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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消毒剂原料清

单及禁限用物质〉等 35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国标委综合〔2018〕73 号），国家标准《水系灭火剂》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归口管理，具体编制工作由应

急管理天津消防研究所主编，计划编号为 20183269-Q-312，

由 TC113/SC3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灭火剂分技术委员

会组织起草和审查。

（二）制定背景

水系灭火剂由于应用范围广、灭火效果好、无次生污染、

使用方便、洁净等优点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

不断发展，产品的应用领域、应用方式在逐步扩大，技术水

平也在逐步提高，而现有国家标准 GB 17835-2008 至今已十

几年，标准中的有些技术指标已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产品需

求。比如水系灭火剂不仅用于手提式灭火器以混合液状态储

存，还用于固定式灭火系统和消防车以浓缩液状态储存，而

现行标准只规定了混合液的性能要求，因此有必要增加浓缩

液（原液）的性能要求；水系灭火剂尤其是水系灭火剂与水

混合形成的混合液在放置过程中容易发生水解，导致组分发

生变化，影响灭火剂的储存性能以及灭火性能，因此有必要

增加稳定性的要求；水系灭火剂对 A 类火灾的灭火作用主要

是通过灭火剂与燃烧物的表面接触吸收热量而实现的，因

此，灭火剂能否附着于燃烧物表面并向周围扩散，向燃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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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渗透，对灭火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

要增加灭火剂对固体物质的渗透能力也就是渗透性的要求；

另外，现行标准中凝固点测试方法存在较大误差，需要对凝

固点测试方法进行修订。

综上所述，亟待修订现行标准，使其更好的为产品服务。

该标准修订后，可以更有效的控制产品质量、促进产品的良

性发展；为国家及地方产品监督检验机构和认证机构提供更

有力的技术支撑；对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

具有指导意义。

（三）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牵头负责本标准的修订工

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修订主要考虑产品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并能指

导产品技术发展的方向；充分考虑国外产品的发展水平，以

不产生技术壁垒为原则；标准的编写符合现行 GB/T 1.1 的

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无抵触；在编制过程中，

相关术语、技术要求、产品技术参数与 GB15308-《泡沫灭火

剂》、GB 27897《A 类泡沫灭火剂》等标准协调一致。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去掉分类和标记，增加型号的编写方法。型号跟以前

相比有较大变化。因为去掉了 B 类火，所以在型号中就没必

要标注火灾类型了；另外凝固点这个参数直接关系到水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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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剂的使用范围，有必要标注到型号中，便于用户选择，因

为水系可以以原液状态储存，也可能以混合液状态储存，所

以我们对原液和混合液的凝固点都进行了标注。

2.增加急性经口毒性、急性眼刺激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

方法。PFOS 作为水基型灭火剂的重要添加剂对环境造成污染

主要体现在生物蓄积性、持久性以及对生物的毒性等多方

面。一般 PFOS 类氟表面活性剂产品为液态，其溶液中 PFOS

的含量为 20％~25％左右，而该液态 PFOS 类氟表面活性剂在

6％水系灭火剂配方中的含量一般为 2％~2.5％左右，故可以

推算实际使用的 6％水系灭火剂预混液中 PFOS 的含量为

0.024％－0.0375％左右。PFOS 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即使在

光照、加热、化学作用、微生物作用及高等动物的代谢作用

下也很难被降解，是目前最难降解的全球性有机污染物之

一。PFOS 可以通过呼吸和食物被生物体摄取，并且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研究证明生物体对 PFOS 具有代谢降解作用。

随着国内外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对于消防产品尤其是

灭火剂产品的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水系灭火剂主要用在有

人场所，因此要求灭火剂产品必须对人体无毒无害。水系灭

火剂应用时可能对人身产生的伤害主要来自灭火剂自身以

及灭火剂暴露在火灾中产生的分解产物。水系灭火剂多采用

局部淹没灭火方式且种类繁多，适合通过动物实验评价危害

性。原有标准只规定鱼类毒性对于考察灭火剂毒性是远远不

够的，因此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急性经口毒性和急性眼

刺激性。小鼠毒性更能反应灭火剂对人体的毒害反应，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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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际意义。试验方法是依据化学品相关毒性方法，结合水

系灭火剂生产、使用、贮存等现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制

定的。

3.增加稳定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水系灭火剂尤其

是水系灭火剂和水的混合液在储存过程中会发生水解，使灭

火剂组分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各项性能尤其是灭火性能，

因此我们增加稳定性要求。

4.增加渗透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水系灭火剂扑救

固体火灾主要是通过和燃烧物接触后吸收燃烧物热量实现

灭火的，灭火剂喷射到固体燃烧物上能否向周围扩散并向内

部渗透对灭火作用的发挥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参照 NFPA

标准规定了渗透性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5.增加水系灭火剂原液凝固点、腐蚀率、PH 值的技术要

求。水系灭火剂不仅充装到灭火器中以混合液的状态储存，

还会充装到固定灭火系统或消防车中以浓缩液也就是原液

的状态储存，因此我们增加了原液的这几项指标要求。

6.修改凝固点试验方法。

通常测定凝固点的方法是将溶液逐渐冷却,一般情况下溶

液冷却到凝固点时并不立即凝固,而是继续降温成为过冷溶

液,当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开始凝固,此时放出的凝固热

使体系温度回升,当放热与散热达到平衡时,会在一段时间

内温度保持不变,此时固液两相共存的平衡温度即为溶液的

凝固点。以下图为例说明凝固点的测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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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为灭火剂在冷却降温过程中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图中曲线平台处的温度（-5.5℃）即为固液两相共存的

温度，也就是该溶液的真实凝固点。如图所示溶液在降温过

程中温度达到凝固点时并不凝固，而是继续降温，形成过冷

溶液，当过冷达到一定程度（-11℃）时，溶液开始凝固，

同时释放凝固热使体系温度回升，当释放的凝固热与散热达

到平衡时温度不再变化，形成曲线中的平台，平台处的温度

为-5.5℃，该温度是灭火剂的真实凝固点。

现行方法的测试过程是将样品放在冷室中降温，从 0℃

开始每降低 1℃需要将样品取出观察样品的流动情况，当温

度降低到-11℃时，样品还是流动的，然后温度回升至

-5.5℃，并在-5.5℃持续保持一段时间，当样品完全凝固时

温度继续下降。按现行方法的规定，应读取-12℃为凝固点，

该温度值并不是溶液的真实凝固点（-5.5℃），有时甚至会

低于真实凝固点 10℃以上, 从而使测试结果产生较大误差。

另外现行方法在降温过程需频繁取出样品观察样品的

凝固情况,这势必会加大试验人员的工作强度，同时观测凝

固情况存在人为因素影响，也给测试结果带来误差。

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方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方法为：开

启凝固点测试设备，使冷室的温度稳定在低于样品凝固点

10 ℃；将待测样品注入干燥、洁净的内管中，使液面高度

约为 50 mm；用软木塞或胶塞将铂电阻固定在内管中央，铂

电阻的下端距试管底部 10 mm；将装有样品的内管置于外管

中，然后将外管放入冷室，外管浸入冷室的深度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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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m；开始试验，设备自动记录温度—时间曲线；待样品

完全凝固，读取曲线平台处温度为凝固点。

7.去掉表面张力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8.去掉灭 B 类火性能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水系灭火

剂的优势主要是扑救 A 类火灾，此类灭火剂与泡沫灭火剂是

有区别的，泡沫灭火剂可以形成稳定的泡沫层从而具有很好

的抗烧性能，适用于大型 B 类火灾的扑救。而水系灭火剂按

现行标准只进行灭火性能测试，不进行抗烧（抗复燃）性能

测试，因此此类产品用于大型 B 类火灾的扑救具有极大的复

燃风险。但由于有些使用单位熟知水系灭火剂产品的专业技

术人员较少，不了解水系灭火剂和泡沫灭火剂之间的差异，

看到检测报告上既可以扑救 A 类火，又可以扑救 B 类火，就

认为水系灭火剂是全能产品，可以取代泡沫灭火剂进行 B 类

火的扑救，导致在一些必须用泡沫灭火剂的场所却使用了水

系灭火剂，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显然，标准中灭 B 类火性

能的规定给用户起到了一个误导作用。产品标准的作用之一

就是有效规范产品市场，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服务消防安全等

社会生产生活。因此我们在这次修订中去掉灭 B 类火性能。

9.去掉检验项目的不合格类型。

（三）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仅修订标准需要列出）

本标准与 GB17835—2008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去掉分类和标记，增加型号。

2.增加灭火剂原液凝固点、pH 值、腐蚀率的技术要求。

3.增加渗透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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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稳定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5.增加急性经口毒性、急性眼刺激性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

法。

6.去掉灭 B 类火性能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7.去掉检验项目的不合格类型。

8.修改凝固点试验方法。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关于凝固点试验

凝固点测试装置主要由制冷系统和温度记录系统组成。

可通过电脑自动显示测试中样品的温度，自动绘制温度—时

间曲线，显示在整个测试过程样品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从而可通过观测曲线的变化了解样品的凝固情况，并可确定

样品的凝固点。

我们选取不同型号的有代表性的水系灭火剂样品，分别

在不同的冷室温度下进行凝固点测试，记录冷室温度、样品

最低温度、样品达到最低温度的时间、曲线平台处（凝固点）

温度，具体测试数据见下表。

样品型号 冷室温度，℃
样品最低温

度，℃

样品达到最低

温时间，℃

曲线平台处温

度，℃

S-3-AB

-25 -8.003 9.10 -4.118

-17 -7.381 12.01 -4.033

-12 -7.388 13.49 -4.011

S-6-AB -21 -11.388 12.49 -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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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9.181 18.01 -7.036

-13.5 -7.837 26.83 -7.138

-10.5 —— —— 未冻结

S-100-AB

-25.38 -8.273 7.19 -3.907

-8.33 -4.942 66.81 -3.503

-7.50 —— —— 未冻结

S-3-AB

-5.2 -1.59 26.6 -0.28

-5.0 -1.55 28.88 -0.25

-3.8 -1.35 30.13 -0.25

-14.7 -1.85 10.21 -0.25

S-6-AB

-9.5 -4.559 30.77 -4.559

-13.0 -4.759 26.18 -4.759

-18.5 -4.958 22.19 -4.958

-25.36 -5.092 15.23 -5.092

S-100-AB

-26.6 -8.686 7.82 -8.486

-18.13 -7.953 8.32 -7.537

-14.77 -7.637 16.27 -7.354

从上表可以看出，冷室温度越低,降温速率越快，出现

最低温度的时间越早，同时样品最低温度越低，过冷现象也

就越严重。降温速率慢，虽然可缓解过冷现象，所测试的凝

固点更接近真值，但是出现最低温的时间较晚，试验过程较

长。结合实验数据综合分析，当冷室温度低于样品凝固点

10℃以上时，过冷现象较为严重，测得的凝固点误差较大，

而当冷室温度低于样品凝固点的温度不超过 5℃时，大部分

样品都不能冻结。因此冷室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同

时考虑试验周期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调节冷室温度低于样

品凝固点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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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对温度-时间曲线进行分析，确定曲线平台处

的温度，即样品凝固后当凝固热与散热达到平衡时的温度为

样品凝固点。曲线中的最低温度为过冷溶液的温度，不能作

为样品的凝固点。

建立凝固点测试试验步骤：

开启凝点测定仪，使冷室的温度稳定在低于样品凝固点

7℃～10℃。在干燥、洁净的凝点测定管中注入水系灭火剂

大约 50mm。将热电偶插入样品中央。打开温度记录系统，开

始试验，计算机自动绘制温度—时间曲线。试验结束，读取

曲线平台处温度为凝固点。

每个样品做两次试验，两次试验结果的差值不应超过

1℃，取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做为测定结果。如两次试验

结果的差值超过 1℃，则应进行第三次试验。

采用标准物质验证以上确定测试方法的准确性及重复

性，具体数据见下表：

标准物质

名称
样品编号

冷室温

度，℃

样品最低

温度，℃

样品出现

最低温时

间，℃

凝固点，℃

蒸馏水 1 -10.8 -1.45 12.03 -0.25

2 -9.2 -1.45 12.95 -0.25

3 -9.3 -1.50 12.63 -0.25

4 -9.2 -1.40 12.93 -0.25

5 -9.8 -1.50 12.07 -0.25

环己烷 1 -5.5 无 无 6.20

2 -5.0 无 无 6.20

3 -5.0 无 无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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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3 无 无 6.20

5 -5.5 无 无 6.20

以上标准物质凝固点测试温度—时间曲线图如下所示：

蒸馏水 1 蒸馏水 2

蒸馏水 3 蒸馏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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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己烷 3 环己烷 4

实验证明该方法准确性及重复性均较好。

（二）关于急性经口毒性、眼刺激性试验

急性经口毒性、眼刺激性试验方法参考的相关标准主要

有 GB/T21604-2008《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

GB/T21609-2008《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

GB/T21603-2008《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方法》、GB/T21605-2008

《急性吸入毒性试验方法》、GB/T21606-2008《急性经皮毒

性试验方法》、GB/T21763-2008《亚慢性经口毒性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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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193《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OECD 化学

品测试指南 No.404、No.407、No.408、No.402、No.403、

No.401、No.405；NFPA 18 及 NFPA18A；ISO7203-1、

ISO7203-2、ISO7203-3、ISO7203-4 等。

在了解水系灭火剂应用情况以及实际使用中毒性问题

的基础上，结合水系灭火剂产品特性以及产品生产、使用、

贮存等的实际现状，初步形成试验方案。对不同毒性、不同

型号的水系灭火剂分别以不同浓度、不同用量开展急性眼刺

激性、急性经口毒性实验。

1.对于急性经口毒性实验

我们主要采用最大灌胃量，既 20mg/1000g。 每只老鼠

称重后进行灌胃，灌胃后观察死亡率，实验数据见下表：

试验笼

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产品型

号
注射产品浓度 试验现象

9# 1号 27 S-3-AB 5% 无明显反应

9# 2号 23 S-3-AB 100% 1 小时内死亡

9# 3号 25 S-3-AB 50% 无明显反应

9# 4号 25 S-3-AB 25% 无明显反应

9# 5号 27 S-3-AB 10% 无明显反应

7# 1号 21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7# 2号 24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7# 3号 21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7# 4号 25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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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笼

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产品型

号
注射产品浓度 试验现象

7# 5号 21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8# 1号 24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8# 2号 25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8# 3号 22 S-3-AB 100% 4 小时内死亡

8# 4号 25 S-3-AB 100% 4 小时内死亡

8# 5号 25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0# 1号 24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0# 2号 25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0# 3号 26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0# 4号 26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0# 5号 24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6# 1号 24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6# 2号 24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6# 3号 28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6# 1号 30 S-3-AB 50% 无明显反应

6# 2号 31 S-3-AB 25% 无明显反应

6# 3号 29 S-3-AB 10% 无明显反应

6# 4号 24 S-3-AB 5% 无明显反应

6# 5号 31 S-3-AB 70% 无明显反应

5# 1号 26 S-3-AB 50% 无明显反应

5# 2号 26 S-3-AB 25% 无明显反应

5# 3号 17 S-3-AB 10% 无明显反应

5# 4号 26 S-3-AB 5% 无明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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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笼

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产品型

号
注射产品浓度 试验现象

5# 5号 25 S-3-AB 70% 无明显反应

4# 1号 31 S-3-AB 100% 4 小时内死亡

4# 2号 24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4# 3号 21 S-3-AB 100% 4 小时内死亡

4# 4号 25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4# 5号 21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3# 1号 31 S-6-AB 100% 无明显反应

3# 2号 28 S-6-AB 100% 无明显反应

3# 3号 30 S-6-AB 100% 无明显反应

3# 4号 31 S-6-AB 100% 无明显反应

3# 5号 32 S-6-AB 100% 无明显反应

2# 1号 28 S-6-AB 100% 无明显反应

2# 2号 29 S-6-AB 70% 无明显反应

2# 3号 26 S-6-AB 10% 无明显反应

2# 4号 26 S-6-AB 25% 无明显反应

2# 5号 28 S-6-AB 50% 无明显反应

1# 1号 32 S-3-AB 100% 1 小时后死亡

1# 2号 30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 3号 33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 4号 31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 5号 31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 6号 30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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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笼

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产品型

号
注射产品浓度 试验现象

10# 1号 31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2号 34 S-3-AB 100% 1 小时后死亡

10# 3号 32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4号 33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5号 34 S-3-AB 100% 1 小时后死亡

11# 1号 37 S-3-AB 30% 无明显反应

11# 2号 35 S-3-AB 60% 无明显反应

11# 3号 32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1# 4号 37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1# 5号 36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11# 6号 37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1# 38 S-3-AB 6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2# 34 S-3-AB 6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3# 36 S-3-AB 6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4# 33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5# 35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6# 33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7# 39 S-3-AB 100% 无明显反应

整理盒 8# 31 S-3-AB 100% 1 小时后死亡

10# 1号 34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2号 35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3号 32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4号 33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1号 37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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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笼

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产品型

号
注射产品浓度 试验现象

10# 2号 34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3号 29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10# 3号 36 S-100-AB 100% 无明显反应

2.急性眼刺激及损伤实验

为了评价灭火剂的眼睛刺激性及严重的眼部损伤，我们

在大鼠的眼球输入 0.1ml 灭火剂，记录大鼠睁开眼睛的时间，

并观察对眼结膜的刺激性，实验数据见下表：

试验笼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剂量

注射产品

型号

注射产

品浓度
试验现象

整理盒 1 1# 57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1小时睁眼 3 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1 2# 61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1小时睁眼 3 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1 3# 68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1小时睁眼 3 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1 4# 58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1小时睁眼 3 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1 5# 73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1小时睁眼 3 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2 1# 65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2 2# 62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2 3# 59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2 4# 68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2 5# 63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3 1# 70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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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笼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剂量

注射产品

型号

注射产

品浓度
试验现象

整理盒 3 2# 61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3 3# 71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3 4# 59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3 5# 59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10分钟睁眼半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4 1# 65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0.5小时睁眼 1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4 2# 60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0.5小时睁眼 1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4 3# 58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0.5小时睁眼 1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4 4# 62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0.5小时睁眼 1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4 5# 63
眼部滴入

0.1ml
S-3-AB 100%

0.5小时睁眼 1

小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5 1# 55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5 分钟睁眼半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5 2# 72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5 分钟睁眼半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5 3# 69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5 分钟睁眼半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5 4# 58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5 分钟睁眼半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5 5# 73
眼部滴入

0.1ml
S-6-AB 100%

5 分钟睁眼半小

时恢复正常

整理盒 6 1# 60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2 分钟睁眼，无

异常

整理盒 6 2# 71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2 分钟睁眼，无

异常

整理盒 6 3# 61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2 分钟睁眼，无

异常

整理盒 6 4# 59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2 分钟睁眼，无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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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笼号 小鼠编号
小鼠质量

（g）
注射剂量

注射产品

型号

注射产

品浓度
试验现象

整理盒 6 5# 57
眼部滴入

0.1ml
S-100-AB 100%

2 分钟睁眼，无

异常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国际标准 ISO 7203 在技术要求上相一致程度

较高，但灭火性能的技术要求相差较大。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以及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与国际标准 ISO 7203 在灭火性能的试验方法中

燃料有较大区别，ISO 7203 中使用的燃料为正庚烷，而本标

准使用的是橡胶工业用溶剂油。鉴于上述差异化内容，本标

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水平的关系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标准关系

标准的编写符合现行 GB/T 1.1 的要求；与现行法律法

规和相关标准无抵触；在编制过程中，相关术语、技术要求、

产品技术参数与 GB 15308-《泡沫灭火剂》、GB 27897《 A

类泡沫灭火剂》等标准协调一致。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强制性标准应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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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律、法规，主要以保障国家安全、防止欺骗、保护

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

环境为正当目标。由于水系灭火剂产品为安全类产品，涉及

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重要问题，因此本标准应为强制性标

准。

本标准能够满足我国水系灭火剂生产、应用的标准化要

求，为水系灭火剂产品的技术发展和行业市场规范提供指导

性依据，科学有效规范该类产品在我国的使用。

九、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建议实施过渡期为 12 个月。由于本标准与前版标准相

比技术内容变动较大，尤其新增部分检验项目，产品需进行

必要的技术改造以及验证检验，因此标准发布至实施需要一

定的过渡期。

十、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在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三分技术委员会及时组织对标准的宣贯。

十一、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因本标准的修订未采用国际标准或者与有关国际标准

技术要求不一致，并且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员的

贸易有重大影响，建议对外通报。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GB17835—2008《水系灭火

剂》，本标准实施的同时废止原标准。

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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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无

十五、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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