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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作为一种常用的装饰材料，广泛应用于家

居等室内装饰领域。然而，由于市场上存在着质量参差不齐的产品，使

用不符合标准的多层复合板材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给消费者带来了一定

的风险。

编制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是为了规范多层

复合板材的生产和使用，保证其质量和安全性，提高室内装饰材料的整

体品质，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环保和耐久性的需求。

编制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具有以下意义：

一、保障消费者权益：制定统一的技术要求标准，可以避免市场上存在

的质量不合格的多层复合板材，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提高产品

质量：通过制定技术要求标准，可以规范多层复合板材的生产工艺和质

量控制，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三、促进行业发展：标准的制定有

助于推动行业内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整个室内

装饰材料行业的健康发展。四、保护环境：标准的制定可以要求多层复

合板材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环保材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室内装饰

材料的环境友好性。五、促进国际贸易：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室内装饰

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有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合

作。

综上所述，编制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是为

了规范行业，保障消费者权益，提高产品质量，促进行业发展，保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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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及促进国际贸易。这一标准的制定将对整个室内装饰材料行业产生

积极的影响，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

息化管理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

的态度，在对我国现有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

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

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相关情况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市

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

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需要具备的特殊

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室内装

饰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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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室

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浙江海纳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

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年 10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

编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

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

南》和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

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 9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

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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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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燃烧性能 燃烧热值的测定

GB/T 11942 彩色建筑材料色度测量方法

GB/T 14402 建筑材料及制品的燃烧性能 燃烧热值的测定

GB/T 14732 木材工业胶粘剂用脲醛、酚醛、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1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2412 普通装饰用铝塑复合板

HG/T 2454 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双组分）

HG/T 3655 紫外光（UV）固化木器涂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2 多层复合板材 multilayer composite panels

多层复合板材是一种由多层薄木片或其他材料通过特殊工艺粘合而

成的板材。它由两层或多层木材胶合板或刨花板交替叠加而成，中间层

的木材纤维方向与上下层的木材纤维方向垂直，通过胶水将各层木材牢

固地粘合在一起。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建筑、家具和包装等领域的具有高

强度、稳定性和防潮性能的板材。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应有专业化的设计团队、研发团队，具备新产品开发能力。

4.1.2 可实现产品的模块化设计，提高材料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4.2 原材料

4.2.1 木材原料应采用干燥设备干燥，含水率应控制在 6%～12%。

4.2.2 人造板及其制品的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 18580中规定的E1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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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4.2.3 饰面单板厚度≥0.3 mm，偏差应符合 GB/T 13010 的相关规定。

4.2.4 胶粘剂应符合 GB/T 14732 的相关规定。

4.2.5 有害物质应符合 GB 18583 的相关规定。

4.2.6 油漆采用环保水性涂饰材料应符合 HG/T 2454、HG/T 3655 的相

关规定。油漆中挥发性有机物 VOC 应符合 GB 18581 的相关规定。

4.3 设备及工艺控制

4.3.1 生产过程应采用先进的信息化软件管理系统，产品采用唯一编码，

实时监控，实时可追溯。

4.3.2 生产工艺布线应采用丰田模式的单件流水线生产方式。

4.3.3 应配备平衡房，对特殊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进行二次性能平衡。

4.3.4 应配备大型中央除尘设备，粉尘应进行统一收集、处理。

4.3.5 应配备污水处理设施。

4.3.6 应具备水性漆涂饰及烘干的装置。

4.4 检测能力

应具备技术要求所规定项目的检测能力。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量

多层复合板材外观应整洁，非装饰面无影响产品使用的损伤，装饰

面外观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外观质量

缺陷名称 技术要求

压痕 不准许

印痕 不准许

凹凸 不准许

漏涂 不准许

波纹 不准许

鼓泡 不准许

疵点 最大尺寸≤3 mm，数量≤3个/m
2

划伤 不准许

擦伤 不准许

注： 对于表中未涉及的表面缺陷，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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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尺寸允许偏差

多层复合板材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要求，特殊规格的尺寸允

许偏差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 2 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技术要求

长度/mm ±2

宽度/mm ±1

厚度/mm ±0.15

对角线差/mm ≤3

边直度/（mm/m） ≤1

翘曲度/（mm/m） ≤5

5.3 物理力学性能

多层复合板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弯曲强度/MPa ≥80

180°剥离强度（N/mm） 平均值≥6.0，最小值≥5.0

耐温差性

外观 无变化

180°剥离强度下降率/% ≤10

涂层附着力/级 划格法 0

热变形温度/℃ ≥85

耐热水性 无变化

5.4 燃烧性能

阻燃性和高阻燃性多层复合板材的燃烧性能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 4 燃烧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阻燃性 高阻燃性

芯材燃烧热值/（MJ/kg） ≤ 1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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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要求

板材燃烧性能等级/级 B1(B)

板材燃烧性能

附加信息/级

产烟特性等级 s1

燃烧滴落物/微粒

等级
d0

烟气毒性等级 t0

5.5 有害物质限量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限量

涂层

镉/% ≤ 0.01

铅/% ≤ 0.1

汞/% ≤ 0.1

六价铬/% ≤ 0.1

多溴联苯(PBBs)/% ≤ 0.1

多溴二苯醚(PBDEs)/% ≤ 0.1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
≤ 0.1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基）

酯（DEHP）/%
≤ 0.1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 0.1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 0.1

芯材 六溴环十二烷 不得检出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

试验前，试件应在空气温度（23±2）℃，相对湿度（50±5）℃的

环境下放置24 h。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在该条件下进行。

6.2 外观质量

6.2.1 在非阳光直射的自然光下,将板材按同一生产方向并排侧立拼成

一面,板材与水平面夹角为 70°±10°,距拼成的板面中心 3 m 处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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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测到的各种缺陷,用最小分度值为 1 mm 的直尺测量其最大尺寸。

6.2.2 抽取和摆放试样者不应参与目测试验。

6.2.3 当对目测色差结果有争议时,应按GB/T 11942规定的方法进行色

差仲裁试验,试验中应保持试件生产方向的一致性。

6.3 尺寸允许偏差

6.3.1 长度和宽度

用最小分度值为1 mm的钢卷尺测量长度或宽度。以长度或宽度的全

部测量值与标称值之间的最大差值作为检验结果。

6.3.2 厚度

用最小分度值为0.01 mm的测量器具,测量从板边向内至少20 mm处的

厚度,测量点至少包括四角和四边中点等部位。以全部测量值与标称值之

间的最大差值作为检验结果。

6.3.3 对角线差

用最小分度值为1 mm的钢卷尺测量并计算同一张板上两对角线长度

之差值。以测得的全部差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检验结果。

6.3.4 边直度

将板平放于水平台上,用1000 mm长的钢直尺的侧边与板边相靠,再

用塞尺测量板的边沿与钢直尺的侧边之间的最大间隙。以全部测量值中

的最大值作为检验结果。

6.3.5 翘曲度

将板凹面向上平放于水平台上,用1000 mm长的钢直尺侧立于板上面,

再用一最小分度值为0.5 mm的直尺测量钢直尺与板之间的最大缝隙高度。

以全部测量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检验结果。

6.4 物理力学性能

应按GB/T 22412的相关规定进行。

6.5 燃烧性能

6.5.1 芯材燃烧热值应按GB/T 14402的相关规定进行,芯材试件可从多

层复合板上剥离获得,表面不应有高分子粘结膜。取全部试件测试值的算

术平均值作为检验结果。

6.5.2 多层复合板燃烧性能等级应按 GB 8624 的相关规定进行。

6.6 有害物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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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GB/T 22412的相关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别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7.2 检验条件与检验项目

7.2.1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

寸允许偏差、物理力学性能、燃烧性能。

7.2.2 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应包括本文件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产品的原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其中燃烧性能的检验可每两

年进行一次。

7.2.3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检验方式等见表 6。

表 6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内容 检验方式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质量 5.1 6.2 √ √

2 尺寸允许偏差 5.2 6.3 √ √

3 物理力学性能 5.3 6.4 √ √

4 燃烧性能 5.4 6.5 √ √

5 有害物质限量 5.5 6.6 — √

注： “√”为必检项目，“—”为可选项目。

7.3 组批与抽样

7.3.1 组批

以连续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颜色的产品3000 m
2
为一批,

不足3000 m
2
的按一批计算。

7.3.2 抽样

7.3.2.1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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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所检验项目的尺寸和数量要求随机抽取。

7.3.2.2 型式检验

从出厂检验合格批中随机抽取3张板材进行。

7.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的指标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若有不合

格项,可再从该批产品中抽取双倍样品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

果全部达到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

8.1 标志

8.1.1 每张产品均应标明产品标记、厂名厂址、商标、颜色、批号、生

产日期、执行标准及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8.1.2 产品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及 GB/T 6388 的规定。在包装的

明显部位应有下列标志:

——企业名称;

——产品标记和颜色;

——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

——内装数量;

——产品规格;

——执行标准。

8.2 包装

8.2.1 产品装饰面应覆有保护膜。

8.2.2 包装箱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避免产品在箱中移动。

8.3 运输

运输和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不应摔扔,防止产品损伤。

8.4 贮存

产品应按品种、规格、颜色分别堆放贮存于干燥通风处,避免高温及

日晒雨淋,防止表面划伤。

8.5 随行文件

8.5.1 供方应向需方提供指导正确使用产品的应用指南。

8.5.2 供方应向需方提供产品合格证,合格证应含有如下内容: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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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和检验合格标记;

——产品颜色和规格;

——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

8.5.3 供方宜向需方提供装箱单,装箱单宜含有如下内容:

——企业名称;

——产品标记、颜色;

——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

——产品数量;

——包装日期。

9 质量承诺

9.1 按应用指南安装使用，提供质保年限为 10年。

9.2 产品在加工、安装、使用过程中，接到用户投诉后 24小时内响应。

9.3 如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制造商应无偿做好售后服务，并承担相应的

损失。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

定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室内装饰用多层复合板材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

他各国（相关）企业竞争。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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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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