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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A类泡沫灭火剂》

（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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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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健身器材的安

全 通用要求>等 2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

标委发〔2020〕第 22号）的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A类泡沫

灭 火 剂 》 修 订 项 目 由 应 急 管 理 部 归 口 ， 计 划 编 号 为

20201878-Q-450。应急管理部委托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灭

火剂分技术委员会（TC113/SC3）承担起草和技术审查任务。

（二）制定背景

A 类泡沫灭火剂是主要适用于扑救 A 类火灾和用于隔热防

护的泡沫灭火剂产品。2011年我国制定并发布实施了该产品的

国家标准 GB 27897-2011《A类泡沫灭火剂》，但随着 A类泡沫

灭火剂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GB 27897-2011已不能完

全体现 A类泡沫灭火剂的性能特征，主要表现在：

1.现行《A类泡沫灭火剂》要求由企业自行申报用于灭 A、

B类火以及隔热防护时的混合比特征值，但部分企业申报混合比

特征值过高，与在用的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的比例混合器无法匹

配，产品在较低混合比条件下，达不到应有的灭火和隔热防护性

能要求；

2.现行《A类泡沫灭火剂》发布实施十余年以来，在灭火救

援实战中较少有使用 A类泡沫灭火剂扑救 B 类火的案例，且主

要扑救 B类火的泡沫灭火剂已涵盖在 GB 15308《泡沫灭火剂》

标准中，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性能应聚焦于灭 A类火和隔热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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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引导 A类泡沫灭火剂产品的发展和应用，修订该

产品的国家标准，修改产品类型范围、明确产品的使用混合比要

求、提升标准的技术指标，以确保该标准持续引领 A 类泡沫灭

火剂产品的技术发展，有效规范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市场，满

足日趋严峻的火灾防控形势对高效泡沫灭火剂产品的需求。

二、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修订立足于我国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的发展现

状和实际应用需求，修订中遵循技术指标经济合理适用、利于批

量生产、方便设计和使用拓展等原则，注重标准内容的实用性、

易读性、可操作性；

2.本标准的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的

规定；计量单位和符号、代号符合 GB 3100《国际单位制及其应

用》、GB 3101《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和 GB 3102

《量和单位》中的规定；

3.以满足生产企业、用户和消防监督管理部门的需求为出发

点，修改原标准中不符合技术发展水平的技术内容，增加提升产

品质量的技术内容，使标准提出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产品当前发

展水平，能够推动产品技术进步，引领产业发展；

4.遵循“可证实性原则”，标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具备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所有强制性技术内容均能得到试验验证；

5.遵循“中立原则”，使产品标准能够成为生产者、用户和产

品质量检测机构的合格评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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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要求

1.范围

本版标准规定了 A 类泡沫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产

品型号、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版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T 2909-2014 《橡胶

工业用棉本色帆布》、GB 4351-2023《手提式灭火器》、GB/T

6003.1-2022《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

试验筛》、GB/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11983《表面活性剂 润湿力的测定 浸没法》、GB/T 21059《塑

料 液态或乳液态或分散体系聚合物/树脂 用旋转黏度计在规定

剪切速率下黏度的测定》、SH 0004《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3.术语和定义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强施放”、“缓施放”、“25%

抗烧时间”的定义。

4.型号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适用于扑救 A 类火灾、非

水溶性液体燃料火灾及隔热防护，代号为MJABP的 A类泡沫灭

火剂，增加了 A类泡沫灭火剂规格型号表示方法和示例。

5.要求

（1）一般要求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增加了“用于灭 A类火的混合比特

征值”和“用于隔热防护时的混合比特征值”的上限要求，删除了

“用于灭非水溶性液体火的特征值（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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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要求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比流动性”要求，增加了“粘

度”要求，修改了“pH 值”要求，删除了“混合比为 0.3％和 0.6％

时的润湿时间”要求，删除了“MJABP型 A类泡沫灭火剂的附加

性能要求”，删除了“MJABP型 A类泡沫灭火剂灭非水溶性液体

火的灭火性能级别划分”。

6.试验方法

（1）取样和温度处理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2）凝固点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修改了“凝固点”的试验方法，使用

铂电阻和数字式温度显示仪表代替凝固点用温度计，记录凝固过

程中的温度－时间曲线，读取曲线平台处温度为凝固点。

（3）抗冻结、融化性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4）比流动性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比流动性”试验方法，增加

了“粘度试验方法”。

（5）pH值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6）腐蚀率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7）表面张力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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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润湿性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9）发泡倍数和 25％析液时间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10）隔热防护性能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11）灭火性能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灭非水溶性液体燃料火试

验”方法。

7.检验规则

（1）抽样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2）出厂检验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没有变化。

（3）型式检验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增加了“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

发生变化时”和“其他通过型式检验才能证明产品质量的情况”，

删除了“正常生产两年或间歇生产累计产量达 800t时”的要求。

（4）检验结果判定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不合格类型”的要求。

8.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MJABP型 A类泡沫灭火剂

的标志要求，删除了 0.3%、0.6%混合比条件下的润湿时间要求。

9.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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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标准相比，本次修订删除了原附录 A“标准的解释性说

明”，将原附录 B“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操作方法”修订为附录A。

（三）主要技术要求的确定依据

1.关于删除产品型号

原标准中A类泡沫灭火剂产品分为“MJAP”和“MJABP”两种

产品类型，其中“MJABP”型产品既适用于灭 A类火和隔热防护，

又适用于灭非水溶性液体火。原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目前 A

类泡沫灭火剂主要供城市消防救援队伍用于扑救 A类火灾，很

少将其用于 B 类火扑救，在处置 B类火灾时，通常会使用配备

更为广泛的低倍泡沫灭火剂。本标准审查专家认为灭非水溶性液

体火性能是 GB 15308《泡沫灭火剂》标准中产品的主要应用范

围，A 类泡沫灭火剂只需要满足灭 A类火和隔热防护即可，为

避免与 GB 15308《泡沫灭火剂》在应用范围、适用对象上产生

交叉，本次修改删除了标准中“MJABP”这一产品类型，同时删除

原标准中涉及灭非水溶性液体火相关的表述内容。

2.关于增加用于灭 A类火、隔热防护的混合比特征值的上限

要求

原标准中规定了用于灭 A 类火、隔热防护的混合比特征值

由企业自行申报，但并未规定混合比特征值的上限要求。在标准

实施过程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企业申报的混合比特征值普遍在

1%-3%，满足原标准要求。但部分企业由于技术水平有限，产品

在低混合比条件下无法满足标准要求的性能指标，只能通过提高

泡沫液的混合比、增大泡沫用量来实现，有的企业甚至将 A 类

泡沫灭火剂用于隔热防护的混合比特征值确定为 10%。根据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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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6.6-2015《消防车 第 6部分：A类泡沫消防车》的要求，现

有的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中 A类泡沫系统中比例混合器的混合

比最大为 1%，企业产品在 1%混合比下根本无法达到相应的灭

火和隔热防护性能要求，实际使用时的灭火效果不佳，灭火时间

延长，甚至无法扑救火灾，严重降低了 A 类泡沫灭火剂结合压

缩空气泡沫消防车使用时的技术性能优势。

在灭 A类火方面，标准编制组选择国内市售典型的 A类泡

沫灭火剂产品，考察了在不同混合比条件下的灭火性能影响，数

据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混合比、发泡倍数对于灭火效果的影响

实验样品 混合比 发泡倍数
25％析液

时间
灭火时间 抗复燃时间

样品 A

0.3％ 11.4 8′10″ 55″

10min以上0.5％ 17.4 8′39″ 50″

1.0％ 48.9 19′27″ 1′14″

样品 B

0.3％ 10.5 6′55″ 52″

10min以上0.5％ 12.8 8′24″ 55″

1.0％ 22.3 12′41″ 1′05″

样品 C

0.3％ 13.5 10′18″ 52″

10min以上0.5％ 15.2 11′25″ 48″

1.0％ 17.6 12′26″ 59″

样品 D

0.3％ 13.8 10′53″ 50″

10min以上0.5％ 15.9 12′34″ 48″

1.0％ 25.1 15′05″ 1′21″

样品 E

0.3％ 13.5 9′29″ 50″

10min以上0.5％ 18.2 13′15″ 51″

1.0％ 23.7 16′18″ 1′33″

由数据可知，国内市售典型 A 类泡沫在 0.3%、0.5%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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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比条件下，均能在 90s内灭 2A木垛火，且灭火后的抗复燃

时间均在 10min以上，满足标准要求。在 0.3%-1%的混合比范围

内，不同混合比对灭火性能影响较小，而发泡倍数则对灭火效果

影响更大，1%混合比条件下发泡倍数较高时泡沫的灭火时间比

较低混合比下发泡倍数较低的灭火时间更长。因此，将 A 类泡

沫灭火剂灭 A类火的混合比特征值的上限确定为 0.5%能够满足

大多数 A类泡沫灭火剂灭 A类火的灭火性能要求。

在隔热防护方面，标准编制组考察了国内 5 个典型 A 类泡

沫灭火剂样品在 1%混合比条件下，发泡倍数＞30倍时的 25%析

液时间，数据如表 2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知，5个样品在发泡倍

数＞30倍时 25%析液时间均高于 30min，全部满足标准中用于隔

热防护对于发泡倍数和 25%洗液时间的要求。因此，将用于隔热

防护时的混合比特征值上限确定为 1%能够满足大多数A类泡沫

灭火剂的隔热防护性能要求。

表 2 典型 A类泡沫灭火剂在 1%混合比条件下的隔热防护性能数据

样本名称 发泡倍数 25％析液时间

样品 A 38.1 36′00″

样品 B 31.1 33′40″

样品 C 33.6 30′45″

样品 D 37.6 34′56″

样品 E 44.5 43′20″

样品 F 42.3 42′45″

样品 G 39.7 37′35″

综上，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兼顾目前市面上产品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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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综合考虑引领该产品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将 A类泡沫灭火

剂用于灭 A 类火和隔热防护的混合比特征值的上限分别确定为

0.5%、1.0%和 1%。

3.关于删除比流动性，增加粘度技术要求

原标准中对于泡沫灭火剂粘度的测试项目为“比流动性”。试

验方法主要按照牛顿型和非牛顿型对泡沫液进行区分，然后分别

采用不同的两种方法对其进行试验。但标准中未给出哪些类型的

泡沫灭火剂属于牛顿型，哪些属于非牛顿型，因此在具体选用何

种方法进行试验上存在一定问题。修订时将原“比流动性”要求改

为“粘度”要求，使用旋转粘度计在不同剪切速率下对泡沫灭火剂

进行试验。其试验方法是在对泡沫灭火剂的流体类型进行具体研

究的基础上选择的比较科学和便捷的试验方法。主要优点是不需

要再对泡沫灭火剂的流体类型进行区分。同时，修订标准中使用

的测量方法也是 ISO7203 国际标准中选用的测试粘度的试验方

法。

目前正在报批的 GB 15308《泡沫灭火剂》已参照 ISO7203，

删除了比流动性，增加了粘度技术要求，并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鉴于大多数 A类泡沫灭火剂的流体特征与 GB 15308《泡沫灭火

剂》中的合成泡沫基本一致，均为假塑性流体，为保持与该标准

的一致性，本标准修订中参照该标准的技术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

进行了修改。

4.关于修改泡沫液 pH值技术要求

原标准中规定泡沫液的 pH为 6.0-9.5，这一要求过于宽泛，

根据目前市场上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的性能和关键原材料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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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生产工艺的控制，适当缩小品 pH值的范围，能够更加准确

地控制产品的质量，保证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与应用装备的适

配性，同时也与 ISO国际标准的技术要求相一致；并且通过对长

期的试验结果进行分析，修改后的 pH要求范围能够满足 A类泡

沫灭火剂的实际应用要求，在售典型 A类泡沫灭火剂产品的 pH

值数据如表 3所示，均在 6.0-8.5范围内。

表 3 典型 A类泡沫灭火剂 pH值

样本名称 pH值

样品 A 7.8

样品 B 8.2

样品 C 7.5

样品 D 6.9

样品 E 6.8

样品 F 7.2

样品 G 7.7

样品 H 7.6

样品 I 7.6

样品 J 7.8

5.关于删除 A类泡沫灭火剂在混合比为 0.3%和 0.6%条件下

的润湿时间要求

原标准中规定需要测定 A类泡沫灭火剂在混合比为 0.3%、

0.6%和 1%条件下的润湿时间，但仅以 1%混合比条件下的润湿

时间作为判定是否合格的标准，0.3%和 0.6%条件下的润湿时间

测定后并无实际用处。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仅要求 1%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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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润湿时间即可达到相关要求，相关数据如表 4所示。因此修订

中删除A类泡沫灭火剂在混合比为 0.3%和 0.6%条件下的润湿时

间要求。

表 4 典型 A类泡沫灭火剂在 1%混合比条件下的润湿时间

样本名称 润湿时间（s）

样品 A 6.9

样品 B 11.2

样品 C 7.8

样品 D 12.2

样品 E 8.5

样品 F 12.5

样品 G 11.2

样品 H 9.5

样品 I 9.6

样品 J 8.3

6.关于修改凝固点测定方法

原凝固点的试验方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试验过程中

凝固点存在回升现象，凝固点要如何读取；试验过程受环境温度

影响，可能会使试验结果产生误差；人员对试验结果进行读数可

能存在人为误差等。特别是现行的测试方法是将过冷溶液的温度

作为泡沫灭火剂的凝固点，而该过冷温度有时甚至会低于真实凝

固点 10℃以上，使测试结果偏离实际凝固点较大，从而不能科

学指导泡沫灭火剂的实际应用。

目前正在报批的 GB 15308 《泡沫灭火剂》已采用设备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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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并绘制降温过程中温度－时间曲线，确定温度曲线平台处温

度为溶液凝固点，该方法可获得泡沫灭火剂的真实凝固点，确保

泡沫灭火剂的安全使用，并降低人工读数带来的误差。从产品组

分与理化性质特征上来讲，A类泡沫灭火剂与泡沫灭火剂的化学

组成、理化性质基本一致，因此为保持与该标准的一致性，本标

准修订中参照该标准进行了凝固点测定方法的修改。

7.关于删除不合格类型

本次修订删除了“不合格类型”的要求，即要求 A类泡沫灭火

剂符合所有项目的技术要求方为合格产品。这一修改符合提高 A

类泡沫灭火剂质量的需求。另外，这一修改也符合 A 类泡沫灭

火剂所属认证规则的要求。

（四）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仅修订标准需要列出）

标准修订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内容及变化

理由或依据如表 5所示：

表 5 标准修订前后的主要技术指标变化情况

技术指标 现行标准 GB 27897-2011 修订标准 GB 27897-20XX

产品型号 MJAP和MJABP型
仅保留MJAP型，删除

MJABP型

用于灭A类火的混

合比特征值
HA由生产者自行申报

HA由生产者自行申报，HA不

应大于 0.5%
用于隔热防护时的

混合比特征值
HG由生产者自行申报

HG由生产者自行申报，HG不

应大于 1.0%

比流动性

泡沫液流量不小于标准参比

液的流量或泡沫液的粘度值

不大于标准参比液的粘度值

删除

粘度，mPa·s —— 粘度≤120 mPa·s（在剪切速率

为 375/s时）

泡沫液 pH值 6.0-9.5 6.0-8.5
MJABP型 A类泡

沫灭火剂的附加性

见标准 5.2.3，以及 6.11.7部
分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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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MJABP型 A类泡

沫灭火剂灭非水溶

性液体火的灭火性

能级别划分

见标准 5.2.4部分 删除

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

的制定情况

（一）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

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5 号）等法律和部门规章

的规定，与我国现有泡沫灭火剂、泡沫灭火系统、泡沫灭火装备

相关产品标准、技术规范标准等协调一致，共同构成泡沫灭火领

域的标准体系。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对比分析

目前国际及国外同类标准主要有 NFPA 1150《用于 A类燃料

的化学泡沫灭火剂标准》，美国农业部 5100-307《用于森林火、

飞行器或地面设施火灾的灭火泡沫国际规范》标准对美国的 A

类泡沫产品进行检验。在国外使用 A 类泡沫灭火剂时，并不要

求一定与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相结合使用，但国内 A类泡沫灭火

剂主要结合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使用，因此国内外标准中对于 A

类泡沫灭火剂的技术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差异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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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技术指标 GB 27897-20XX NFPA 1150 5001-307b

密度 未规定 特征值
特征值，且应小

于 1.15
pH值 6.0-8.5 特征值 特征值

粘度 ＜120mPa·s ＜150cp ＜150cp

腐蚀率
对 Q235A钢片和

3A21铝片的腐蚀率
≤15

均匀腐蚀和晶

间腐蚀，以及与

非金属材料的

相容性特征值

均匀腐蚀和晶

间腐蚀，以及与

非金属材料的

相容性特征值

表面张力 ≤30 特征值 特征值

润湿能力
1.0%混合比条件下的

润湿时间≤20s 特征值 特征值

灭火性能

灭2A木垛火灭火时间

≤90s，且 10min内不

复燃

未规定 未规定

隔热防护

性能

隔热防护发泡倍数特

征值应≥30倍，且在该

条件下的 25%析液时

间≥20min

采用暴露保护

试验（LIFT），

1.0%混合比下

的降低指数应

大于 1.2

采用暴露保护

试验（LIFT），

由厂家提供特

征值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六、强制性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

建议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为 6个月。

本标准修订内容不涉及原材料和产品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

改造更新投入，对检测设备的更新有限。相关技术要求的修订与

当前国内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生产工艺水平相适应，不会引起

生产成本的增加，因此，本标准实施所需技术条件是成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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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发布和实施，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

间的过渡期建议为 6个月。

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本标准的实施监督部门为市场监管、消防部门。对于产品生

产、销售、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

等法律、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八、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对外通报。

我国是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大国，标准要求

与国外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建议对本标准修订情况进行对外通报，

促进产品进出口贸易。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现行的《A 类泡沫灭火剂》（GB

27897-2011）标准建议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标准编制组未识别到涉及本标准的专

利内容。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为“A类泡沫灭火剂”产品。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发布时的标准修订名称为《压缩空气泡沫

灭火剂》，标准编制组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生产企业、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 16 -

用户、科研机构等相关方意见，各方普遍认为将《A类泡沫灭火

剂》产品标准修订为《压缩空气泡沫灭火剂》，需要对产品名称、

技术指标等进行大幅修改，且修改后标准所包含的产品类型、技

术要求等与原标准差异过大，不便于保持标准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按照灭火剂分技术委员会相关委员建议，为保持标准的延续性和

一致性，避免用户对标准和产品名称修改产生混淆，有效规范 A

类泡沫灭火剂产品市场，将国家标准《压缩空气泡沫灭火剂》的

名称变更为《A类泡沫灭火剂》，并提交了标准项目调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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