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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1016:2007《办公家具 桌台类 稳定性、强度和耐久性测试方

法》。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0357.5—2011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ISO7170:2005,

MOD)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厦门标普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湖州海青木竹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国家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浙江省家具与五金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晨光、罗菊芬、毛如佳、周少英、朱进、罗炘、钟文翰、黎干、梁锦坤、叶舜斌、

李小科、张叙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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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家具 桌台类
稳定性、强度和耐久性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设计用于坐姿或站姿用办公桌的稳定性、强度和耐久性测试方法,包括工作台、高度

可调节的桌、会议用桌。本标准适用于已经完整装配好可以使用的产品。
本标准不包含存储功能部分的测试方法,这部分测试方法参见ISO7170。
本测试方法包括作用在不同部件上的载荷、力以及速度,模拟了办公桌在正常使用及可预见的误用

时的各种使用状态。
除了桌面挠度测试,本测试在评估性能时不考虑材料、设计、结构和生产过程等因素。
测试结果仅对被测样品有效。被测样品如果可以作为某生产型号的代表,那么被测样品的测试结

果可以代表同种生产型号的性能。
根据本标准进行的测试是为了证明产品在其预设的使用环境中可以提供令人满意的性能,但是这

样的测试不能保证产品在习惯性的误用及过长时间的使用后不发生结构损坏。本标准的测试方法仅适

用于未使用过的产品或部件。若测试方法被证实合理有效,也可应用于产品的缺陷调查。
本标准只规定了测试方法,不包含要求。要求可以在单独的要求文件中规定。如果没有要求文件,

力值及循环次数参见附录A。
本标准不包含产品老化和退化性能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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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31.2—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2部分:便携式橡胶国际硬

度计法(ISO7619-2:2004,IDT)

ISO7170:2005 家具 柜 强度和耐久性测试(Furniture—Storageunits—Determinationofstrength
anddurabi1it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净高 clearheight
推拉构件底部上表面至上部结构下表面的距离。
注: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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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结构部分;

2———净高。

图1 净高

3.2 
工作周期 dutycycle
高度可调的桌的驱动系统在不损害使用寿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调节操作的时长。
注:工作周期包括驱动系统可以进行操作的时间也包括系统充分冷却再次启动前不可操作的时间。

4 一般测试条件

4.1 一般原则

本标准中涉及的力、速度、质量、尺寸、角度、时间和温度应满足公差要求。

4.2 预处理

预装产品应按照其交付时的状态进行测试。零部件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进行组装。应按照

使用时最不利的状态进行测试。如果没有提供组装说明书,那实际组装方式应在测试报告中记录。连

接件应在测试前进行紧固,除非厂商提出额外要求,连接件不应再次紧固。如果通过改变产品形态来满

足最不利的测试条件则应在测试报告中进行记录。
测试应在室内环境条件下进行,若测试时温度超出了(20±5)℃的范围,最高和/或最低温度应记录

在测试报告中。
对于采用了吸湿材料制作的家具,在生产(或组装)和测试之间至少应在常规室内环境中放置1周

的时间。
除了由金属、玻璃、石材制作的桌面,桌面挠度测试(见6.7)应在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中进行。

如果测试过程中相对湿度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么最高和最低湿度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注:(50±5)%的相对湿度和对应的木材含水率仅代表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平均的室内条件。其他相对湿度可以适

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因为产品设计原因不能按照本测试步骤进行,则应尽可能接近本标准,且其任何偏差都应记录

在测试报告中。
除非另有规定,桌的高度调节装置应调整至中间位置,但是调节距离不能多于10mm。
测试开始前,全面地初步检查整个样品,记录所有不是由测试造成的缺陷,如有必要,对缺陷进行尺

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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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样品应水平放置在地面上进行测试。

4.3 试验装备

除非另有规定,测试时可使用任何合适的试验装置,因为测试结果只取决于正确地施加力和载荷,
而不依赖于测试设备。

试验装备不应限制零部件的变形。加载装置应能随着样品的变形而变动,以保证力和载荷始终以

规定的方向作用在规定的位置上。
所有的加载垫都应随着施力方向的变化而转动。转动点应与加载面尽量地贴近。

4.4 施力要求

静载荷测试时,应尽可能缓慢施加力以保证动载荷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耐久性测试中还应避免运动

产生的发热。除非另有规定,每次加载力应保持(20±10)s。
耐久性测试中,施力应保持一定的频率,避免运动产生的发热。除非另有规定,施力时间应保持

(2±1)s。
力可以用加载重物进行施加。转换关系为10N=1kg。

4.5 公差

除非另有规定,以下公差适用:
———力:公称力的±5%;
———速度:公称速度的±5%;
———质量:公称质量的±1%;
———尺寸:公称尺寸±1mm;
———角度:公称角度±2°。
加载垫加载位置的精度应为±5mm。

4.6 测试顺序

所有的测试应按照在本标准中出现的相同顺序在同一个样品上进行。
所有针对特定部件的专门测试应在同一样品上进行。

4.7 测试中预防样品移动

如果样品按照第6章的方法进行测试时发生滑动或转动时,应用挡块(5.2)加以限制。

4.8 存储部件的加载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的存储用部件,包括推拉部件,应按照表1均布加载。
推拉部件的体积计算方式为:推拉构件内部底面积×净高。

4.9 检查及结果评定

每项测试结束后,再次检查样品。
记录所有自预处理(4.2)后产生的任何变化。检查包括各类测量,例如开合力或者挠度。检查至少

记录以下内容:

a) 任何部件或结合部位的破裂;

b) 任何本应牢固的结合部位在人手的压力下出现松动;

c) 任何零部件出现变形或磨损影响了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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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任何附件出现了松动;

e) 任何零部件出现了变形或磨损影响了稳定性。
宜在要求性文件中设置是否通过测试的条件。

表1 存储用部件的加载

加载部位 载荷

搁板 1.5kg/dm2

仅适用于悬空的文件存储部件a 4.0kg/dm

其他存储部件 0.5kg/dm3

  a 测量方向与文件袋的表面垂直。

5 测试设备

5.1 地面

地面应坚硬、水平且平整。
对于水平静载荷测试(见6.3),地面应是光滑的高压层压塑料或光滑的钢制表面。
对于带脚轮的桌耐久性测试(见6.8),测试应在光滑的钢制表面上进行。
对于跌落测试(见6.9),地面上应覆盖一层3mm厚的橡胶,硬度为(85±10)IRHD(国际橡胶硬

度),硬度测试根据GB/T531.2—2009进行。

5.2 挡块

挡块应用来防止桌的滑动和转动,但是不能防止其倾斜。其高度应不大于12mm,如因试件结构

特殊,允许使用较高的尺寸,但其最大高度应以刚好能防止试件移动为宜。如果使用了高度大于12mm
的挡块,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5.3 加载垫

直径100mm的刚性圆柱体,表面平整,周边倒角半径为12mm。

5.4 重物块

所施加的重物块不应增强试样的结构,也不会改变应力分布。

6 测试方法

6.1 稳定性

6.1.1 垂直加载稳定性测试

将被测样品放置在地面(见5.1)上。测试过程中,存储部件应关闭且空载。
高度可以调节至950mm以上及以下的桌,则都应按6.1.1.1和6.1.1.2进行测试。

6.1.1.1 桌面的高度或可被调节的高度不超过950mm的桌

被测样品应被调节至最易倾翻的高度,但不应超过9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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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桌面边缘100mm最易引起样品倾翻的位置使用加载垫(见5.3)垂直向下施加一个规定的力。
如果最易倾翻的加载点并不明确,可以在多个点进行加载。

记录样品是否倾翻。

6.1.1.2 桌面的高度或可被调节的高度大于950mm的桌

被测样品应被调节至最易倾翻的高度,但不应低于950mm。
在距桌面边缘100mm最易引起样品倾翻的位置使用加载垫(见5.3)垂直向下施加一个规定大小

50%的力。如果最易倾翻的加载点并不明确,可以在多个点进行加载。
记录样品是否倾翻。

6.1.2 推拉构件打开时的稳定性测试

将被测样品放置在地面(见5.1)上。
按照4.8的规定在推拉构件内放置载荷。
在不破坏联锁的情况下,打开2个推拉构件并放置最大的载荷。若联锁限制2个推拉构件同时打

开,则打开一个并放置最大的载荷。同时打开2个推拉构件不意味着要破坏连锁装置。
在距桌面前边缘100mm最易引起样品倾翻的位置使用加载垫垂直向下施加一个规定大小的力。
记录样品是否倾翻。

6.2 垂直静载荷测试

将被测样品放置在地面(见5.1)上。
高度可调节的桌应调节至最高位置,但不能超过950mm。
按照4.8的规定在推拉构件内放置载荷。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推拉构件应保持关闭状态。
通过加载垫(见5.3)在桌面加载一个规定的垂直向下力10次。
在最容易引起破坏的点进行加载,如果这个点并不明确,那至多可以在4个点重复此测试。
规定的力应加载在距离桌面边缘100mm以内的范围内,如果在力达到最大值以前,桌开始倾翻,

那么将力移至刚好桌不会倾翻的最近位置。
若没有加载在距桌面边缘100mm以内的位置,记录加载点的位置。
根据4.9评估并记录破坏情况。

6.3 水平静载荷测试

将被测样品放置在地面(见5.1)上。
高度可调节的桌应调节至最高位置。
在加载力首先加载的反方向一侧所在的桌脚四周放置挡块。
在桌面大概的几何中心放置1个50kg的重物块。
在桌面上边沿施加规定的水平力,方向垂直于两腿的连线,且位于两腿连线的中点。见图2和

图4。
如果按照规定的力加载,桌有倾翻的趋势,那么减小加载力至桌面停止倾翻为止。记录这个力值的

大小。
在反方向施加规定的力。
两个方向的力各作用1次为1个循环。
共加载10个循环。
沿着两桌腿连线的方向,在桌面上边沿施加规定的水平力。见图3和图5。
在反方向施加规定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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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向的力各作用1次为1个循环。
共加载10个循环。
重复以上测试,直至所有桌腿(包括其他支撑结构)都经过测试为止。
根据4.9评估并记录破坏情况。

图2 水平静载荷测试 矩形桌面 第1和第2方向

图3 水平静载荷测试 矩形桌面 第3和第4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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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0801310610

5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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