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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和 GB/T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 产品标准》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2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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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硫氧镁发泡砌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硫氧镁发泡砌块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规格和标记、原材

料、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堆放、运输、产品质量合格证。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与工业建筑物自承重墙体及保温隔热、防火阻燃墙体使用

的硫氧镁发泡砌块(以下简称砌块、代号为MOS-B（Magnesium oxysulfate foamed

block）。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96-2017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1616-2003 工业过氧化氢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978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GB/T 11969-2020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0294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20285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HG/T 2680-2017 工业七水硫酸镁

JC/T 407 加气混凝土用铝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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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T 449-2008 镁质胶凝材料用原料

JC/T 2199 泡沫混凝土用泡沫剂

JG/T 301 机制玻镁复合板与风管

WB/T 1023-2005菱镁胶凝材料改性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硫氧镁发泡砌块 Magnesium oxysulfate foamed block

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气泡引入到由轻烧氧化镁粉、硫酸镁、掺合料、轻集料、

改性剂和水制成的料浆中，经混合搅拌、浇注成型、养护、切割等工艺制成的，

用于墙体砌筑的硫氧镁基多孔轻质矩形块材。

3.2 干密度 dry density

砌块试件在(60±5)℃温度条件下烘至恒质测得的单位体积的质量。

3.3 游离氯离子含量 dissociative chloridion cotent

砌块单位质量游离氯离子的含量。

4 分类、规格和标记

4.1 分类

4.1.1 砌块按尺寸偏差分为 I型和Ⅱ型。I 型适用于薄灰缝砌筑，Ⅱ型适用于厚灰

缝砌筑。

4.1.2 按抗压强度分为M2.5、M3.5、M5.0、M7.5四个等级。

4.1.3 按干密度分为 B03、B04、B05、B06、B07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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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格

砌块的规格尺寸见表 4.2。

表 4.2 砌块的规格尺寸（单位：mm）

长度 L 宽度 B 高度 H

600
100 120 150

200 240 300
200 240 250 300

注：如需其他规格，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4.3标记

产品以硫氧镁发泡砌块代号（MOS-B）、强度和干密度等级、规格尺寸和标

准编号进行标记。

示例：强度等级为M3.5、干密度等级为 B05、规格尺寸为 600mm×200mm

×250mm的硫氧镁发泡 I型砌块，其标记为：

MOS-B M3.5 B05 600×200×250（I） T/CECS 1××××-202×。

5 原材料

5.1 轻烧氧化镁

轻烧氧化镁应符合 JC/T 449-2008《镁质胶凝材料用原料》的规定。

5.2 七水硫酸镁

七水硫酸镁应符合 HG/T 2680-2017《工业七水硫酸镁》的规定。

5.3 改性剂

改性剂应符合WB/T 1023-2005《菱镁胶凝材料改性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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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泡沫剂

泡沫剂应符合 JC/T 2199《泡沫混凝土用泡沫剂》的规定

5.5 粉煤灰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的规定。

5.6 硅灰

硅灰应符合 GB/T 27690《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的规定。

5.7 工业过氧化氢

工业过氧化氢应符合 GB 1616-2003《工业过氧化氢》的规定。

5.8 铝膏粉

铝膏粉应符合 JC/T 407《加气混凝土用铝膏粉》的规定。

5.9 合成纤维

合成纤维应符合 GB/T 21120《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的规定。

5.10 工业废渣

掺用其他工业废渣做掺合料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5.11 掺合料

掺合料的掺合料的放射性水平应符合 GB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的规定。



T/CECS 1××××—202×

5

6 要求

6.1尺寸允许偏差

砌块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1的规定。

表 6.1 尺寸允许偏差（单位：mm）

项目 I型 II型

长度 L ±3 ±4

宽度 B ±1 ±2

高度 H ±1 ±2

6.2 外观质量

砌块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6.2的规定。

表 6.2 外观质量

项目 I型 II型

缺棱掉角 最小尺寸/mm ≤ 10 30

最大尺寸/mm ≤ 20 70

三个方向尺寸之和不大于 120mm的掉角个数/个 ≤ 0 2

裂纹长度 裂纹长度/mm ≤ 0 70

任意面不大于 70mm裂纹条数/条 ≤ 0 1

每块裂纹总数/条 ≤ 0 2

损坏深度/mm ≤ 0 10

表面疏松、分层、表面油污 无 无

平面弯曲/mm ≤ 1 2

直角度/mm ≤ 1 2

6.3 抗压强度和干密度

砌块的抗压强度和干密度应符合表 6.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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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抗压强度和干密度

强度等级
立方体抗压强度/MPa

干密度等级 平均干密度/（kg/m3）

平均值 最小值

M2.5 ≥2.5 ≥2.1
B03 ≤300

B04 ≤400

M3.5 ≥3.5 ≥3.0
B04 ≤400

B05 ≤500

M5.0 ≥5.0 ≥4.2

B05 ≤500

B06 ≤600

B07 ≤700

M7.5 ≥7.5 ≥6.3
B06 ≤600

B07 ≤700

注：M2.5等级砌块适用于防火阻燃、保温隔热材料。

M3.5、M5.0、M7.5等级砌块适用于墙体砌筑。

6.4 劈裂抗拉强度

砌块的劈裂抗拉强度应满足表6.4的规定。

表6.4 劈裂抗拉强度

强度等级

劈裂抗拉强度/MPa
干密度等级 平均干密度/（kg/m3）

平均值 最小值

M2.5 ≥0.4 ≥0.3
B03 ≤300

B04 ≤400

M3.5 ≥0.7 ≥0.6
B04 ≤400

B05 ≤500

M5.0 ≥1.0 ≥0.9

B05 ≤500

B06 ≤600

B07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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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续）

强度级别

劈裂抗拉强度/MPa
干密度级别 平均干密度/（kg/m3）

平均值 最小值

M7.5 ≥1.2 ≥1.0
B06 ≤600

B07 ≤700

6.5 含水率

含水率应不大于 20%。

6.6干燥收缩

干燥收缩值应不大于 0.50mm/m。

6.7 抗冻性

应用于墙体的砌块抗冻性应符合表 6.7的规定。

表 6.7 抗冻性

强度等级 M 2.5 M 3.5 M 5.0 M 7.5

抗冻性
冻后质量平均值损失/% ≤5.0

冻后强度平均值损失/% ≤20

6.8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应符合表 6.8的规定。

表 6.8 导热系数 （W/（m·K））

干密度等级 B03 B04 B05 B06 B07

导热系数（干态） ≤ 0.10 0.12 0.14 0.16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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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抗返卤性

无返潮、无集结水珠。

6.10 游离氯离子含量

砌块的游离氯离子含量应不超过 0.1%。

6.11 碳化系数

砌块的碳化系数不应小于 0.85。

6.12 软化系数

6.12.1 用于防火阻燃、保温隔热材料的砌块，软化系数不应小于 0.70。

6.12.2 用于墙体砌筑的砌块，软化系数不应小于 0.85。

6.13 放射性限量

砌块的放射性限量应满足表 6.13的规定。

表 6.13 放射性限量

放射性限量
内照射指数 IRa ≤0.3

外照射指数 Ir ≤0.5

6.14 产烟毒性

砌块的产烟毒性危险分级应符合 GB/T 20285《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中

ZA2级要求。

6.15 燃烧性能等级

砌块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 GB 8624《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中

A1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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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方法

7.1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检测方法

7.1.1 量具要求：

a） 钢直尺：规格为 1000mm，分度值为 1mm；

b) 角尺：规格为 630mm×400mm；

c) 平尺：750mm×40 mm；

d) 塞尺：分度值 0.01mm；

e) 深度游标卡尺：规格为 300mm，分度值为 0.01mm。

7.1.2 尺寸测量：用钢直尺分别在长度、宽度、高度的两个对应面的中部各测量

一个尺寸，取绝对偏差最大的值，精确至 1mm。见图 7.1.2。

图 7.1.2 尺寸测量示意图

7.1.3 缺棱掉角：用角尺或钢直尺测量破坏部分对砌块的长、宽、高三个方向的

投影尺寸，精确至 1mm。见图 7.1.3。

图 7.1.3 缺棱掉角测量示意图

说明：

l——长度方向的投影尺寸，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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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高度方向的投影尺寸，单位为毫米(mm)；

b——宽度方向的投影尺寸，单位为毫米(mm)。

7.1.4 裂纹长度：用角尺或钢直尺测量，长度以所在面最大的投影尺寸为准，如

图 7.1.4中 l。若裂纹从一面延伸至另一面，则以两个面上的投影尺寸之和为准，

如图 7.1.4中(b+h)和(l+h)，精确至 1mm。

图 7.1.4 裂纹长度测量示意图

说明:

l——长度方向的投影尺寸，单位为毫米(mm)；

h——高度方向的投影尺寸，单位为毫米(mm)；

b——宽度方向的投影尺寸，单位为毫米(mm)。

7.1.5 损坏深度：将平尺平放在砌块表面,用深度游标卡尺垂直于平尺，测量其

最大深度，精确至 1 mm。见图 7.1.5。

图 7.1.5 损坏深度测量示意图

7.1.6 表面油污、表面疏松、分层：视距 0.6m目检并记录。

7.1.7 平面弯曲：用平尺、角尺和塞尺测量弯曲面的最大间隙尺寸，精确至 0.2

mm。见图 7.1.7。



T/CECS 1××××—202×

11

图 7.1.7 平面弯曲测量示意图

7.1.8 直角度：用角尺和塞尺测量角部最大间隙尺寸，并保证砌块的两个边处于

角尺的量程。精确至 0.2 mm。见图 7.1.8。

图 7.1.8 直角度测量示意图

7.2 干密度、含水率

7.2.1 仪器设备和试验室

a）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

b）托盘天平或磅秤：称量 2000g，感量 0.1 g。

c）钢板直尺：规格为 300mm，分度值为 1mm。

d）游标卡尺或数显卡尺：规格为 300 mm,分度值为 0.1 mm。

e）恒温水槽：水温(20±2)℃。

f）试验室：室温(20±5)℃。

7.2.2 试件

试件制备按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7.2.3 干密度和含水率试验步骤

1）取试件 1组，逐一量取长、宽、高三个方向的轴线尺寸，精确至 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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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试件的体积；并称取试件质量(M)，精确至 1g。

2）将试件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60±5)℃下烘至恒质(M0)。恒质指在

烘干过程中间隔 4h，前后两次质量差不应超过 2g。

7.2.4 结果计算与评定

干密度、含水率的结果计算与评定按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

能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7.3 抗压强度

7.3.1 抗压强度试验按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的规定

进行。

7.3.2 试件应在含水率（15±2）%下进行试验。如果含水率超出以上范围时，宜

在（60±5）℃条件下烘至所要求的含水率，并应在室内放置 6h以后进行抗压强

度试验。

7.4 劈裂抗拉强度

7.4.1 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按 GB/T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的

规定进行。

7.4.2 试件应在含水率（15±2）%下进行试验。如果含水率超出以上范围时，宜

在（60±5）℃条件下烘至所要求的含水率，并应在室内放置 6h以后进行抗压强

度试验。

7.5 干燥收缩值

干燥收缩值试验按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的规

定进行。

7.6 抗冻性

抗冻性试验按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的规定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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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导热系数

7.7.1 导热系数试验按 GB/T 10294《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

热板法》的规定进行。

7.7.2 当导热系数试件大面不能做到 300mm×300mm 时，可采用一块

300mm×200mm两边拼接两块 300mm×50mm而成。

7.8 抗返卤性

在 3个砌块中心锯取 200mm×200mm×原砌块厚度的试件 3块，将试件立放

或悬挂于相对湿度为 90%~95%，温度为 35℃~40℃的恒温恒湿箱中，试件之间

应有 50mm以上的间隔，以保证空气的流通。72h后取出观察试件的上下表面和

四个侧面，3块试件均无返潮、无集结水珠时，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9 游离氯离子含量

游离氯离子含量试验按 JG/T 301《机制玻镁复合板与风管》的规定进行。

7.10 碳化系数

碳化系数试验按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的规定

进行。

7.11 软化系数

7.11.1 在砌块的中心取 100mm×100mm×100mm的试件，共取六块，如一个砌

块无法取六个试件，则可用多个砌块取样。分为二组样本，每组三块。

7.11.2 处理试件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使之成为相互平行的平面。

7.11.3 试件处理后，将其中一组 3块浸入（20±2）℃的水中，水面应高出试件

30mm，保持 48h后取出，用湿布抹去表面水分。然后同另一组未泡水的试件一

起在压力机上做抗压强度试验。

软化系数按（式 7.11.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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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式 7.11.3)

式中：

I——软化系数;

R——饱和含水状态下试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R0——未浸水试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为兆帕(MPa)。

7.12 放射性限量

放射性限量试验按 GB 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的规定进行。

7.13 材料产烟毒性

材料产烟毒性试验按 GB/T 20285《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的规定进行。

7.14 燃烧性能等级

燃烧性能等级试验按 GB 8624《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的项目包括:尺寸偏差、外观质量、立方体抗压强度、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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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抽样规则

8.2.2.1 同品种、同规格、同等级的砌块，以 30000块为一批，每天不足 30000

块亦为一批，随机抽取 50块砌块，进行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检验。

8.2.2.2 从外观与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砌块中，随机抽取 6块砌块制作 1组试件，

进行如下项目检验：

a) 干密度：3组；

b) 强度级别：3组。

8.2.3 判定规则

8.2.3.1 若受检的 50块砌块中，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符合表 6.1和表 6.2规定

的砌块数量不超过 5块时，判定该批砌块符合相应等级；若不符合表 6.1和表 6.2

规定的砌块数量超过 5块时，判定该批砌块不符合相应等级。

8.2.3.2 以 3组抗压强度试件测定结果按表 6.3判定其强度级别，以 3组干密度

试件的测定结果平均值判定砌块的干密度级别。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干密

度平均值均符合表 6.3的规定，判定该批砌块抗压强度和干密度合格；若抗压强

度平均值和最小值、干密度平均值之一不符合表 6.3的规定，判定该批砌块抗压

强度和干密度不合格。

8.2.3.4 出厂检验中受检验产品的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抗压强度、干密度各项

检验全部符合相应等级的技术要求规定时，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型式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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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检验。

8.3.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第 6章中的所有要求。

8.3.3 抽样规则

8.3.3.1 同品种、同规格、同等级的砌块，以 30000块为一批，每天不足 30000

块亦为一批，随机抽取 80块砌块，进行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检验。

8.3.3.2 从尺寸允许偏差与外观质量检验合格的砌块中，随机抽取 31块砌块制

作试件，其中 16块用于干密度、含水率、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干燥收缩

试验，每块制作 1组试件，游离氯离子含量试验可以从抗压强度试验破坏的试件

取样；3块用于抗冻性试验，每块制作 2组试件；1块制作 1组试件，用于导热

系数测定；2块用于抗返卤性试验，2块制作 1组试样；5块用于碳化系数试验，

每块制作 1组试件；1块用于软化系数试验，1块制作 1组试件；1块用于放射

性限量试验，1块制作 1组试件；1块用于产烟毒性试验，1块制作 1组试件；1

块用于燃烧性能等级试验，1块制作 1组试件：

a) 干密度与含水率：3组；

b) 抗压强度级别：5组；

c) 劈裂抗拉强度：5组；

d) 干燥收缩：3组；

e) 抗冻性：6组；

f) 导热系数：1组；

g) 抗返卤性：1组；

h) 游离氯离子含量：1组；

i) 碳化系数：5组；

j) 软化系数：1组；

k) 放射性限量：1组；

l) 产烟毒性：1组；

m) 燃烧性能等级：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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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判定规则

8.3.4.1 若受检的 80块砌块中，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符合表 6.1和表 6.2规定

的砌块数量不超过 7块时，判定该批砌块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合格；若不符

合表 6.1和表 6.2规定的砌块数量超过 7块时，判定该批砌块尺寸允许偏差和外

观质量不合格。

8.3.4.2 以 5组抗压强度试件测定结果按表 6.3判定其强度级别，以 3组干密度

试件的测定结果平均值判定砌块的干密度级别。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干密

度平均值均符合表 6.3规定，判定该批砌块抗压强度和干密度合格；否则判定该

批砌块抗压强度和干密度不合格。

8.3.4.3 劈裂抗拉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干密度平均值均符合表 6.4规定，判定

该批砌块劈裂抗拉强度合格；否则判定该批砌块劈裂抗拉强度不合格。

8.3.4.4 含水率测定结果，当 3组中最大值符合 6.5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

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5 干燥收缩测定结果，当 3组中的最大值符合 6.6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

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6 抗冻性测定结果，当冻融质量损失和冻后强度损失符合 6.7规定时，判定

该批砌块抗冻性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7 导热系数符合 6.8的规定时，判定该批砌块导热系数合格，否则判定不合

格。

8.3.4.8 抗返卤性符合 6.9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9 游离氯离子含量符合 6.10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10 碳化系数符合 6.11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11 软化系数符合 6.12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12 放射性限量符合 6.13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13 产烟毒性符合 6.14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14 燃烧性能等级符合 6.15的规定时，判定该项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4.15 型式检验中受检验产品的尺寸偏差、外观质量、立方体抗压强度、干密

度、含水率、干燥收缩值、抗冻性、导热系数、抗返卤性、游离氯离子含量、碳

化系数、软化系数、放射性限量、产烟毒性、燃烧性能等级各项检验全部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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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等级的技术要求规定时，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9 堆放和运输

9.1 产品堆放

砌块应存放 5天以上方可出厂。砌块贮存堆放应做到：场地平整，同品种、

同规格、同等级，做好标记，整齐稳妥，砌块宜堆放于木制托架上、宜有防雨措

施。

9.2 产品运输

产品运输时，宜成垛绑扎或有其他包装。运输装卸时,宜用专用机具，严禁

摔、掷、翻斗车自翻自卸。

10产品质量合格证

产品出厂交付时应有质量合格证。其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标准编号、商标；

b） 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c） 产品规格、等级；

d） 生产日期；

e） 出厂检验项目和结果判定；

f） 检验部门与检验人员签章、检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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