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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铵盐处理人工林木材的燃烧性能 3

吴玉章  原田寿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  茨城县

摘  要  利用锥形量热仪对磷酸铵盐处理的人工林杉木 !杨木和马尾松木材的燃烧性能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磷

酸铵盐阻燃处理木材的引燃时间与阻燃剂量有关 对 种木材而言 阻燃剂量超过 # 木材才不会被点燃

磷酸铵盐对降低木材的释热性能效果明显 释热速度降低 释热总量减少 气相燃烧放热降低 而且随着阻燃剂量

的增加 降低程度更加明显 经磷酸铵盐阻燃处理 木材失重降低 这对保证结构外形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磷酸

铵盐阻燃剂的抑烟作用不理想 虽然降低了最强发烟过程的强度 但是也提高了最弱发烟过程的强度 而且随着阻

燃剂量的增加 发烟量呈增加的趋势 在阻燃研究中 阻燃剂在木材内分布状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特别

是木材这种非均质性材料 阻燃剂分布的不均匀性将会影响材料整体的耐火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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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处理是木质材料走进建筑材料市场的一个关键环节 ∀关于木质材料阻燃国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 但阻燃性能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的评价方法上 尤其是利用锥形量热仪这一先进评价手段的研究还不

多见 ∀李坚等 !王清文等 曾利用锥形量热仪研究了 ƒ • 木材阻燃剂的阻燃性能和抑烟性能

吴玉章等 利用锥形量热仪对人工林杉木 Χυννινγηαµια λανχεολατα !杨木 Ποπυλυσ ≅ χαναδενσισ √

− . 和马尾松 Πινυσ µασσονιανα 木材固有的燃烧性进行了研究分析 结果表明 未经阻燃处理的木材

很容易被点燃 而且燃烧释放出大量的热 ∀因此 作为建筑材料必须进行阻燃处理 ∀

用于木材的阻燃剂主要是含磷 !氮 !硼等阻燃元素的化合物以及含有这些元素的复合型化合物或混合

物 ∀磷类化合物的作用机制主要是脱水炭化作用 如果有含氮的化合物 在高温下可形成膨胀性焦碳层 起

到隔热阻氧的作用 硼类化合物是低熔点的化合物 加热形成玻璃状涂膜 覆在聚合物表面 起到隔热阻氧的

作用 薛恩钰等 王元宏 李坚 ∀由于环保要求的提高 阻燃材料的环保要求也相应加强

而含有磷 !氮 !硼等元素的化合物及其复合型或混合型的阻燃剂不仅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 而且处理时或燃



烧释放出的物质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也小 处理成本也较低 ∀

本文就磷氮复合型阻燃剂处理的人工林木材 利用锥形量热仪对其燃烧性能进行评价 掌握阻燃处理后

木材燃烧性能的变化 进一步探讨阻燃剂量对燃烧性能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试验树种为采自江西大岗山林场的杉木和马尾松 以及产地在辽宁的杨木 ∀取气干材按 ≥ 制

成加热面为 ≅ ×或 ≅ 面 幅面尺寸 ≅ 厚度 的样品 ∀每种条件试验 次 ∀

阻燃剂为磷酸盐类中的磷酸二氢铵 ° 化学纯 北京化学试剂公司 ∀

1 .2  方法

首先 将磷酸二氢铵配制成质量分数分别为 ! 和 的水溶液 然后真空浸注到木材样品中

ε 下干至恒重 放在干燥器内 准备进行燃烧试验 ∀本研究采用 ≤ 型锥形量热仪 日本东洋制机 热源

辐射强度为 • # ∀为了减少外界的影响 将样品除加热面外的所有面用铝箔纸包覆 放入不锈钢制的

样品固定架内 并用隔热棉隔断热量从样品背面向外传递 ∀数据每 读取一次 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

1 .3  评价指标

引燃时间 即样品从加热开始到出现稳定火焰的时间 它主要反映了木材被点燃的难易

程度 释热速度≈ 和释热总量≈ × 木材受热分解释放热的速

率和量 有效燃烧热≈ √ ∏ ≤ 失重率≈ 反映木材受热分

解质量减少的速率 减光系数≈ ¬ ∞≤ 和发烟总量≈ ∏ ×≥° 反映木

材受热分解时某一时刻释放出烟的浓度和某一时间段内发烟的总量 ∀

 结果与分析

2 .1  引燃时间

引燃时间越长 说明木材越不易被点燃 ∀表 给出了阻燃处理前后 种木材引燃时间的变化情况 ∀由

表可知 阻燃剂量低于 # 时 种木材的引燃时间与未处理的相比变化不明显 有的甚至小于未处

理材 ∀原田寿郎 用 ° 和 水溶液处理 类柳安 Παρασηορεαστελλατα 胶合板时也发现

有些样品不会被点燃 有些不仅被点燃 而且引燃时间小于未处理材的情况 ∀原田认为这主要取决于阻燃剂

种类和处理量 ∀李坚等 研究阻燃处理的红松 Πινυσ κοραιενσισ 和紫椴 Τιλια αµυρενσισ 木材 引燃时间

有的略有延长 有的与素材相同 ∀本研究进一步增加阻燃剂的用量 当阻燃剂量超过 # 时 杨木和

马尾松木材未被点燃 ∀由于杉木木材的浸注性问题 本试验未能获得阻燃剂量超过 # 的样品 但由

表 可说明杉木木材也需要超过 # ∀
表 1  阻燃剂吸收量对燃烧性的影响

Ταβ .1  Τηε εφφεχτσ οφ ρετεντιον οφ τηε φιρε ρεταρδαντ ον τηε βυρνινγ βεηαϖιουρ

树种

≥

吸收量

Π #

有效燃烧热

≤Π #

平均失重率

√ Π #

引燃时间

Π

杉木 ≤ ƒ

杨木 °
未点燃

马尾松 °
未点燃

未点燃

  阻燃剂分布均匀性对阻燃效果也有很大影响 ∀由于木材的非均质性及渗透性问题 可导致阻燃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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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均匀性 这对评价阻燃处理木材的燃烧性能有一定影响 ∀例如 表 中杨木阻燃剂量达到 #

时 引燃时间 与 # 时未点燃相比 结果相矛盾 ∀试验中观察到样品是在局部被点燃 这是阻

燃剂分布不均匀影响所至 ∀

2 .2  释热速度和释热总量

图  马尾松木材释热速度和释热总量

ƒ  °

# # # #

图  杨木木材释热速度和释热总量

ƒ  °

# # # #

图  杉木木材释热速度和释热总量

ƒ  ≤ ƒ

# # #

图 ∗ 给出了 种人工

林木材阻燃处理后的释热速度

和释热总量的变化情况 ∀由图

看出 阻燃处理后木材试样的

释热速度和释热总量都明显降

低 个释热峰明显减弱 ∀当

阻燃剂量增加到 # 以

上 杉木除外 时 释热峰完全

消失 释热总量大幅度降低 整

个释热过程以低速平缓方式进

行 ∀上述结果与原田寿郎

的结果相似 ∀根据日本

建筑材料燃烧等级的界定标

准 燃烧 的释热总量小

于 # 的材料为准不燃

材料 所以阻燃剂量在 #

左右的杨木和阻燃剂最大

量在 # 左右的马尾松

已经达到准不燃等级材料 ∀

2 .3  有效燃烧热

有效燃烧热反映的是木材

受热分解每损失 质量的物

质 即木材热解产生的可挥发

性物质 燃烧所放出的热量 ∀

表 给出了阻燃处理前后 种

木材有效燃烧热的变化情况 ∀

阻燃处理前 种木材的有效燃

烧热差异不大 平均在 #

左右 ∀这与 种木材的主

要组成成分都是纤维素 !半纤

维素和木质素 热解过程和可

挥发性物都比较相近相关 ∀阻

燃处理后木材的有效燃烧热降

低 ∀当阻燃剂量在 #

以内时 杉木 !杨木和马尾松木

材的有效燃烧热从 #

左右分别降到 # !

# ! # 左右 ∀当阻

燃剂量超过 # 以后 杨木和马尾松木材的有效燃烧热从 # 左右分别降到 1 # ! 1

# 甚至更低 ∀这与所用阻燃剂的阻燃机理有关 ∀磷酸铵盐阻燃剂的作用机制在于促进木材的脱水炭

林 业 科 学 卷  



化 同时自身分解产生水蒸气 !氨气等不燃性气体 所以阻燃剂量越多有效燃烧热就会越低 ∀

2 .4  失重率

图 ! 给出了阻燃处理前后杉木和杨木木材失重率的变化过程 马尾松木材的变化情况与杨木情况相

似 ∀由图看出 阻燃处理降低了失重率 尤其是与释热速度峰值相对应的 个失重率峰强度减弱 ∀随着阻燃

剂量的增加 失重率的 个峰消失 失重以低速平缓的过程发生 ∀阻燃剂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变化很小 ∀表

给出了 种木材阻燃处理前后平均失重率的变化情况 ∀阻燃处理后木材的失重减少 而且随着阻燃剂剂量

的增加而减少的程度也有所增加 ∀吸收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变化不甚明显 ∀

  失重率的降低与磷酸铵盐类阻燃剂作用机制密切相关 ∀磷酸铵盐最重要的作用机制在于促进木材脱水

炭化作用 使木材中的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以固态炭的形式保留下来 减少热分解造成的挥发性物质

的产生 石原茂久 李坚 ∀

图  杉木木材失重率

ƒ  ≤ ƒ

# # #

图  杨木木材失重率

ƒ  °

# # # #

2 .5  减光系数和发烟总量

图 ! 反映了阻燃处理前后杉木和杨木木材的减光系数变化情况 马尾松木材的情况与杨木的相似 ∀

吴玉章等 对未阻燃处理木材的发烟量情况做了详述 点燃前和炭化过程结束以后发烟最强 炭化过程

中以及无焰燃烧阶段发烟最弱 ∀阻燃处理后木材的发烟量发生了变化 ∀阻燃剂量在 # 左右以内

时 表征烟气浓度的第二尖锐峰减弱 并随着阻燃剂量的增加而消失 ∀这与原田寿郎 的结果以及王清

文等 研究阻燃处理红松和紫椴的结果相近 ∀当阻燃剂量超过 # 时 烟气浓度大幅度增加 而

且有随着阻燃剂量增加而继续增加的趋势 ∀阻燃处理后木材从受热开始到结束都有烟气产生 ∀

未处理木材在炭化过程中和无焰燃烧阶段发烟最弱 但阻燃处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图 ! 是杨木和

马尾松木材发烟总量曲线 ∀由图看出 阻燃处理后发烟量与时间基本呈直线关系 说明阻燃处理木材从受热

开始到结束 发烟量随时间而增加 ∀特别是与原来发烟最弱的炭化过程和无焰燃烧阶段 即 曲线的平坦部

分 对应的部分 阻燃处理后由与横轴近乎平行的曲线变成直线 ∀随着阻燃剂量的增加 直线倾斜的角度也

在增加 如杨木 ∀如果用与曲线相切直线的斜率反映单位时间内的发烟量的话 那么切线斜率越大发烟速

度 即单位时间内的发烟量 也越大 ∀由图看出 阻燃处理前发烟速度是变化的 即点燃前发烟速度最大 其

次是炭化过程结束后 炭化过程中及无焰燃烧阶段发烟速度最低 而阻燃处理后发烟速度基本不变 ∀由此说

明 阻燃处理提高了炭化过程和无焰燃烧阶段的发烟速度 ∀

由图 ! 还可看出 相对于未处理木材 即 曲线 的 个强发烟过程 阻燃处理后曲线的斜率比这 个

过程曲线的斜率都要小 ∀由此说明阻燃处理降低了木材点燃前和炭化结束后 个强发烟过程的发烟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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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杉木木材减光系数

ƒ  ∞¬ ≤ ƒ

# # #

图  杨木木材减光系数

ƒ  ∞¬ °

# # # #

图  杨木木材发烟总量

ƒ  × ∏ °

# # # #

图  马尾松木材发烟总量

ƒ  × ∏ °

# # # #

 结论

阻燃处理使木材的燃烧性能发生变化 ∀阻燃处理木材的引燃时间与阻燃剂量有关 当阻燃剂量超过

# 时 木材才不会被点燃 ∀磷酸铵盐处理的木材释热性能大幅降低 释热速度降低 释热总量减少

气相燃烧放热也被降低 而且随着阻燃剂量的增加效果更加明显 这对降低火灾引起的危害具有重要作用 ∀

阻燃处理使木材失重减少 对以建筑材料为主的木材来讲 这在保持结构外形的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

用 ∀磷酸铵盐阻燃剂的抑烟作用不理想 虽然降低了最强发烟过程的强度 但是也提高了最弱发烟过程的强

度 而且随着阻燃剂量的增加 发烟总量也呈增加的趋势 ∀

阻燃剂在木材内分布状态对阻燃效果有影响 特别是木材这种非均质性材料 阻燃剂分布的不均匀性将

会影响材料整体的耐火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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