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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中第3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中苯的限量值参考了欧共体生态标志产品— 色漆和清漆生态标准((1999/10/EC)，可溶性

重金属限量值参考了英国、德国、法国及欧洲经济委员会对儿童玩具材料中有毒重金属的要求
(BS 5665:1989,DIN EN71:1989,NF EN71-3,EN71:1988).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自2002年1月1日起，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应执行该国家标准，过渡期6个月;自2002年7月1日

起，市场上停止销售不符合该国家标准的产品。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

测所、上海涂料有限公司、上海市涂料研究所、中化化工标准化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单位: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科研院、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南京华彩特种

涂料厂、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卜内门太古漆油(中国)有限公司、浙江天女集团制漆有限公司、上海

造漆厂、常州市猴王涂料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俊智、赵玲、冯世芳、戚其平、吴国林、徐东群、汪道彰、梅建、熊伟。

    本标准2001年12月10日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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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装饰装修用硝基漆类、聚氨醋漆类和醇酸漆类木器涂料中对人体有害物质容许

限值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安全涂装及防护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装饰装修用溶剂型木器涂料‘，，其它树脂类型和其它用途的室内装饰装修用溶

剂型涂料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水性木器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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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250-1989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 3186-19820989) 涂料产品的取样(neq ISO 1512:1974)

    GB/T 6682-1992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neq ISO 3696:1987)

    GB/T 6750-1986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eqv ISO 2811:1974)

    GB/T 6751-1986 色漆和清漆 挥发物和不挥发物的测定(eqv ISO 1515:1973)

    GB/T 9750-1998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T 9758.1-1988 色漆和清漆 “可溶性”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1部分:铅含量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光谱法和双硫踪分光光度法((idt ISO 3856-1:1984)

    GB/T 9758.4-1988 色漆和清漆 “可溶性”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4部分:锅含量的测定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和极谱法(idt ISO 3856. 4:1984)

    GB/T 9758.6-1988 色漆和清漆 “可溶性”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6部分:色漆的液体部分中铬

                        总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idt ISO 3856.6-1984)
    GB/T 9758.7-1988 色漆和清漆 “可溶性”金属含量的测定 第7部分:色漆的颜料部分和水

                        可稀释漆的液体部分的汞含量的测定 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idt ISO
                                3856.7:1984)

    GB/T 18446-2001 气相色谱法测定氨基甲酸醋预聚物和涂料溶液中未反应的甲苯二异氰酸醋

                      (TDI)单体

3 要求

    产品应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

1)以有机物作为溶剂的木器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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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要求

项 目
限 量 值

硝 基 漆 类 聚氨醋漆类 醇 酸 漆 类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记欠一)，/(9/L) ( 750
光泽(600)异80，600

光泽(600)<80，700
550

苯b/% 镇
� 二

0.5

甲苯和二甲苯总和“/% 蕊 45 4O l0

游离甲苯二异佩酸醋(TDI)。/% 毛 0，7

重金属(限色漆)/(mg/kg)镇

可溶性铅

� 二

90

可溶性锅 75

可溶性铬 60

可溶性汞 60

  按产品规定的配比和稀释比例混合后测定。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最大稀释量稀

  释后进行测定

‘如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或产品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分别测定稀释剂和各组分中的含量，再按产品

  规定的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中的总量。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最大稀释量进行计
    算

  如聚氨醋漆类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先测定固化剂(含甲苯二异氰酸醋预聚物)中

  的含量，再按产品规定的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中的含量。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最

  小稀释量进行计算

4 试验方法

取样

产品按GB3186一l982(l989)的规定进行取样。样品分为两份，一份密封保存，另一份作为检验用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吧)的测定

1

品

2

4.

样

4.

4.2.1将样品搅拌均匀后，按GB/T6751一1986测定涂料中挥发物质量分数(V)，试验条件:(105士
2)℃，保持3h。

:.:.:
将样品搅拌均匀后，按GB/T675。一1986测定涂料密度(P)，试验温度为(23士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按下式计算:

                                      V之叉〕=VxPx103 ·····················。··⋯. (1)

    式中:

    V口C— 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单位为克每升(9/L);

      V一一涂料中挥发物质量分数;

        p— 涂料在(23士2)℃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9/mL)。

4.3 苯的测定按附录A进行。

4.4 甲苯、二甲苯的测定按附录A进行。

4.5 游离甲苯二异氛酸醋(TDI)的测定按GB/T18446一2001进行。固定液也可选择甲基聚硅氧烷

〔SE一30)。对于在150oC下易发生分解的样品，可选择既使样品能完全汽化又不使之分解的适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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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重金属(可溶性铅、可溶性锡、可溶性铬、可溶性汞)的测定按附录B进行。

5 检验规则

5.1 本标准所列的全部技术内容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5.1.1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5.1.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随时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 产品异地生产时;

    — 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 停产三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5.2 检验结果的判定

5.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 1250-1989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5.2.2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要求时，该产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如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

到本标准要求时，应对保存样品进行复验，如复验结果仍未达到标准要求时，该产品为不符合本标准要

求。

6 包装标志

61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GB/T 9750-1998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

明示。

62 对于由双组分或多组分配套组成的涂料，包装标志上应明确各组分配比。对于施工时需要稀释的

涂料，包装标志上应明确稀释比例。

7 安全涂装及防护

涂装时应保证室内通风良好，并远离火源。

涂装方式尽量采用刷涂。

涂装时施工人员应穿戴好必要的防护用品。

涂装完成后继续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涂装后的房间在使用前应空置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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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苯、甲苯、二甲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A.1 原理

    样品经稀释后，在色谱柱中将苯、甲苯、二甲苯(包括乙苯)与其他组分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检测，以内标法定量。

AZ 试剂和材料

    所用试剂除注明规格的外均为分析纯。

A.2.1 载气:氮气，纯度)99. 8 ;

A.2.2 燃气:氢气，纯度)99.8%;

A.2.3 助燃气:空气;

A.2.4 乙酸乙醋;

A. 2.5 苯;

A.2.6 甲苯;

A. 2.7 二甲苯;

A.2.8 内标物:正戊烷，色谱纯。

A.2.9 固定液:聚乙二醇(PEG) 20M，色谱专用。

A.2. 10 固定液 阿匹松M，色谱专用。

A. 2.11担体:Chromosorb W AW 149 pm-177 pm和1251,m-149 pm,

A. 2. 12 不锈钢柱:内径2 mm，长2 m和3m各1根。

A.3 仪器

A.I

管 。

气相色谱仪:配有程序升温(大于180 C)控制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气化器内衬可更换玻璃

;.;
A.4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10 pL,

  配样瓶:容积约5 mL，具有可密封瓶盖。

色谱测定条件

几

A.

A. 4.1 色谱分离柱

A.4.1.1 聚乙二醇(PEG)20M柱:长2m，固定相为10 0 o PEG20M涂于Chromosrob W AW125 pm-

149 pm担体上。

A.4门.2 阿匹松M柱:长3m，固定相为10%阿匹松M涂于Chromosrob W AW149 pm-177 pm担
体上。

A. 4.2 柱温

A.4.2.1 聚乙二醇(PEG) 20M柱:初始温度60'C，恒温10 min，再进行程序升温，升温速率15'C, /min,

最终温度180'C，保持5 min，保持至基线走直。

A.4.2.2 阿匹松M柱:初始温度1200C,恒温15 min，再进行程序升温，升温速率150C/min，最终温度

180'C，保持5 min，保持至基线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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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3 检测器温度:200'c。

A. 4.4 气化室温度:180 C ,

A. 4.5载气流速:30 mL/min,
A. 4.6 燃烧气流速:50 ml./min,

A. 4.7助燃气流速:500 mL/min,

A. 4.8 进样量:1 KL
    注: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及样品实际情况另外选择最佳的色谱测定条件。如也可选择正庚烷等作为内

        标物、SE-30等作为固定液、177 tm-250 Km的Chromosorb W AW等作为担体

A.5 试验步骤

A.5.1 仪器准备

    按照仪器操作规程开启仪器。

A.5.2 参数调整

    根据色谱测定条件规定的参数要求进行调整，使仪器的灵敏度、稳定性和分离效率均处于最佳状

态。

A.5.3 相对校正因子的规定

A.5.11 标准样品的配制:在5 mL样品瓶中分别称取苯、甲苯、二甲苯及内标物正戊烷各。. 02 g(精

确至0. 000 2 g )，加人3 mL乙酸乙酷作为稀释剂，密封并摇匀。注意:每次称量后应立即将样品瓶盖紧，
防止样品挥发损失。

A. 5.3.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待仪器稳定后，吸取1yL标准样品注人气化室，记录色谱图和色谱数

据。在聚乙二醇(PEG) 20M柱和阿匹松M柱上分别测定相对校正因子。

A. 5.3.3 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苯、甲苯、二甲苯各自对正戊烷的相对校正因子关按下式分别计算:

      从二 A
f=二厂一万 ·································⋯⋯(A. l)

      1，‘cs一n.

式中

f一

刀I,

A.—

苯、甲苯、二甲苯各自对正戊烷的相对校正因子;

苯、甲苯、二甲苯各自的质量，单位为克(9);

正戊烷的峰面积;

从— 正戊烷的质量，单位为克(9);

A;— 苯、甲苯、二甲苯各自的峰面积。

    连续平行测得苯、甲苯、二甲苯各自对正戊烷的相对校正因子f.，平行样品的相对偏差均应小于

1000,

A. 5.4 样品的测定

    将样品搅拌均匀后，在样品瓶中称人2g样品和。.02 g正戊烷(均精确至。. 0002 g)，加人2 ml_乙
酸乙醋(以能进样为宜，测稀释剂时不再加乙酸乙酷)，密封并摇匀。

    在相同于测定相对校正因子的色谱条件下对样品进行测定，记录各组分在色谱柱上的色谱图和色

谱数据。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明确定性时，分别记录两根柱上的色谱图和色谱数据。根据苯、甲苯、二甲苯

各自对正戊烷的相对保留时间进行定性。

A6 结果的计算

苯、甲苯、二甲苯各自的质量分数(%)分别按下式计算:

X;一l. =不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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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试样中苯、甲苯、二甲苯各自的质量分数;

f一一苯、甲苯、二甲苯各自对正戊烷的相对校正因子;

。C— 正戊烷的质量·单位为克(9);
浅— 试样中苯、甲苯、二甲苯各自的峰面积;

m—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9);

入，一 正戊烷的峰面积·
取平行测定两次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样中苯、甲苯、二甲苯的测定结果。

A7 ，复性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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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皿金属(可溶性铅、可溶性银、可溶性铬和可溶性汞)的测定

8.1 原理

用0. 07 mol/L稀盐酸处理制成的涂膜，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或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侧定溶液中

的金属元素含量。

B.2

B.2

试剂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所用水均符合GB/T 6682-1992中三级水的要求。
1 盐酸溶液:0.07 mol/1.,1 mol/L,2 mol/L.

B. 2.2 硝酸溶液:65%-68%(质量分数)。

B. 3 仪器

B.11

B.3.2

B. 3.3

B. 3.4

B. 3.5

不锈钢金属筛:孔径。. 5 mm,

酸度计:精确度为士。. 2pH单位。

滤膜器:孔径。·45 pm,

磁力搅拌器:搅拌子外层应为塑料或玻璃。

单刻度移液管:25 mL,

B.4 试验步骤

B.4.1 涂膜制备

    将样品搅拌均匀后，按涂料产品规定的要求在玻璃板(需经1:1硝酸水溶液浸泡24 h后，清洗并

干燥)上制备涂膜，待完全干燥后取样(若烘干，则温度不得超过60'C)，在室温下将其粉碎，并通过

0. 5 mm金属筛过筛后待处理。

    注如涂膜不易粉碎成0. 5 mm，可不过筛直接进行样品处理

B. 4.2 样品处理

    将粉碎、过筛后的样品称取0. 5 g (精确至。. 000 1 g)，加入25 mL 0. 07 mol/L盐酸溶液混合，搅拌
1 min,测其酸度，如pH>l. 5,逐渐滴加浓度为2 mol/L盐酸溶液并摇匀，使pH在1.0-1.5之间。在
室温下连续搅拌混合液1h，然后静置1h，立刻用滤膜器过滤后避光保存，应在4h内完成测试。若4h

内无法完成测试，则需加人1 mol/L的盐酸溶液25 mL对样品处理，处理方法同上。

B，4.3 测定

B. 4. 3.1 可溶性铅含量的测定按GB/T 9758.1-1988中第3章进行。

8.4-3.2 可溶性锡含量的测定按GB/T 9758.4-1988中第3章进行.

B.4.13 可溶性铬含量的测定按GB/T 9758.6-1988进行。
B.4.14 可溶性汞含量的测定按GB/T 9758.7-1988进行。

B. 5 结果的计算

    可溶性重金属的含量用下式计算:

。 (a，一a.) X25XF
‘=一-一一一m一一一一 ’.””‘”‘’“’.”””‘’‘’二”“’‘”·(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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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a,

al—

可溶性金属(铅、ig、铬、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 g);

0. 07 mol或1 mol盐酸溶液空白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pg /MI,) ;

从标准曲线上测得的试验溶液(铅、锡.铬、汞)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

(I,g/ml);

稀释因子;

萃取的盐酸体积，单位为毫升(mL);

称取的样品量，单位为克(g) e

F

25

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