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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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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有关单位组建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证总结实践经验，考察有关国

内外标准和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 2 术语，3 现场取样程序及要求，4 样

品制备，5 测试方法，6 数据处理与结果判定，7 报告。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联系电话：

010-57811218，010-57811483，邮箱：biaoban@cabee.org)，由建科环能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建科环能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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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的现场

取样和试验方法，做到技术先进、科学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节能工程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挤塑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XPS）、改性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

料等建筑用保温材料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检测。

1.0.3 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的现场取样和试验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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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六溴环十二烷 Hexabromocyclododecane（HBCD）

一种含溴阻燃剂，分子式为C12H18Br6，相对分子质量为642，白色结晶，溴含量

为74.7%，主要用作聚苯乙烯等有机材料的阻燃剂，通常包括α、β、γ三种同

分异构体。

2.2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 limit of Hexabromocyclododecane

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应不大于100 mg/kg（0.010 %）。

2.3 检出限 limit of detection

样品中的被分析物质能被检测到的最低量。

2.4 定量限 limit of quantitation

样品中的被分析物质能被定量检测的最低量。

2.5 批量 lot size

同厂家、同品种、同规格、同批次保温材料构成一批的量。

2.5 份样 sample

用采样器一次操作从一批的一个点或一个部位按规定质量所采取的保温材料。

2.6 份样量 sample weight

构成一个份样的保温材料的质量。

2.7 份样数 sample quantity

从一批中所采取的份样个数。

2.8 取样量 total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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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批中所采取的全部份样的总份样量

2.9 小样 small sample

由一批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份样组成的样品。

2.10 大样 large sample

由一批的全部份样或全部小样组成的样品。

2.11 试样 test sample

按规定的制样方法从每个份样、小样或大样所制备的供六溴环十二烷（HBCD）

测试分析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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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取样程序及要求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和防火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

对防火性能，用于室内的建筑保温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对有害物质限量

的规定，含有国家命令禁止与淘汰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阻燃剂型保温材料

严禁使用。

3.1.2 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的现场取样和检测应有具备相

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3.1.3 检验批抽样样本应随机抽取，满足分布均匀、具有代表性的要求。

3.1.4 采样基本程序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确定采样材料；

2）选派采样人员；

3）核查相关资料；

4）确定检验批；

5）确定采样法和取样量；

6）确定份样量和分样数；

7）确定安全措施及质量管控措施；

8）采样；

9）组成小样或大样。

3.1.5 取样前应制定明确的取样方案，采样时应由 2 人及以上的检测人员在场进

行操作。

3.1.6取样过程中要防止待取试样受到污染采样工具、设备采用材质不得与样品

有任何反应或使样品污染。

3.1.7 现场取样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和《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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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建建筑节能工程取样程序要求

3.2.1建筑保温材料的进场验收应对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并应经监理

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确认，纳入工程技术档案，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均应具

有出厂合格证及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等相关性能检测报告，资质齐全后方

可开展见证取样。

3.2.2 建筑保温材料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的进场验收应在施工现场随机抽

样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当复验的结果出现不合格时，则该材料不得使

用。

3.2.3 对于以 EPS、XPS为基材的其它非均质保温材料参照本标准执行时，当 EPS、

XPS的占总质量的比例小于 10%时，可不进行现场取样复验六溴环十二烷（HBCD）

含量，但应认真核查产品的出厂合格证及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等相关性能

检测报告。

3.2.4 检验批划分应满足《六溴环十二烷（HBCD）替代型保温材料外墙外保温

系统应用技术导则》中检验批划分的规定。

3.2.5 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同厂家、同类型、同规格的保温材料，当获得建筑节

能产品认证、绿色建材三星标识或连续三次进场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其检验

批的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可扩大一倍。

3.2.6 EPS、XPS和改性聚苯板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的建筑取样采样方

法采用简单随机采样法。将一个检验批中的所有保温材料按照抽签法取样，将其

按照包装进行编号，同时把号码写在纸片上，掺和均匀后，从中随机抽取份样数

的纸片，在抽中号码的包装中取 1包样品。

3.2.7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的建筑取样采样方法

采用两段采样法，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首先从总浆料容器 N0中随机抽取 N1件容器，再从 N1件容器中采取 N2个

份样。当 N0≤6时，取 N1= n0，当 N0＞6时，N1按下式计算：

N1 ≥ 33 N0 （3.2.7）

2 第二阶段份样 N2≥3，即容器中随机上中下最少 3个份样。

3.2.8 EPS、XPS等密度低于 50kg/3的保温材料取样量不宜低于 20g，其余高密度

的保温材料取样量不宜低于 6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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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EPS、XPS和改性聚苯板等板状保温材料份样量宜选择 100mm×100mm。

3.2.10胶粉聚苯颗粒材料等颗粒状保温材料份样量宜选择 5g。

3.2.11份样数应按照取样量和份样量确定。

3.2.12 板状保温材料在抽中的包装中随机选取至少两张板，可按对角线型、梅花

形、棋盘型等分布确定每张板上的取样位置。

3.2.13 颗粒状保温材料在包装的不同深度取样。

3.2.14将样品裁切成约 10mm的方块，混匀，放入盛样容器。

3.3 既有建筑节能工程取样程序要求

3.3.1取样前，应查阅节能方面的勘察设计、施工、监测、验收、历次检查及评

定、维护和改造情况等相关资料，明确既有建筑节能工程中的保温材料种类和面

积及使用位置。

3.3.2 2020年以前竣工的工程，同厂家、同品种、同批次保温材料可划分为一个

检验批。

3.3.3 2020年以后竣工的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宜满足《六溴环十二烷（HBCD）

替代型保温材料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导则》中检验批划分的规定。

3.3.4既有建筑节能工程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取样采样方

法采用简单随机采样法，并在取样前进行现场踏勘。

3.3.5 取样前现场踏勘应排查存在安全隐患或危险点，影响安全时，应进一步检

测鉴定，查明部位、范围、原因和程度，并采取解危排险措施之后，方可进行取

样。

3.3.6 现场勘查后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取样位置，位置应兼顾楼层和保温材料规格，

每个检验批至少在不同楼层和不同朝向分别取样不少于 3个点位。

3.3.7 EPS、XPS等密度低于 50kg/3的保温材料取样量不宜低于 20g，其余高密度

的保温材料取样量不宜低于 60g。

3.3.8 随机采样宜使用钻芯的方法进行取样，一个芯样中的保温材料可为一个份

样量。

3.3.9 份样数应按照取样量和份样量确定。

3.3.10 将钻芯取样的芯样去除防护层等非保温材料部分，保温部分按照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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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放入盛样容器。

3.4 样品保存及运输

3.4.1 盛样容器材质应与样品物质不起化学作用，没有渗透性。

3.4.2样品盛入容器后，应立即进行标识，包括并不限于样品名称及编号，取样

位置，取样日期及取样人。

3.4.3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不同保温材料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应防止破损、

浸湿和污染。

3.4.4 样品的保存有效期为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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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品制备

4.1 样品与试液制备

4.1.1 用破碎机将现场取回的样品破碎至粒径不大于 1 mm，混匀后置于干燥器

内室温下保存，备用。

4.1.2 EPS、XPS的称样量为 0.5g，试液制备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用绝热制品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GB/T 41077-2021中 5.4.1的规定。

4.1.3 改性聚苯板的称样量为 5g，试液制备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用绝热制品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GB/T 41077-2021中 5.4的规定。

4.1.4 测试时应进行平行试验，平行样不应少于 3份。

4.1.5 空白试液除不加样品外，其它步骤应与样品试液制备方法一致。

4.2 试剂与材料

4.2.1 本标准所用试剂均为色谱纯，所用水满足国家标准《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

和试验方法》GB/T 6682中一级水的规定。

4.2.2 丙酮-正己烷溶液(1+1)：将丙酮和正己烷按等体积比混合均匀。

4.2.3 甲醇-乙腈溶液（9+1）：取 900mL甲醇和 100mL乙腈等体积比混合均匀。

4.2.4 二氯甲烷-丙酮溶液(1+1)：将二氯甲烷和丙酮按等体积比混合均匀。

4.2.5 六溴环十二烷（CAS号:3194-55-6）：纯度≥98%。

4.2.6 六溴环十二烷（HBCD）标准储备溶液：称取 0.1000g±0.1mg六溴环十二

烷（HBCD）于 50mL烧杯中，加适量甲醇溶解，移入 250mL容量瓶中，用丙

酮定容，混匀，此溶液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浓度为 400mg/L，贮存温度(0~4)℃。

4.2.7 α、β、γ-六溴环十二烷（HBCD）标准储备溶液：100 mg/L，贮存温度(0~4)℃。

4.2.8 液相色谱-质谱用标准工作溶液：用甲醇逐级稀释α、β、γ-六溴环十二烷

标准储备溶液，配制成α、β、γ-六溴环十二烷质量浓度均为 0.5 mg/L、1 mg/L、

2 mg/L、5 mg/L、10 mg/L、25 mg/L、50mg/L 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贮存温度

(0~4)℃。

4.2.9 气相色谱质谱用标准工作溶液：使用六溴环十二烷标准储备溶液，用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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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稀释，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5 mg/L、10 mg/L、20 mg/L、30 mg/L、50 mg/L、

100 mg/L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贮存温度(0~4)℃。

4.2.10 容量瓶：10 mL、100 mL、250 mL。

4.2.11 针头过滤器：0.22μm，有机相。

4.2.12 注射器：5mL。

4.2.13 刻度离心管:10 mL，带螺口盖，含聚氟乙烯垫片。

4.2.14 样品管：30 mL，带螺口盖,含聚氟乙烯垫片。

4.2.15 纤维素套筒：用甲苯或丙酮预萃取 3次以上，烘干待用。

4.2.16 滤纸：用甲苯或丙酮预萃取 3次以上，烘干待用。

4.2.17 沸石：用甲苯或丙酮预萃取 3次以上，烘干待用。

4.2.18 固相萃取柱：C18，500 mg/6mL；或硅胶，500mg/3mL；活化后使用。

4.2.19 氮气：纯度应不低于 99.999%。

4.2.20 氦气：纯度应不低于 99.999%。

4.2.21 液氮：纯度应不低于 99.999%。

4.3 仪器与设备

4.3.1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HPLC-MS）应具备电喷雾离子源(ESI源)。

4.3.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应配备电子轰击电离源(EI)。

4.3.3 天平分度值不低于 0.1 mg。

4.3.4 索氏提取装置：250 mL。

4.3.5 氮气吹干仪。

4.3.6 超声波仪：超声频率不小于 40 kHz，超声功率不小于 400 W。

4.3.7 离心机：转速不小于 12000 r/min。

4.3.8 微波萃取仪：应配备四氯乙烯消解罐。

4.3.9 旋转蒸发仪：100mL。

4.3.10 破碎机：出料破碎粒径≤1mm。

4.3.11 微孔滤膜：0.22μm，有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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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步骤

5.1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HPLC-MS 法）实验步骤

5.1.1 标准曲线的绘制按照国家标准《建筑用绝热制品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

GB/T 41077-2021 中附录 A的参考分析条件，先测定液相色谱-质谱用标准工作

溶液，绘制工作曲线。以定量离子峰面积和浓度作图，得到标准曲线回归方程，

标准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不小于 0.990。

5.1.2 试液测定按建立标准曲线的仪器条件，测定按 4.1中试液制备方法制备的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测试溶液，外标法定量。

5.1.3 试液中目标化合物响应值应在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内，超出线性范围最高

点则用甲醇-水溶液稀释后再进行测定。

5.1.4 同时测定空白试液，空白试液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应不大于 10mg/L，

超过该结果后应检查试验过程、试剂与材料，并重新开展测试。

5.1.5 最后根据峰面积，从标准曲线上计算出相对应的六溴环十二烷同分异构体

的含量。

5.2 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 法）实验步骤

5.2.1 标准曲线的绘制按照国家标准《建筑用绝热制品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

GB/T 41077-2021 中附录 A的参考分析条件，先测定气相色谱-质谱用标准工作

溶液，绘制工作曲线。以定量离子峰面积和浓度作图，得到标准曲线回归方程，

标准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不小于 0.990。

5.2.2 试液测定按建立标准曲线的仪器条件，测定按 4.1中试液制备方法制备的

气相色谱-质谱用测试溶液，外标法定量。

5.2.3 试液中目标化合物响应值应在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内，超出线性范围最高

点则用丙酮-正己烷溶液稀释后再进行测定。

5.2.4 同时测定空白试液，空白试液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应不大于 10mg/L，

超过该结果后应检查试验过程、试剂与材料，并重新开展测试。

5.2.5 最后根据峰面积，从标准曲线上计算出相对应的六溴环十二烷同分异构体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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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处理与结果判定

6.1 结果计算

6.1.1 用数据分析系统或按式(1)分别计算试样中α、β、γ三种六溴环十二烷同分

异构体的含量, 计算结果扣除空白值 ,最终表示为六溴环十二烷总量（α 、β、γ

之和）。

�� =
�1−�0 ×�×�

�
(6.1.1)

式中：Xi——样品中各六溴环十二烷同分异构体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mg/kg)；

C1——萃取液中六溴环十二烷同分异构体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C0——空白试液中六溴环十二烷同分异构体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V——萃取液定容体积，单位为亳升(mL)；

K——萃取液稀释倍数（无量纲）；

m——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6.1.2 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结果保留 3位有效数字。

6.1.3 本方法回收率为 75%～120%。

6.1.4 本标准对绝热制品中α、β、γ-六溴环十二烷的定量限均为 5 mg/kg。

6.2 结果判定

6.2.1 新建建筑节能工程中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不应大于 100

mg/kg（0.01%）。

6.2.2 新建建筑节能工程中，改性聚苯板及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材料的两次测试结

果中如单次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小于 80 mg/kg，且平均结果不大于 110 mg/kg时，

可采用平行样品进行双倍复试，但报告中结果应标注为复试合格。

6.2.3 既有建筑节能工程中，当两次测试结果中，单次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小于

80 mg/kg，且平均结果不大于 110 mg/kg时，可采用平行样品进行双倍复试，但

报告中结果应标注为复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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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低于定量限时，结果应为未检出六溴环十

二烷。

7 报告

7.1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产品名称、产品批号及规格型号；

2）生产企业、委托单位及其它相关委托信息；

3）其它信息，如标称厚度或标称密度等。

7.2 试验报告基本信息应包括试验期间的温度、湿度及大气压等环境参数。

7.3 试验报告结果信息应包括下列内容：

1）试验结果；

2）批准人员、审核人员、检测人员；

3）试验日期。

4）样品的来源及描述；

5) 采用的标准；

6) 试验中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7) 检出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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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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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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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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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2《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3《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GB/T 10801.1

4《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GB/T 10801.2

5《建筑用绝热制品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GB /T 4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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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

标准名称

T/CABEE XXX-2020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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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XXX》T/CABEE 00X-2021经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2021年 X月 XX日以第 X号公告批

准发布。

六溴环十二烷（HBCD）作为一种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人类社会和环境会构成潜

在的长期危害。对人类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持久性、长距离迁移性和生物蓄积性。2016年环

境保护部、外交部等 11部委联合发布公告，要求自 2016年 12月 26日起，禁止六溴环十二

烷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对用于建筑物中发泡聚苯乙烯（EPS）和挤塑聚苯乙烯（XPS），

给出过渡期至 2021年 12月 25日，之后不允许使用六溴环十二烷。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

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国建节协（2017）40 号）及《关于印发<2021年度第一批

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建节协[2020]22号）的要求，由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组建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证总结实践

经验，考察有关国内外标准和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 2 术语，3 现场取样程序及要求，4 样品制备，5 测试

方法，6 数据处理与结果判定，7 报告。

为了规范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的现场取样和试

验方法，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工程中保温材料六溴环十二烷

（HBCD）检测方法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

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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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标准的编制目的。

1.0.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建筑节能工程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EPS）、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改性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等建筑用保温材料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检测。岩棉、

玻璃棉、无机保温砂浆等其它建筑保温材料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检测可参照

执行，本标准不适用于真空绝热板等复合保温材料制品。

1.0.3 本标准的要求为基本要求，建筑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HBCD）的现场

取样和试验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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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取样程序及要求

3.1 一般规定

3.1.1 中国目前是六溴环十二烷（HBCD）生产和使用的最大国家，2017 年六溴环

十二烷（HBCD）产量保持在 18000 吨，制造商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和河北等省。

自 2010 年初以来，六溴环十二烷（HBCD）作为阻燃剂用于生产 EPS、XPS 等有机

类型建筑绝热制品，提高材料的阻燃性能。2019 年 6 月 25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EU)2019/1021，六溴环十二烷保留在禁用物质列表中。

要求：物质、混合物、物品或作为阻燃物品的组成部分中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

（包括三种同分异构体）含量应等于或小于 100mg/kg（0.01%质量比），超过该

指标将不得用于生产和投放市场。因此，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的燃烧性

能和防火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对防火性能，用于室内的保温

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含有国家命令禁止与淘汰

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阻燃剂型保温材料严禁使用。

3.1.3 本条要求试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指抽取的试样应和多数样本质量一致。

试样应分布均匀，不应抽取质量明显有差异或有缺陷的试样。

3.1.6为避免试样在取样过程中收到污染，因此要求在取样过程中要防止待取试

样受到污染，采样工具、设备采用材质不得与样品有任何反应或使样品污染。

3.2 新建建筑节能工程取样程序要求

3.2.1 质量证明文件主要包括质量合格证、中文说明书、相关性能检测报告、型

式检验报告等。材料的进场验收应对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并应经监理

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确认，资质齐全后方可开展见证取样。

3.2.2 建筑节能工程中保温材料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量的进场验收应在施工

现场随机抽样复验，以验证其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3.2.3 对于以 EPS、XPS为基材的其它非均质保温材料参照本标准执行时，当 EPS、

XPS的占总质量的比例小于 10%时，其 EPS或 XPS部分质量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

含量占总质量比的百分数进一步缩小，按此方法检测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

含量可能小于检出限，因此可以不进行现场取样复验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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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应认真核查产品的出厂合格证及原材料或产品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含

量等相关性能检测报告。

3.2.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中并未涉及六溴环十二烷

（HBCD）含量的检测，因此检验批划分应满足《六溴环十二烷（HBCD）替代

型保温材料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导则》中检验批划分的规定。

3.2.5 对于当获得建筑节能产品认证、绿色建材三星标识或连续三次进场检验均

一次检验合格时，其检验批的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可扩大一倍。

3.2.8 EPS、XPS、改性聚苯板的低密度产品等材料的密度一般低于 50kg/3，均

匀性较好，因此保温材料取样量不宜低于 20g。其余高密度的保温材料，因为其

均匀性相对较差，平行样品按照 3份计算，需要称量 15g，大样需要是小样的双

倍，大样需要 30g。一般工程取样需要抽两份，测一份，备份一份。总共需取样

60g，因此规定其取样量不宜低于 60g。

3.3 既有建筑节能工程取样程序要求

3.3.1既有建筑保温工程的情况复杂，因此在实际的取样前，应查阅节能方面的

勘察设计、施工、监测、验收、历次检查及评定、维护和改造情况等相关资料，

明确既有建筑节能工程中的保温材料种类和面积及使用位置，方可开展相关取样。

3.3.2 2016 年 7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六溴环十二烷修正案》（以下简称

《修正案》）。《修正案》要求，用于建筑物中发泡聚苯乙烯（EPS）和挤塑聚苯乙

烯(XPS)的（主要作为阻燃剂）特定豁免登记的有效期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终止。

在 2020年以前竣工的工程，相关的 EPS、XPS中基本会采用六溴环十二烷（HBCD）

作为阻燃剂，因此同厂家、同品种、同批次保温材料可划分为一个检验批，减少

测试工作量。

3.3.3 2020年以后竣工的工程，随着禁限的临近，可能部分材料已采用六溴环十

二烷（HBCD）替代型阻燃剂，为确保检测代表性，检验批的划分宜满足《六溴

环十二烷（HBCD）替代型保温材料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导则》中检验批划

分的规定。

3.3.7 原因参见 3.2.8款的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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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作为既有工程，对于薄抹灰等系统，取样时芯材和防护层材料，甚至胶粘

剂混合在一起，因此应将钻芯取样的芯样先行去除防护层等非保温材料部分，仅

仅将保温部分按照 3.2.14处理后放入盛样容器。

3.4 样品保存及运输

3.4.4 为保证检测样品的性能随时间发生变化或收到长时间取样的干扰，将检测

样品的保存有效期为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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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品制备

4.1.1 规定了 EPS、XPS的称样量为 0.5g，试液制备应符合 GB/T 41077-2021中

5.4.1的规定。

4.1.2 规定了改性聚苯板的称样量为 5g，试液制备应符合 GB/T 41077-2021 中

5.4的规定。

4.2和 4.3节主要参考了国标中相关的规定，并对其进行了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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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步骤

5.1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HPLC-MS 法）实验步骤

5.1.1 标准曲线的绘制按照 GB/T 41077-2021中附录 A的参考分析条件。

5.2 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 法）实验步骤

5.2.1 标准曲线的绘制按照 GB/T 41077-2021中附录 A的参考分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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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处理与结果判定

6.1 结果计算

6.1.4 本标准规定了对绝热制品中α、β、γ-六溴环十二烷的定量限均为 5 mg/kg。

6.2 结果判定

6.2.2 主要针对产品均匀性相对较差的产品，在新建建筑节能工程中，改性聚苯

板及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材料的两次测试结果中如单次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小于

80 mg/kg，且平均结果不大于 110 mg/kg时，可采用平行样品进行双倍复试，但

报告中结果应标注为复试合格。

6.2.3 主要针对产品均匀性相对较差的产品，既有建筑节能工程中，当两次测试

结果中，单次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小于 80 mg/kg，且平均结果不大于 110 mg/kg

时，可采用平行样品进行双倍复试，但报告中结果应标注为复试合格。

6.2.4 保温材料中六溴环十二烷的含量低于定量限时，检测报告中的结果应为未

检出六溴环十二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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