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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美国 ASTM C 629-03《板石标准规范》、ASTM C 406-05《瓦板标准规范 》、ASTM C 120- 

05《板石弯曲强度试验方法（断裂模量、弹性模量 ）》、ASTM C 121-90(1999)《板石吸水率试验方法》、 

ASTM C 217-94《天然板石耐气候性试验方法》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 GB/T 18600— 2001《天然板石》。

本标准与 GB/T 18600—200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删除了原标准中的第 3 章定义；

--- 修改了命名与标记(原 标 准 4. 4 ;本 标 准 3. 4)；

—— 细分了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原 标 准 5. 5.5. 6. 1.5. 6. 2 ;本 标 准 4. 1. 5) •’

一一增加了耐磨性性能指标和要求(本 标 准 4. 1. 5 表 7 ) ;

—— 增加了附录 E 。

本标准的附录 A 、附 录 B、附 录 C、附 录 D 是规范性附录，附 录 E 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石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46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中材人工晶体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永强、周俊兴。

本标准于 2001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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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板 石

本 标 准 规 定 了 天 然 板 石 的 产 品 分 类 、技 术 要 求 、试 验 方 法 、检 验 规 则 、标 志 、包 装 、运 输 、贮 

存 等 。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装饰用的天然板石，包 括饰 面板 石 和 瓦 板 。其他用途的天然板石也可参照  

使 用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 B /T 1 9 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 7 6 7 0 天然石材统一编号

GB/T 19766— 2 0 0 5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3 产品分类

3 . 1 按用途分为：

a ) 饰面板 (C S ):用于地面和墙面等装饰用途的板石；按弯曲强度分为 (^ 、(：2、(：3、(：4 类 。

b ) 瓦板（R S ):用于房屋盖顶用途的板石；按吸 水 率 分 为 民 、R2、R3 类 。

3 . 2 按形状分为：

a ) 普形板 (NS);

b ) 异形板（IS)。

3 . 3 等级

按 尺 寸偏 差、平 整 度 公 差 、角 度 公 差 、外 观 质 量 、干 湿 稳 定 性 分 为 一 等 品 （A ) 、合 格 品 （B)两个 

等 级 。

3 . 4 命名与标记

3. 4. 1 命 名 ：采 用 GB/T 17670规定的名称或编号。

3 . 4 . 2 标记顺序为：名称、类别、规格尺寸、等级、标准编号。

3. 4. 3 标记示例：

用编号为 S1115北京霞云岭青色板石加工的 300 mmX 300 mmX15 m m 的 C !类一等品普形饰面  

板的示例如下：

标记 ：霞云岭青板石（S1115)CS Ci NS 300X300X15 A GB/T 18600—2009 

4 技术要求

4. 1 普形板的技术要求 

4 . 1 . 1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

4. 1. 1. 1 饰面板规格尺寸允许偏差见表 1。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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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一 等 品 合 格 品

长、宽度

<300 ±1.0 ±1. 5

>300 ±2.0 ±3.0

厚度(定厚板3) ±2.0 ±3.0

3 定厚板是指合同中对厚度有规定要求的板材。

4. 1. 1 . 2 瓦板规格尺寸允许偏差见表 2。

表 2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绝 口 ~ •寺 n口 合 格 品

长、宽度/ m m
<300 m m ±1. 5 ±2. 0

>300 m m ±2.0 ±3. 0

单块板材厚度/ m m 土 1.0 ±1. 5

100块板材厚度变 

化率/ % ，<

厚度< 5  m m 15 20

厚度〉5 m m 20 25

4. 1. 1. 3 同一块板材的厚度允许极差为：饰面板 (定厚板）3 m m ;瓦 板 1. 5 mm。

4. 1 . 2 平整度允许极限公差见表 3。

表 3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技 术 指 称

饰 面 板
瓦 板

一 等 品 合 格 品

长度<300 1. 5 3. 0
不超过长度的0.5%

长度>300 2. 0 4. 0

4 . 1 . 3 角度允许极限公差见表 4。

表 4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饰 面 板 瓦 板

一 等 品 合 格 品 一 等 品 合 格 品

长戌<300 1. 0 2. 0
不超过长度的0.5% 不超过长度的1.0%

长度〉300 1. 5 3. 0

4. . 4 外观质量

4. • 4. 1 同一批板材的色调应基本调和，花纹应基本一致。

4. • 4 . 2 板材表面不允许有疏松碎屑物及风化孔洞。

4. • 4 . 3 板材不允许有碳质夹杂物形成的线条。

4. • 4 . 4 饰面板正面的外观缺陷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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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缺陷名称 规 定 内 容

技 术 指 标

一等品 合格品

缺角
沿板材边长，长度< 5  m m ，宽度< 5  m m (长度< 2  m m ，宽 

度< 2  m m 不计），每块板允许个数(个）
1 2

色斑
面积不超过15 m m  X  15 m m (面积小于 5 m m  X  5 m m 的 

不计），每块板允许个数(个）
0 2

裂纹 贯穿其厚度方向的裂纹

不允许
人工凿痕 劈分板石时产生的明显加工痕迹

台阶高度 装饰面上阶梯部分的最大高度 ^ 3  m m ^ 5  m m

4. 1 . 4 . 5 瓦板正面的外观缺陷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缺陷名称 规 定 内 容

技 术 指 标

一等品 合格品

缺角

沿板材边长，长度不大于边长的 8 % (长度小于边长 

3 % 的不计），允许缺角部位见图 1。每块板允许个数 

(个）

2

白斑
面积不超过15 m m X  1 5 m m (面积小于 5 m m  X  5 m m 的 

不计），每块板允许个数(个）
0 2

裂纹 可见裂纹和隐含裂纹
不允许

人工凿痕 劈分板石时产生的明显加工痕迹

台阶高度 装饰面上阶梯部分的最大高度 ^ 1  m m ^ 2  m m

崩边 打边处理时产生的边缘损失 宽度< 1 5  m m

宽 宽

a) b) c)

a)—— 可允许缺角类型； 

b)、c)—— 不允许缺角类型。

图 1 瓦板缺角类型

4. 1 . 5 理化性能

4. 1.5. 1 饰面板的理化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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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室 内 室 外

C ]类 c 2 类 C 3 类 Q 类

弯曲强度/ M P a，> 10. 0 50. 0 20. 0 62. 0

吸水率/ % ，< 0. 45 0. 25

耐气候性软化深度/ m m ，< 0. 64

耐磨性 a/(l/cm3)，> 8

a 仅适用在地面、楼梯踏步、台面等易磨损部位。

4. 1 . 5 . 2 瓦板的理化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8 的规定，干湿稳定性按表 9 中的规定划分等级。

表 8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R ]类 r 2类 r 3 类

吸水率/ % ，< 0. 25 0. 36 0. 45

破坏载荷/ N，> 1 800

耐气候性软化深度/ m m ，< 0. 35

表 9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一 等 品 合 格 品

含未氧化的黄铁矿结晶 允许有 允许有

含已氧化的 

黄铁矿结晶

非贯穿型
外观可见 不允许有

允许有
外观不可见 允许有

贯穿型 不允许有 不允许在图2 阴影部位出现

4. 1 . 5 . 3 供需双方对理化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的，按双方协议执行。

图 2 贯穿型已氧化黄铁矿结晶部位

4 . 2 异形板的技术要求 

4 . 2 . 1 加工质量

饰面板和瓦板的规格尺寸允许偏差、平整度允许极限公差、角度允许极限公差、外观质量由供需双 

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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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2 理化性能

4. 2. 2. 1 饰面板的理化性能指标应符合 4. 1. 5. 1 的规定。供需双方对理化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的，按 

双方协议执行。

4. 2. 2. 2 瓦板的理化性能指标应符合 4. 1.5. 2 的规定。供需双方对理化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的，按双 

方协议执行。

5 试验方法

5. 1 规格尺寸 

5 . 1 . 1 饰面板

用游标卡尺或能满足精度要求的量器具测量板材的长度、宽度、厚 度。长度、宽度分别在板材的三 

个部位测量，见 图 3;厚度测量 4 条边的中点部位，见 图 4。分别用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偏差最大值和最小 

值表示长度、宽度、厚度的尺寸偏差。测量值精确到 0.1 mm。

单位为毫米

1,2,3----宽度测量线；

1'，2'，3'—— 长度测量线。

图 3 板材规格尺寸测量位置

1,2,3,4----厚度测量线。

图 4 板材厚度测量位置

5.1.2 瓦板

瓦板的长度、宽 度测 量 方 法 同 5. 1. 1 的规定；单 块 瓦 板 的 厚 度 在 4 条边的中点向板材中心延伸 

20 mm处测量。从同一批瓦板中随机抽取 200块板材，平均分为两组。将每组样品自然叠放后，用刻度 

值 为 1 m m 的钢卷尺分别测量 100块板材的总厚度，分别记为 幻 、h2，测量值精确至 1 mm。100块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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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变化率按式（1)计算：

^  =  lh\Zhl \ x  100 ................... ⑴rnin ( / i i，/12 )

式中：

A — 一100块板材的厚度变化率，% ; 

h i、h2—— 每组样品的总厚度，单位为毫米（mm); 

m in (/n，h2)—— 两组板材中总厚度的较小值，单位为毫米 (mm)。

5 . 2 平整度

将直线度公差为 0. 1 m m 的钢平尺自然贴放在被检面的两条对角线上，用塞尺或游标卡尺测量尺  

面与板面的间隙。

以最大间隙的测量值表示板材的平整度公差。测量值精确到 0. 1 mm。

5 . 3 角度

用内角垂直度公差为 0. 13 mm，内角边长为 500 mm X 400 m m 的 90°钢角尺检测。将角尺的短边 

紧靠板材的短边，角尺长边贴靠板材的长边，用塞尺或游标卡尺测量板材长边与角尺长边之间的最大间 

隙。测量板材的四个角。

以最大间隙的测量值表示板材的角度公差。测量值精确至 0. 1 mm。

5 . 4 外观质量

5.4. 1 花纹色调：将协议板与被检板材并列平放在地上，距 板 材 1.5 m 处站立目测。

5 . 4 . 2 疏松碎屑物、风化孔洞、碳质夹杂物形成的线条：目测。

5. 4. 3 缺角和崩边 :用游标卡尺测量缺陷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目测缺角个数。

5 . 4 . 4 色斑、白斑 :用游标卡尺测量色斑的尺寸，目测色斑个数。

5 . 4 . 5 裂纹：可见裂纹采用目测法，隐含裂纹用金属锤轻敲，辨其声音，清脆无劈裂声为无裂纹。

5 . 4 . 6 人工凿痕 :将板材平放在地上，距 板 材 l m 处目测。

5 . 4 . 7 台阶 :用游标卡尺测量台阶的高度，取测量的最大值作为台阶高度。

5.5 吸水率

按 附 录 A 的规定检验。

5 . 6 弯曲强度和破坏载荷 

按 附 录 B 的规定检验。

5 . 7 耐气候性

按附 录 C 的规定检验。

5.8 耐磨性

按 GB/T 19766— 2005中附录 A 的规定检验。

5.9 瓦板干湿稳定性 

按 附 录 D 的规定检验。

6 检验规则

6. 1 出厂检验

6. 1. 1 检验项目：规格尺寸偏差、平整度公差、角度公差、外观质量。

6. 1. 2 组批：同一规格、品种、等级的同一供货批的板材为一批；或按同一工程连续性安装部位的板材  

为一■批 。

6- 1 . 3 抽 样 ：瓦板的厚度变化率进行一次随机抽样检验，其余检验项目按表 10进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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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单位为块

批量范围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Ac) 不合格判定数CRe)

< 2 5 5 0 1

26 〜50 8 1 2

51 〜90 13 2 3

91 〜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 200 80 10 11

1 201〜3 200 125 14 15

> 3  201 200 21 22

6. 1 . 4 判定 :单块板材的所有检验结果均符合技术要求中相应等级时，则判定该块板材符合该等级。

根据样本检验结果，若样本中发现的等级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 (Ac)，则判定该批符合  

该等级 ;若样本中发现的等级不合格数大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0 ^ ) ，则判定该批不符合该等级。

6 . 2 型式检验

6. 2. 1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6 . 2 . 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测：

—— 新建厂投产；

—— 荒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

——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

6.2.3 组批：同 6 .1 .2。

6 . 2 . 4 抽 样：规格尺寸、平整度、角度、外观质量的抽样同出厂检验 ;其余项目的试验样品可从检验批中 

随机抽取双倍数量样品。

6 . 2 . 5 判 定：吸水率、弯曲强度、耐气候性、耐磨性、干湿稳定性的试验结果，均 符 合 4. 1 .5 的相应类别 

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板材以上物理性能符合该类别;若有两项及以上不符合4. 1. 5 的相应类别要求时， 

则判定该批板材为不符合该类别;有一项不符合4. 1 .5 的相应类别要求时，用备样对该项进行复检，复 

检结果符合 4. 1. 5 的相应类别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板材以上物理性能符合该类别，否则判定该批板材为 

不符合该类别。其他项目检验结果的判定同出厂检验。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 1 标志

包装箱上应注明企业名称、商标、品名、规格、数量、序号等标记 ;须有 “向上”和 “小心轻放”的标志并 

符 合 GB/T 191中规定。

7 . 2 包装

7.2. 1 包装时按板材品种、规格、等级分别包装，并附产品合格证。

7. 2. 2 包装质量应符合产品在正常条件下安全装卸、运输的要求。

7 . 3 运输

运输板材过程中应防碰撞、滚摔。

7.4 贮存

7. 4. 1 板材应在室内贮存 ,室外贮存应加遮盖。

7 . 4 . 2 按板材品种、规格、等级或按工程部位分别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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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天然板石吸水率试验方法

A. 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天然板石吸水率的试验方法。

A . 2 设备及量具

A.2. 1 干燥箱：温度可控制在 60°C±2°C范围内。

A . 2 . 2 天平：最大称量 1 000 g，感 量 10 mg。

A. 3 试验方法

A. 3. 1 试样

试样的边长为 100 mm，厚度为使用厚度。每次试验的样品数量为六块。

A . 3 . 2 试验步骤

将样品用清水洗净擦干，放 入 60 °C±2 °C的恒温干燥箱中干燥 48 h 至恒重，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称量其重量 (叫 ），读数精确到 0.01 g。将样品浸入 20°C± 5°C的清水中 4 8 h 后 ，取出并用拧干  

的湿毛巾轻轻地擦干表面水分，立即称量其重量 (m2)，读数精确至 0.01 g。

A. 4 结果计算

吸水率按式 (A .1 )计 算：

^  =  x  10() ....................................... ( A 1 )

m\

式中：

™ 样品的吸水率，% ；

—— 样品干燥时的重量，单位为克 (g); 

m2—— 样品水饱和时的重量，单位为克 (g)。

以每组试样吸水率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样的吸水率。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A . 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 该组试样吸水率的平均值。

—— 试样名称、品种及编号。

-—— 试样尺寸、数量。

—— 试验条件。

8



GB/T 18600—2009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天然板石弯曲强度试验方法

本方法规定了天然板石弯曲强度试验方法。

B . 2 设备与量具

B.2. 1 试验机 :测量精度为士  1%的试验机，试样破坏载荷应在设备示值的 20%〜90%的范围内。

B. 2. 2 游标卡尺：精 度 为 0. 02 mm。

B . 2 . 3 干燥箱：温度可控制在 60°C±2°C范围内。

B . 3 试样

B. 3. 1 饰面板试样：长 度 300 mm士 1 mm、宽 度 40 mm士0. 5 mm、厚 度 25 mm±0. 5 mm。长度方向与 

层理平行的试样五块。

B. 3. 2 瓦板试样：长 度 100 mm、宽 度 100 mm、厚 度 4. 8 mm〜6. 4 mm。试样表面标出制取样品前瓦板  

的长度方向，并以此方向作为试样的长度方向，试样表面为自然劈分状态，每组样品六块。

B . 4 试验步骤

B. 4. 1 将试样置于干燥箱中，在 60 °C±2 °C下 干 燥 48 h 至恒重，放人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B. 4. 2 在饰面板试样上用铅笔和直尺画出试样的中心线作为加载线，并距中心线 125 m m 处画两条与 

中心线平行的平行线作为跨距线；在瓦板试样上用铅笔和直尺画出与试样长度方向垂直的中心线作为  

加载线，并距中心线 25 m m 处画出两条与中心线平行的直线作为跨距线（见 图 B.1)。

B. 1 范围

/ A V /

A i—— 试样检测装置图；

A2—— 饰面板平行纹理方向试样 ;
八3------瓦板试样；

a—— 跨距线； 

b—— 中心线； 

c—— 支架； 

d—— 加载压头； 

e------ 层理《

图 B. 1

9



B. 4. 3 将试样放置在支架上，调节支架横梁至跨距线正下方，用一个与支架横梁直径相同的压头向试  

样中心线以每分钟 1 800 N±50 N 的速率加压至试样破坏，记录试样破坏载荷值（P )，精 确 到 1 N 。装置 

图如图 B. 1 所示。

B. 4. 4 用游标卡尺测量试样断裂面的宽度（6)和厚度 (A )，精 确 到 0. 1 mm。

B . 5 结果计算

B. 5. 1 饰面板弯曲强度按式（B. 1)计 算 ：

................................... ( B . 1 )

式中：

R i—— 试样的弯曲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 破坏载荷，单位为牛顿 (N );

I—— 支点间距离，单位为毫米 (mm); 

b—— 试样宽度，单位为毫米 (mm)；

h---试样高度，单位为毫米 (mm)。

试验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B. 5. 2 瓦板以每组试样的破坏载荷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组试样的破坏载荷。

B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 该组试样弯曲强度的平均值；

—— 试样名称、品种及编号；

—— 试样的纹理方向；

—— 试样的尺寸、数 量；

—— 试验条件。

GB/T 186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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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600—2009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天然板石耐气候性试验方法

本方法规定了天然板石耐气候性试验方法。

C . 2 设备、量具及试剂

C.2. 1 刮刀：将腻子刀的刃磨掉，制成长约 76 mm，宽 约 19 m m 的刮刀。刮刀的前端应为平面且与其  

长度方向垂直。以该平面的两条长边作为切削刃。

C. 2. 2 千分尺：精 度 为 0. 001 mm。

C . 2 . 3 试 剂：1% (质量分数 )化学纯硫酸溶液。

C . 2 . 4 干燥箱：可 控 制在 105 °C±2 °〇范围内。

C . 3 试样

试样为长约 100 m m，宽 约 50 mm，厚度为使用厚度，每组试样五块。用 80号砂将试样表面磨平。

C . 4 试验步骤

C.4. 1 在试样的一面用铅笔画出样品的两条对角线，对角线的交点为试验位置，用千分尺测量出该点  

的厚度，测量值精确到 0. 001 mm。

C . 4 . 2 将刮刀置于试验点处，与试样表面约成 30°倾 角 ，施 加 约 13 N 的力，用刮刀一侧的切削刃在同  

一部位沿同一方向刮削试样 8 次 ，每 次 刮 削 长度 约为 40 mm。再用另一侧的切削刃按同样方法刮削  

8 次 。测量刮削后试验点的厚度，测量值精确到 0.001 mm。

注：每块试样进行试验前，应修磨刮刀，保证刮刀有两个锋利的切削刃。

C. 4. 3 刮削前试验点的厚度与刮削后试验点的厚度的差值作为浸酸前的刮削深度，记 为 h  ；

C . 4 . 4 将刮削完毕的试样浸入 1%的硫酸溶液中，浸泡七天（每天更换硫酸溶液）。取出样品，用水将 

样品冲洗干净，放 入 105 °C±2 °C的烘箱内干燥 24 h 后取出，冷却至室温。

C. 4. 5 在试样的另一面重复C. 4. 1〜C. 4. 2 的试验步骤，刮削前试验点的厚度与刮削后试验点的厚度  

的差值作为浸酸后的刮削深度，记 为 h2o

C . 5 结果计算

耐气候性软化深度计算公式：

Ah =  hz —— h\ ....................................... ( C. 1 )

式中：

Ah—— 耐气候性软化深度，单位为毫米（mm) ; 

h 一一浸酸前的刮削深度，单位为毫米（mm)； 

h2一 浸 酸 后 的 刮 削 深 度 ，单位为毫米 (mm)。

以每组试样耐气候性软化深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样的耐气候性软化深度。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C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C.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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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组试样的耐气候性软化深度的平均值 ; 

—— 试样名称、品种及编号；

—— 试样尺寸、数量；

—— 试验条件。

GB/T 186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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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600— 2009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瓦板干湿稳定性试验方法

本方法规定了干湿试验检测瓦板中黄铁矿结晶的方法。

D . 2 原理

铁的硫化物以各种矿物形态（黄铁矿结晶、磁黄铁矿）呈杂质出现在板石中 ，一 般统称为黄铁矿结  

晶，对瓦板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经过一定次数的干燥、水浸的循环过程，瓦板中的黄铁矿结晶将发生一定程度的氧化反应，由此判 

定黄铁矿的存在性质。经干湿循环后黄铁矿结晶表征发生变化的称为已氧化黄铁矿结晶，未发生变化  

的称为未氧化的黄铁矿结晶。

D . 3 仪器设备

D.3. 1 显微镜：25倍以上放大倍数。

D . 3 . 2 干燥箱：温度可控制在 105 °C±2 °〇范围内。

D . 4 试验样品

长度约为 100 rrnn，宽度约为 50 mm，厚度为使用厚度。样品数量为六块。其中一块样品作为比对

性 口
件 r m  0

D . 5 试验步骤

D.5. 1 在显微镜下观察六块样品黄铁矿结晶形态，并记录。

D . 5 . 2 将五块样品浸入室温下的清水中 7. 5 h，取 出 后 将 其 置 于 105 °C±2 °C的恒温干燥箱中干燥 

16 h，取出样品冷却 0. 5 h ，此为一次循环，共 进 行 25次循环。

D . 5 . 3 在显微镜下将比对样品和经过干湿循环的样品进行比较，并记录。

D .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 该组样品的黄铁矿结晶形态；

—— 试样名称、品种及编号；

—— 试样尺寸、数 量；

—— 试验条件。

D.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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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600— 2009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饰面板、瓦板的使用建议

E. 1 饰面板

本 标 准 中 按 照 饰 面 板 弯 曲 强 度 的 不 同 分 为 四 个 类 别 ，设计者或使用者可以按照不同  

使用部位和用途选取不同类别的板石。针对四类板石提出以下建议，供相关方参考。

C !X 3类饰面板板石建议用于装饰装修工程中室内、室外非结构性承载用途部位，例 如：湿贴的墙  

面或地面。不建议使用在结构性承载部位，例 如 ：室内外墙面的干挂。

c 2、c 4 类饰面板板石可应用于装饰装修工程中室内、室外结构性承载用途部位，例 如 ：室内外墙面  

的干挂。

E.2 瓦板

本标准按照瓦板吸水率的不同分为R i、R2、R3 三个类别，参 考 美 国 ASTM C406-05标准将其与其  

他性能进行匹配，可预计瓦板的使用年限，在此提出，供使用者参考，见 表 E. 1。

表 E. 1

类别
吸水率/ %

<

破坏荷载最小值/ 

N

软化深度最大值/

m m

预期使用寿命/ 

年

Ri 0. 25 2 558 0. 05 > 7 5

Rz 0. 36 2 558 0. 20 40 〜75

Rs 0. 45 2 558 0. 36 20 〜4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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