动防火。主动防火体系用于检测和扑灭火灾，

如火灾探测系统、自动报警、喷淋系统、防排烟系统等；而被动防火体系的作用是遏制火灾的

蔓延和扩大，如防火分隔构件、防火涂料、防火门窗、防火包覆、防火封堵等。被动防火和主

动防火互为补充，均是防火设计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相较于主动防火系统，被动防火系统成本

更低、使用寿命更长。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 2018 年版）从被动防火系统和主动

防火系统两个方面规定了建筑防火方法的基本防火技术要求，并规定了实现建筑防火目标的具

体措施和技术要求。 

当发生火灾时，被动防火体系通过隔离火灾区域，较长时间抵御高温，保护承重结构，并

阻隔火势、浓烟的蔓延，为应急疏散和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通常通过防火墙、防火隔墙、防

火楼板、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等隔离措施形成防火分区，将火灾控制在分区中，较长时

间抵御高温。通过防火涂料耐火保护层等提高钢结构耐火极限，增强建筑物整体防火性能。通

过防火封堵对各类缝隙和贯穿孔口进行密封，阻止火势和烟气蔓延。 

建筑物防火分区的划分，主要依赖于防火分隔构件的合理运用。这些构件不仅具备阻止火

势蔓延的重要功能，还能有效将建筑空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防火区域。防火分隔构件通常可分

为固定式和可开启关闭式两大类。固定式构件如楼板和防火墙，以其稳固性确保了防火效果的

持久性。而可开启关闭式构件，如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等，则提供了灵活的防火分隔方

式，既满足了使用需求，又保障了安全性能。 

目前高层建筑物和厂房大量使用了钢结构，虽然钢结构的整体性和稳定性都很好，但耐火

性能很差。钢材的抗拉和承重等性能均会因温度的升高而急剧下降，通常在 450℃～650℃就

会失去承载能力，发生变形，钢柱、钢梁弯曲，不能继续使用。一般情况下，不加保护的钢结

构耐火极限只有 15 分钟。因此需要采用耐火保护层对钢结构等进行包覆，提高耐火极限。 

防火封堵系统是建筑中用于阻止火势和烟气蔓延的重要的系统，通过防火封堵材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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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件对防火分隔墙体、楼板等结构或构建中的贯穿孔口、建筑缝隙以及建筑构件之间的缝隙

进行密封、填塞，以实现阻火隔烟的目标。 

在国外，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防火封堵的概念。最初采用沙袋、金刚砂等材料，之后不

断研发防火封堵产品，并逐步推广受热膨胀的防火封堵技术。随着防火封堵技术的不断发展，

融合吸热、烧蚀和绝热技术，更高效膨胀阻燃、满足环保要求、施工更加方便的新型防火封堵

材料和制品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国防火封堵技术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最初主要为进口国外的防火封堵产品应

用于防火要求较高的建筑，后来在通过实体火灾模拟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逐步将产品国产

化。1987 年开始使用浇注型防火封堵材料，1989 年研制出国产阻火包。随着技术发展，一些

技术落后、不环保、使用寿命短、质量差的产品逐渐被市场淘汰，目前国内能生产出性能优良

的防火封堵材料。我国一些重要的国家标准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

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307-2022、《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2018 等都

对防火封堵提出了要求。当前，建筑防火封堵材料正朝着低烟无毒、环保、复合、易扩容等方

向发展。 

（2）石油化工行业被动防火 

江苏省是我国的经济强省，化工行业在其产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涵盖了石油

化工、基础化工原料制造、化学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油墨及颜料制造等多个细分领域。

众多化工企业汇聚于此，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从产业规模来看，全省化工企业数量众多，

大型化工园区分布广泛，如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等。这些园区集聚了

大量的上下游企业，实现了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化工行业对江

苏省的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不仅创造了巨额的工业产值，还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

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石油化工生产工艺复杂多样，涉及到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多种危险因素。

在生产过程中，设备泄漏、物料挥发、化学反应失控等都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这些复杂的

工艺条件对被动防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防火分隔构件、耐火隔热层、防火封堵材料

具备良好的防火性能，还需要其能够适应化工生产的特殊环境，如耐酸碱腐蚀、耐高低温变化

等。此外，石油化工企业的建筑结构和布局复杂，存在大量的管道、电缆桥架、竖井等穿越防

火分区的部位，增加了防止火灾烟气蔓延的难度和复杂性。 

同时，石油化工企业在被动防火方面面临诸多痛点。一是相关的标准规范众多，在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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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正确选用适用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导致防火分隔构件、防火封堵组件选型选材不适应实际

情况，企业在选择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案时存在盲目性，难以确保被动防火体系的质量和效果。

二是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选用不符合要求的建材、涂料、防火封堵材料，或者在施工过程中

不规范操作，导致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化工企业对被动防火体系的维护和管理重视不足，缺乏

定期的检查和检测，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防火分隔构件失效、防火封堵材料老化、损坏等问题。

随着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对被动防火体系检查和检测的需求日益迫切。化工企业需要一套科

学、完善的检查、检测标准，以确保被动防火体系的可靠性，降低火灾风险。同时，监管部门

也需要统一的标准来加强对化工企业被动防火的监管，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此外，随着新

型化工工艺和材料的不断涌现，对防火分隔、耐火保护和防火封堵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

切需要开展相关的研究和标准制定工作，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2、可行性 

（1）标准编制的基础 

我国 1954 年开始实施《建筑设计规范》，提出了建筑防火设计要求。1974 年开始实施《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修订，目前实施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从被动防火和主动防火两个方面提出了防火技术要求。《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以“保障人员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为核心，整合全国建筑防火

标准，是全国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验收以及使用维护阶段必须遵循的强制

性要求。《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2008（2018 年版）要求石油化工企业新建、

改建和扩建工程的防火设计应符合该标准的规定。以上标准中对于防火分隔构件、钢结构保护

和防火封堵均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和要求。关于防火门、防火窗和防火卷帘等开启关闭式构件，

亦有对应的国家标准《防火门》GB 12955-2024、《防火窗》GB 16809-2024 和《防火卷帘》

GB/T 14102，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电缆防火

涂料》GB 28374 则提出了防火涂料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基于以上国标对于防火分隔构件、耐火保护层的要求的梳理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

出防火分隔构件和耐火保护层的检查和检测的技术条款。 

防火封堵技术方面，在国际上形成了完善的标准体系与先进的技术产品。美国保险商实验

室（UL）制定的 UL 1479 标准，对防火封堵组件的耐火性能测试方法及要求做出详细规定，

涵盖多种工况条件，其认证在全球具有较高认可度；工厂互助保险公司（FM Global）通过严

格的检测和认证服务，确保防火封堵产品满足工业场所的防火需求。欧盟的 EN 1366 系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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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从服务设施耐火测试角度，对防火封堵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强调产品在不同应用场景下

的适用性。这些标准不仅关注防火封堵材料的基本性能，还对其在复杂工业环境中的长期稳定

性、密封性、抗爆性等提出严格要求。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

2020 为防火封堵提供了通用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1997 年我国发布了《防火封堵材料的

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GB 161-1997，之后被《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2009 替代，目前的最

新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2023 对防火封堵产品分类进一步细化，并提出了各类防火

封堵材料的分类与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电力工程电缆防火封堵施工工

艺导则》DLT 5707-2024 结合实践对电缆防火封堵给出了大量具体的做法。 

本标准中关于防火分隔构件和耐火保护层的条款基于关于防火封堵部分条款的制定基于

江苏省化工行业对《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 – 2020、《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2023 应用和现状的调研，是作为现有国标、行标在化工行业实施的细化和补充。 

（2）标准起草单位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是江苏省省属事业单位，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省科技厅

管理的全省唯一综合性安全生产科技研发机构。我院的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制定在全国有较大影

响，涂装作业安全标准的制定与研究全国领先，累计完成国家标准（GB）13 项、安全生产行

业标准（AQ）17 项、省地方标准（DB）53 项。受省应急管理厅委托，省安科院承担了《化工

园区（集中区）安全风险评估导则》《城市应急准备能力评估规范》《开发区整体性安全风险

评估导则》《江苏省工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目录》等研究工作，参与南京市地方标准《企

业安全生产信用等级评价》编制工作，具有丰富的标准编制经验。 

江苏省化工本质安全研究院是江苏省省级事业单位，是江苏省科技厅资助，江苏省应急管

理厅、南京工业大学共建和管理的全国首家化工本质安全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整合政产学研

用资源，针对当前突出、典型的化工重大事故风险防控现实需求，强化科技供给，促进成果转

化。省化本院下设综合管理部、科学研究部、成果转化部、战略发展部等四个部门。主要由硕、

博士构成，多人主持或参与过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 

江苏赛弗尼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材料改性解决安全问题，拥有自己的材料实验室，通

过对基础材料的改性，优化产品的性能，解决客户的各种需求，从事密封材料行业多年，在被

动防火研究方面具有扎实的基础。目前研发的赛弗尼密封系列产品，大量应用于石油化工、电

力、轨道交通、船舶、军工等行业，为客户提供管线密封安全及防火分区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公司设有研发中心，并长期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紧密合作，目前已拥有多项专利及国内外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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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从事项目研发所需的工作环境和设施现有的研发设备及

实验仪器满足公司产品研发需求。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

的专业从事产品检测、标准研究、质量鉴定、技术咨询的省级综合性检验检测机构。在国内是

CNAS、CQC、CCS 授权检测实验室，同时还获得了 CE 认证、TUV 南德签约检测实验室资格，

还与美国 FDA、瑞士 SGS、南非国家标准局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互认，在产品检测方面具有

领先技术和丰富经验。 

江苏中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江苏省内最早一批开展安全评价及安全生

产技术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目前拥有员工 180 余人，其中正高级工程师 6 人，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1 人，高级工程师 40 余人，省级专家 15 人，市级专家 20 人。公司拥有“江苏省研究

生工作站”“石油和化工行业氢安全技术工程实验室”“南京市应急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省

部级科研平台。截止 2024 年底，公司先后完成了《工业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指南》等 10

余项地方标准的编制工作。 

南京方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是 1989 年省建设厅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专业工程质量鉴定及检测机构，具有省建设厅核准的见证取样类检测、专项类检测及备案类检

测资质，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资质认定合格单位。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人员配备齐全，拥有江

苏省“333”工程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一名，拥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质量工程师、一级注册

结构工程师 5 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 名，荣获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一次，并参与起草和

编制了多部国家、省级标准规范。 

同时标准编制过程中还吸收了南京工业大学、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方正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江苏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管委

会/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进入编制组，共同研究

制定标准。编制组成员来自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安全生产技术服务和检测检验

机构，均具有丰富的国家标准、行业和地方标准制修订经验。因此，编制单位具有较好的研究

基础，且相关研究成果也能够支撑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3、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提升石油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从而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规范石油化工行业被动防火体系安全性检查和检测工作，提升

被动防火体系的可靠性，能够降低火灾爆炸事故对周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减少人员伤亡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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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同时，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石油化工企业的社会形象

和责任感。石油化工企业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严格执行本标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能

够提升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增强社会对石油化工行业的信任度。此外，标准的实施还可

以促进石油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经济效益。 

从企业层面来看，本标准的实施有助于石油化工企业降低火灾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

规范对被动防火体系的检查和检测，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能够有效预防火灾事故的发

生，避免因火灾造成的设备损坏、生产中断、产品损失等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环境污染、赔

偿等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从行业层面来看，标准的实施将促进石油化工行业施工、检测和安

全技术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标准的推行，石油化工企业对防火分隔构件、耐火保护层和

防火封堵材料的质量要求提高，将推动相关产品、服务提供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

质量和性能，促进产业升级。同时，检测服务市场也将得到规范和发展，为检测机构提供更多

的业务机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二、 任务来源 

根据 2024 年 8 月 19 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

的通知》（苏市监标〔2024〕143 号），江苏省化工本质安全研究院、江苏赛弗尼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为第 239 号标准《石油化工行业被动防火体系安全性

检查和检测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编制承担单位。 

三、 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组 

项目立项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标准编制的水平，邀请了熟悉化工行业、标准编制和检测检

验的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江苏中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和南京方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等加入编制组。随着工作开展，又陆续吸收了园区、院校和一些其他的技术服务、检测

检验机构加入编制组，共同研制标准。 

2、起草、征求意见与修订 

编制小组向参编单位搜集标准修订的意见建议，对现行的防火封堵材料相关规范进行了全

面收集和深入学习，经小组充分研讨于 2024 年 3 月形成《规范》草案。 

编制小组多次开展内部研讨会议，持续收集、采纳专业意见建议，对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 

2024 年 11 月，省安科院邀请业内专家、参编单位开展工业企业与民用建筑防火封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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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题研讨会，对标准的关键技术指标进行讨论。标准编制小组对需做验证试验的技术指标，

收集样品进行试验，搜集、分析验证数据，确认指标范围。 

2025 年 1 月，形成《规范》（初稿）。起草单位在单位网站上公示 30 日，并定向联系 48

名省应急管理专家，全面搜集标准修订意见、建议。 

2025 年 2 月，收到反馈意见 115 条，编制小组 2 次开展讨论会，对调查意见统计表逐条

进行审议，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讨论，充分吸收采纳，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3 月至 4 月，编制组对《规范》（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并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性

能检测部分内容和附件，同时完成编制说明。 

四、 主要内容及技术指标确立 

编制单位对现行被动防火体系相关标准、规范进行了充分研究，深入了解了江苏省化工行

业现有防火封堵措施及材料使用情况，并通过专家研讨和文件查阅等方式，确定了标准的主要

内容和相关的技术指标。 

1、主要内容 

（1）第一章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石油化工行业防火体系资料检查、现场检查和性能检测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石油化工行业开展被动防火体系的检查和检测，其他行业领域可参照执行。 

（2）第二章列出了规范性引用的文件，主要包括：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0125-2021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 

GB 12955-2024 防火门 

GB/T 13477.17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第 17 部分：弹性恢复率的测定 

GB/T 13477.18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第 18 部分：剥离粘结性的测定 

GB/T 13477.25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第 25 部分：耐霉菌性的测定 

GB/T 14102.1-2024 防火卷帘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4907 钢结构防火涂料 

GB/T 14682-2006 建筑密封材料术语 

GB 15763.1-2009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1 部分：防火玻璃 

GB/T 16422.3-2022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第 3 部分：荧光紫外灯 



8 

 

GB/T 16777 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 

GB/T 16807 防火膨胀密封件 

GB 16809-2024 防火窗 

GB 23864-2023 防火封堵材料 

GB 28374 电缆防火涂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 

GB 50351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GB 50877-2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1410-2020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B/T 10696.9-2011 电线电缆机械和理化性能试验方法第 9 部分：白蚁试验 

JB/T 10696.10 电线电缆机械和理化性能试验方法第 10 部分：大鼠啃咬试验 

T/CECS 24-2020 钢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程 

（3）第三章对本标准中出现的术语被动防火体系、防火分隔构件、耐火保护层、弹性恢

复率等 4 项术语给出了定义。 

（4）第四章前期准备工作的内容。包含明确检查方式、成立检查小组、编制检查工作方

案、收集资料等。 

（5）第五章给出资料检查的要求。 

（6）第六章现场检查的内容和要求。提出了防火风格构建、耐火保护层、防火封堵检查

内容、检查数量和检查方法。 

（7）第七章给出了性能检测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给出应开展性能检测的

情况，同时提出了化工环境适应性、耐生物侵蚀性、粘附性、弹性、膨胀性能等未在 GB 23864

中给出但是实际工程中需要考察的防火封堵性能指标和测试方法。 

（8）附录 A给出了被动防火体系完工标签示例。 

（9）附录 B给出了防火分隔构件、耐火保护层的检查记录示例。 

（10）附录 C给出了防火封堵检查场景和要求。 

（11）附录 D给出了防火封堵检查记录示例。 

（12）附录 E给出了查验会签单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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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技术指标确立 

本规范基于现行标准 GB 23864 对防火封堵材料的要求，聚焦化工行业使用场景，补充了

防火封堵检测性能指标，包括：化工环境适应性、耐生物侵蚀性、粘附性、弹性和膨胀性能。 

化工环境适应性： 

化工行业多有含盐雾、酸性气体、腐蚀性化学物质、高温等环境，在长时间作用后会导致

防火封堵表面开裂、粉化或黏结失效，破坏密封结构，使火焰或有害气体在火灾时通过腐蚀形

成的缝隙蔓延，因此设计了该指标。该指标要求防火封堵组件在经过模拟化工环境一定时间的

作用后仍维持耐火、防烟的核心性能，能避免防护功能提前退化，降低次生灾害隐患。 

模拟环境按照抗紫外老化、耐盐雾性、耐湿热性、耐冻融循环性、耐高温性、耐酸性和耐

碱性设计，涵盖了化工环境常见的影响因素。其中耐湿热、耐冻融循环、耐酸和耐碱在 GB 23864

中有相关指标和测试方法，抗紫外老化、耐盐雾和耐高温（70℃）为本标准设计指标，分别按

GB/T 16422.3、GB/T 10125-2021 以及本文件 7.3.1.2.4 的试验方法开展。在模拟化工环境中进

行一系列试验不会导致防火封堵出现开裂、粉化后，依次开展防烟性能和耐火性能的试验。防

烟性能参照 GB/T 14102.1-2024 防火卷帘的漏烟量要求，耐火性能则按照 GB 23864 给出的方

法进行试验，测试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 

耐生物侵蚀性： 

包含了耐霉菌性、耐鼠啃咬性和耐蚁啃咬性。根据调研情况，目前防火封堵存在被生物侵

蚀的现象，亦会导致防火封堵破坏失效。霉菌在潮湿环境中易滋生并分解材料，导致结构疏松、

密闭性下降，破坏防火屏障的完整性，使火焰或烟雾可能通过霉变产生的缝隙蔓延。此外，霉

菌代谢可能腐蚀材料或释放有害物质，影响长期稳定性，尤其在潮湿区域（如地下室、管道井）

应用中，耐霉菌性可确保材料持久有效，符合防火安全规范并减少维护成本。鼠蚁啃咬会破坏

防火封堵部位密封性，削弱防火效能，并且封堵部位（如电缆管道、墙体缝隙）多位于隐蔽潮

湿区域，易受鼠蚁侵袭且难以及时检修。 

因此分别按照 GB/T 13477.25、JB/T 10696.10 和 JB/T 10696.9-2011 开展试验，要求封堵具

备长期可靠性和一定的被动防御能力。 

粘附性： 

进行防火封堵施工时，若未能及时清除贯穿孔口或建筑缝隙内的油迹和松散物等，这些附

着物降低防火封堵材料和基材之间的附着力。同时若材料的粘附性不足，则容易防火封堵材料、

组件与贯穿物、被贯穿物的粘结不足，若长期处于需要承载受力的环境，会导致封堵的脱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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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按照 GB/T 13477.18 的规定进行试验，并且参照 T/CECS 1071-2022 要求粘结破坏面积

不大于 5%。 

弹性： 

GB/T 51410 中明确要求有震动或伸缩的缝隙、风管贯穿部位间隙等诸多需要使用有弹性

的防火封堵材料（防火密封漆），但是 GB 23864 等并未给出弹性相关指标。根据市场调研，

目前的防火封堵材料弹性通常用弹性恢复率来表征，试验方法参照 GB/T 13477.17，弹性恢复

率一般不小于 50%。 

膨胀性能： 

GB/T 51410 中明确提出诸多场景需要使用有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但是 GB 23864 等并

未给出膨胀性能相关指标，按照 GB/T 16807 提出了性能标准和测试方法。 

五、 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基于对 GB50016-2014（2018 年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石

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2008（2018 年版）、《防火门》GB 12955-2024、《防火

窗》GB 16809-2024、《防火卷帘》GB/T 14102、《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电缆防火

涂料》GB 28374 等国标防火分隔构件、耐火保护层的要求的梳理和整合，提出防火分隔构件

和耐火保护层的检查和检测的技术条款。 

本标准中关于防火封堵性能检测相关条款的制定基于江苏省化工行业对《建筑防火封堵应

用技术标准》GB/T 51410-2020、《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2023 应用和现状的调研，是作为

现有国标、行标在化工行业实施的细化和补充。本文件提出的指标性能结合化工实际场景，抓

住 GB 50016、GB 55037 等标准对防火封堵耐火防烟核心性能的要求，指标测试方法来源于多

项成熟的测试试验方法标准。 

因此本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有的国标、行标等并无矛盾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七、 推广实施建议 

为了保证标准的贯彻执行，具体要求如下： 

1、宣传培训 

标准发布后由省应急厅发布相关文件，编制单位配合省应急厅开展标准宣贯和培训。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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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厅负责对标准实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动态评估 

及时收集整理各地在《规范》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规范》的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评

估。 

八、 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起草单位 起草人 职称/职务 分工 

江苏省化工本质安全研究院 

姜岷 教授/院长 
组织技术研讨，审核核心指标与试

验方法 

费兆阳 教授/副院长 化工场景和推荐材料表 

朱倩 工程师 调研数据整理，标准文本初稿编制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周汝 正高/院长 
顶层设计，协调参编单位资源，组

织专家论证 

高岳毅 正高/所长 标准框架设计与技术方向把控 

陈妍 正高/副所长 调研、文本审核 

蒋俊 高工 
调研、资料检查清单和要求、防火

封堵检查记录表编制 

丁雨晴 助工 调研、标准文本编制、编制说明 

刘泽 高工 附录 A 编制 

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晏如 高级工程师 化工场景和防火封堵推荐材料表 

南京工业大学 蒋军成 教授/校长 项目负责人，总体统筹协调 

江苏赛弗尼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武兆云 总经理 现场检查分项负责人 

徐亮 高工/总经理 现场检查内容研究 

韩立洲 总监 现场检查表格编制 

姜巧 副总经理 参与试验方法研究 

冯冉 工程师 现场检查记录表编制 

徐海鹏 工程师 场景应用方案优化、竣工会签单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周晓玲 正高/副主任 性能检测分项负责人 

余辉 正高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方文俊 工程师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王燕 正高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李莹莹 助工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江苏中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丁杰 正高/总经理 防火分隔构件检查记录总表编制 

顾鸿 高工/副总经理 防火分隔构件检查记录总表编制 

叶纲跃 高工/主任 场景应用方案优化 

南京方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 
荆杰 高工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邢余鹏 总经理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郑光煜 工程师 性能指标研究和试验方法研究 

江苏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管委会/

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 
马卫江 副主任 化工场景提供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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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冷庆 部长 化工场景提供与验证 

《规范》编制组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