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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３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１《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本标准与ＧＢ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胶粘剂分类中本体型胶粘剂（本版３．１）；

———增加和修订溶剂型胶粘剂有害物质种类和限量要求（本版３．２，２００１版３．１）；

———修订水基型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本版３．３，２００１版３．２）；

———增加本体型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本版３．４）；

———修订有害物质检验方法（本版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和附录Ｆ，２００１版附录Ａ、附录Ｂ、

附录Ｃ、附录Ｄ和附录Ｅ）；

———增加有害物质检验方法（本版附录Ｅ）。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胶粘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中国胶粘剂工业协会、国家环

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抚顺哥俩好化学有限公司、汉高粘合剂有限公司、深圳固强粘合剂有限公司、

上海东和胶粘剂有限公司、江苏黑松林粘合剂厂、贵州水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金卫星、沈忆华、张欣慰、李宪权、龚辈凡、强恩源、许宁、关爱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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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及其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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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６—２００３　化学试剂　水分测定通用方法　卡尔·费休法（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ＮＥＱ）

ＧＢ／Ｔ２７９３—１９９５　胶粘剂不挥发物含量测定

ＧＢ／Ｔ１３３５４—１９９２　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方法　重量杯法

３　要求

３．１　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分类

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分为溶剂型、水基型、本体型三大类。

３．２　溶剂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溶剂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溶剂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项　　目
指　　　　标

氯丁橡胶胶粘剂 ＳＢＳ胶粘剂 聚氨酯类胶粘剂 其他胶粘剂

游离甲醛／（ｇ／ｋｇ） ≤０．５０ — —

苯／（ｇ／ｋｇ） ≤５．０

甲苯＋二甲苯／（ｇ／ｋｇ）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甲苯二异氰酸酯／（ｇ／ｋｇ） — ≤１０ —

二氯甲烷／（ｇ／ｋｇ）

１，２二氯乙烷／（ｇ／ｋｇ）

１，１，２三氯乙烷／（ｇ／ｋｇ）

三氯乙烯／（ｇ／ｋｇ）

总量≤５．０

≤５０

总量≤５．０

— ≤５０

总挥发性有机物／（ｇ／Ｌ） ≤７００ ≤６５０ ≤７００ ≤７００

　　注：如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或产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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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水基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水基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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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水基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项　　目
指　　　　标

缩甲醛类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胶粘剂 橡胶类胶粘剂 聚氨酯类胶粘剂 其他胶粘剂

游离甲醛／（ｇ／ｋｇ） ≤１．０ ≤１．０ ≤１．０ — ≤１．０

苯／（ｇ／ｋｇ） ≤０．２０

甲苯＋二甲苯／（ｇ／ｋｇ） ≤１０

总挥发性有机物／（ｇ／Ｌ） ≤３５０ ≤１１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３５０

３．４　本体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本体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本体型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项　　目 指　　　　标

总挥发性有机物／（ｇ／Ｌ） ≤１００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Ａ进行。

４．２　苯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Ｂ进行。

４．３　甲苯及二甲苯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Ｃ进行。

４．４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Ｄ进行。

４．５　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和三氯乙烯含量的测定按本标准附录Ｅ进行。

４．６　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Ｆ进行。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型式检验

本标准所列的全部技术要求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或停产三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５．２　取样方法

在同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三份样品，每份不小于０．５ｋｇ。

５．３　检验结果的判定

在抽取的三份样品中，取一份样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测定。如果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本标

准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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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验结果仍未达到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定为不合格。

６　包装标志

用于室内装饰装修的胶粘剂产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明本标准规定的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其最高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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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胶粘剂中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犃．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

本方法适用于游离甲醛含量大于０．０５ｇ／ｋｇ的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

犃．２　原理

水基型胶粘剂用水溶解，而溶剂型胶粘剂先用乙酸乙酯溶解后，再加水溶解。将溶解于水中的游离

甲醛随水蒸出。在ｐＨ＝６的乙酸乙酸铵缓冲溶液中，馏出液中甲醛与乙酰丙酮作用，在沸水浴条件下

迅速生成稳定的黄色化合物，冷却后在４１５ｎｍ处测其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试样中游离甲醛

含量。

犃．３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犃．３．１　乙酸铵。

犃．３．２　冰乙酸：ρ＝１．０５５ｇ／ｍＬ。

犃．３．３　乙酰丙酮：ρ＝０．９７５ｇ／ｍＬ。

犃．３．３．１　乙酰丙酮溶液：０．２５％（体积分数），称取２５ｇ乙酸胺（Ａ．３．１），加少量水溶解，加３ｍＬ冰乙

酸（Ａ．３．２）及０．２５ｍＬ乙酰丙酮（Ａ．３．３），混匀后再加水至１００ｍＬ，调整ｐＨ＝６．０，此溶液于

２℃～５℃ 贮存，可稳定一个月。

犃．３．４　盐酸溶液：１＋５（犞＋犞）。

犃．３．５　氢氧化钠溶液：３０ｇ／１００ｍＬ。

犃．３．６　碘。

犃．３．６．１　碘标准溶液：犮（１／２Ｉ２）＝０．１ｍｏｌ／Ｌ，按ＧＢ／Ｔ６０１进行配制。

犃．３．７　硫代硫酸钠溶液：犮（Ｎａ２Ｓ２Ｏ３）＝０．１ｍｏｌ／Ｌ，按ＧＢ／Ｔ６０１进行配制。

犃．３．８　淀粉溶液：１ｇ／１００ｍＬ，称１ｇ淀粉，用少量水调成糊状，倒入１００ｍＬ沸水中，呈透明溶液，临

用时配制。

犃．３．９　甲醛：质量分数为３６％～３８％。

犃．３．９．１　甲醛标准贮备液：取１０ｍＬ甲醛溶液（Ａ．３．９）置于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

犃．３．９．２　甲醛标准贮备液的标定：吸取５．０ｍＬ甲醛标准贮备液（Ａ．３．９．１）置于２５０ｍＬ碘量瓶中，加

碘标准溶液（Ａ．３．６．１）３０．０ｍＬ，立即逐滴地加入氢氧化钠溶液（Ａ．３．５）至颜色退到淡黄色为止（大约

０．７ｍＬ）。静置１０ｍｉｎ，加入盐酸溶液（Ａ．３．４）１５ｍＬ，在暗处静置１０ｍｉｎ，加入１００ｍＬ新煮沸但已冷

却的水，用标定好的硫代硫酸钠溶液（Ａ．３．７）滴定至淡黄色，加入新配制的淀粉指示剂（Ａ．３．８）１ｍＬ，

继续滴定至蓝色刚刚消失为终点。同时进行空白试验。按式（Ａ．１）计算甲醛标准贮备液质

量浓度ρ甲醛
。

ρ甲醛＝
（犞１－犞２）×犮×１５．０

５．０
…………………………（Ａ．１）

　　式中：

ρ甲醛
———甲醛标准贮备液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ｍｇ／ｍＬ）；

犞１———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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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２———标定甲醛消耗硫代硫酸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１５．０———甲醛（１／２ＨＣＨＯ）摩尔质量；

５．０———甲醛标准贮备液取样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犃．３．９．３　甲醛标准溶液：用水将甲醛标准贮备液（Ａ．３．９．１）稀释成１０．０μｇ／ｍＬ甲醛标准溶液。在

２℃～５℃贮存，可稳定一周。

注：可直接选用甲醛溶液标准样品（ＧＳＢ０７１１７９—２０００）。

犃．３．１０　乙酸乙酯。

犃．４　仪器

犃．４．１　单口蒸馏烧瓶：５００ｍＬ。

犃．４．２　直形冷凝管。

犃．４．３　容量瓶：２５０ｍＬ、２００ｍＬ、２５ｍＬ。

犃．４．４　水浴锅。

犃．４．５　分光光度计。

犃．５　分析步骤

犃．５．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表Ａ．１所列甲醛标准贮备液的体积，分别加入六只２５ｍＬ容量瓶（Ａ．４．３），加乙酰丙酮溶液

（Ａ．３．３．１）５ｍＬ，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置于沸水浴中加热３ｍｉｎ，取出冷却至室温，用１ｃｍ的吸收

池，以空白溶液为参比，于波长４１５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 犃 为纵坐标，以甲醛质量浓度

ρ（μｇ／ｍＬ）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或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其回归方程。

表犃．１　标准溶液的体积与对应的甲醛质量浓度

甲醛标准溶液（Ａ．３．９．３）／ｍＬ 对应的甲醛质量浓度／（μｇ／ｍＬ）

１０．００

７．５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０
１）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５

０１
）

　　１）　空白溶液。

犃．５．２　样品测定

犃．５．２．１　水基型胶粘剂

称取２．０ｇ～３．０ｇ试样（精确到０．１ｍｇ），置于５００ｍＬ的蒸馏烧瓶中，加２５０ｍＬ水将其溶解，摇

匀。装好蒸馏装置，加热蒸馏，蒸至馏出液为２００ｍＬ，停止蒸馏。如蒸馏过程中发生沸溢现象，应减少

称样量，重新试验。将馏出液转移至２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取１０ｍＬ馏出液于２５ｍＬ

容量瓶中，加５ｍＬ的乙酰丙酮溶液（Ａ．３．３．１），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其置于沸水浴中加热３ｍｉｎ，

取出冷却至室温。然后测其吸光度。

犃．５．２．２　溶剂型胶粘剂

称取５．０ｇ试样（精确到０．１ｍｇ），置于５００ｍＬ的蒸馏烧瓶中，加入２０ｍＬ乙酸乙酯（Ａ．３．１０）溶

解样品，然后再加２５０ｍＬ水将其溶解，摇匀。

装好蒸馏装置，加热蒸馏，蒸至馏出液为２００ｍＬ，停止蒸馏。将馏出液转移至２５０ｍＬ的容量瓶

中，用水稀释至刻度。取１０ｍＬ馏出液于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加５ｍＬ的乙酰丙酮溶液（Ａ．３．３．１），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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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至刻度，摇匀。将其置于沸水浴中加热３ｍｉｎ，取出冷却至室温。然后测其吸光度。

犃．６　结果表述

直接从标准曲线上读出试样溶液甲醛的质量浓度。

试样中游离甲醛含量狑，计算公式（Ａ．２）如下：

狑＝
（ρｔ－ρｂ）·犞·犳
１０００犿

…………………………（Ａ．２）

　　式中：

狑———试样中游离甲醛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ρｔ———从标准曲线上读取的试样溶液中甲醛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ｂ———从标准曲线上读取的空白溶液中甲醛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犞———馏出液定容后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犳———试样溶液的稀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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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胶粘剂中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犅．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苯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苯含量在０．０２ｇ／ｋｇ以上的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

犅．２　原理

试样用适当的溶剂稀释后，直接用微量注射器将稀释后的试样溶液注入进样装置，并被载气带入色

谱柱，在色谱柱内被分离成相应的组分，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并记录色谱图，用外标法计算试样

溶液中苯的含量。

犅．３　试剂

犅．３．１　苯：色谱纯。

犅．３．２　乙酸乙酯：分析纯。

犅．４　仪器

犅．４．１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

犅．４．２　色谱仪：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犅．４．３　色谱柱：毛细管柱：固定液为二甲基聚硅氧烷。

注：当有其他组分与被测组分的峰难以分开时，此时需换用不同极性柱子在合适条件下进行试验。

犅．４．４　记录装置：积分仪或色谱工作站。

犅．４．５　测定条件

注：可选用其他达到分离效果的测定条件。

犅．４．５．１　汽化室温度：２００℃。

犅．４．５．２　检测室温度：２５０℃。

犅．４．５．３　氮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犅．４．５．４　氢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犅．４．５．５　空气：硅胶除水。

犅．４．５．６　程序升温：初始温度３５℃，保持时间２５ｍｉｎ，升温速率８℃／ｍｉｎ，终止温度１５０℃，保持时间

１０ｍｉｎ。

犅．５　分析步骤

称取０．２ｇ～０．３ｇ（精确至０．１ｍｇ）的试样，置于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摇匀。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进样，测其峰面积。若试样溶液的峰面积大于表Ｂ．１中最大浓度的峰

面积，用移液管准确移取犞 体积的试样溶液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后再测。

犅．６　标准溶液的配制

犅．６．１　苯标准溶液：１．０ｍｇ／ｍＬ。

称取０．１ｇ（精确到０．１ｍｇ）苯，置于１０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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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６．２　系列苯标准溶液的配置

按表Ｂ．１中所列苯标准溶液（Ｂ．６．１）的体积，分别加到六个２５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

刻度，摇匀。

表犅．１　系列标准溶液的体积与相应苯的质量浓度

移取的体积／ｍＬ 相应苯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２０

犅．６．３　系列标准溶液峰面积的测定

开启气相色谱仪，对色谱条件进行设定，待基线稳定后，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标准溶液进样，测定

峰面积，每一标准溶液进样五次，取其平均值。

犅．６．４　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峰面积犃为纵坐标，相应质量浓度ρ（μｇ／ｍＬ）为横坐标，即得标准曲线。

犅．７　结果表述

直接从标准曲线上读取试样溶液中苯的浓度。

试样中苯含量狑，计算公式（Ｂ．１）如下：

狑＝
ρｔ·犞·犳
１０００犿

…………………………（Ｂ．１）

　　式中：

狑———试样中苯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ρｔ———从标准曲线上读取的试样溶液中苯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犞———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犳———稀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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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胶粘剂中甲苯、二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犆．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甲苯、二甲苯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甲苯含量在０．０２ｇ／ｋｇ以上的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

本方法适用于二甲苯含量在０．０２ｇ／ｋｇ以上的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

犆．２　原理

试样用适当的溶剂稀释后，直接用微量注射器将稀释后的试样溶液注入进样装置，并被载气带入色

谱柱，在色谱柱内被分离成相应的组分，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并记录色谱图，用外标法计算试样

溶液中的甲苯和二甲苯的含量。

犆．３　试剂

犆．３．１　甲苯：色谱纯。

犆．３．２　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色谱纯。

犆．３．３　邻二甲苯：色谱纯。

犆．３．４　乙酸乙酯：分析纯。

犆．４　仪器

犆．４．１　进样装置：微量注射器。

犆．４．２　色谱仪：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犆．４．３　色谱柱：毛细管柱，固定液为二甲基聚硅氧烷。

注：当有其他组分与被测组分的峰难以分开时，此时需换用不同极性柱子在合适条件下进行试验。

犆．４．４　记录装置：积分仪或色谱工作站。

犆．４．５　测定条件

注：可选用其他达到分离效果的测定条件。

犆．４．５．１　汽化室温度：２００℃。

犆．４．５．２　检测室温度：２５０℃。

犆．４．５．３　氮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犆．４．５．４　氢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犆．４．５．５　空气：硅胶除水。

犆．４．５．６　程序升温：初始温度３５℃，保持时间２５ｍｉｎ，升温速率８℃／ｍｉｎ，终止温度１５０℃，保持时间

１０ｍｉｎ。

犆．５　分析步骤

称取０．２ｇ～０．３ｇ（精确至０．１ｍｇ）的试样，置于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摇匀。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进样，测其峰面积。若试样溶液的峰面积大于表中最大浓度的峰面积，

用移液管准确移取犞 体积的试样溶液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后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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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６　标准溶液的配制

犆．６．１　甲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邻二甲苯标准溶液：１．０犿犵／犿犔、１．０犿犵／犿犔、１．０犿犵／犿犔

分别称取０．１０００ｇ甲苯、０．１０００ｇ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０．１ｇ（精确到０．１ｍｇ）邻二甲苯，置于

１０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

犆．６．２　系列标准溶液的配置

按表Ｃ．１中所列标准溶液（Ｃ．６．１）体积，分别加入六个２５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

度，摇匀。

表犆．１　标准溶液（犆．６．１）的体积与对应的质量浓度

移取的体积／

ｍＬ

对应甲苯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对应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对应邻二甲苯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２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２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２０

犆．６．３　系列标准溶液峰面积的测定

开启气相色谱仪，对色谱条件进行设定，待基线稳定后，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标准溶液进样，测定

峰面积，每一标准溶液进样五次，取其平均值。

犆．６．４　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峰面积犃为纵坐标，相应质量浓度ρ（μｇ／ｍＬ）为横坐标，即得标准曲线。

犆．７　结果表述

直接从标准曲线上读取试样溶液中甲苯或二甲苯的质量浓度。

试样中甲苯或二甲苯含量狑，计算公式（Ｃ．１）如下：

狑＝
ρｔ·犞·犳
１０００犿

…………………………（Ｃ．１）

　　式中：

狑———试样中甲苯或二甲苯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ρｔ———从标准曲线上读取的试样溶液中甲苯或二甲苯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犞———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犳———稀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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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聚氨酯胶粘剂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犇．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聚氨酯胶粘剂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的测定。

本方法能测定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在０．１ｇ／ｋｇ以上的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聚氨酯胶粘剂。

犇．２　原理

试样用适当的溶剂稀释后，加入正十四烷作内标物。将稀释后的试样溶液注入进样装置，并被载气

带入色谱柱，在色谱柱内被分离成相应的组分，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并记录色谱图，用内标法计

算试样溶液中甲苯二异氰酸酯的含量。

犇．３　试剂

犇．３．１　乙酸乙酯：加入１００ｇ５Ａ分子筛（Ｄ．３．４），放置２４ｈ后过滤。

犇．３．２　甲苯二异氰酸酯。

犇．３．３　正十四烷：色谱纯。

犇．３．４　５Ａ分子筛：在５００℃的高温炉中加热２ｈ，置于干燥器中冷却备用。

犇．４　仪器

犇．４．１　进样装置：微量注射器。

犇．４．２　色谱仪：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犇．４．３　色谱柱：固定液为二甲基聚硅氧烷。

犇．４．４　记录装置：积分仪或色谱工作站。

犇．４．５　测定条件

注：可选用其他达到分离效果的测定条件。

犇．４．５．１　汽化室温度：２００℃。

犇．４．５．２　检测室温度：２５０℃。

犇．４．５．３　柱箱温度：１６０℃。

犇．４．５．４　氮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犇．４．５．５　氢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犇．４．５．６　空气：硅胶除水。

犇．５　分析步骤

犇．５．１　内标溶液的制备

称取０．２ｇ（精确到０．１ｍｇ）正十四烷于２５ｍＬ的容量瓶中，用除水的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

犇．５．２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的测定

称取０．２ｇ～０．３ｇ（精确到０．１ｍｇ）甲苯二异氰酸酯于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加入５ｍＬ内标物，用适

量的乙酸乙酯稀释，取１μＬ进样，测定甲苯二异氰酸酯和正十四烷的色谱峰面积。根据公式计算相对

质量校正因子，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犳′的计算公式（Ｄ．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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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
犿ｉ
犿ｓ

·犃ｓ

犃ｉ
…………………………（Ｄ．１）

　　式中：

犿ｉ———甲苯二异氰酸酯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ｓ———所加内标物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甲苯二异氰酸酯的峰面积；

犃ｓ———所加内标物的峰面积。

犇．５．３　试样溶液的制备及测定

称取２．０ｇ～３．０ｇ（精确到０．１ｍｇ）样品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ｍＬ内标物，用适量的乙酸乙酯

稀释，取１μＬ进样，测定试样溶液中甲苯二异氰酸酯和正十四烷的色谱峰面积。

犇．６　结果表述

试样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狑，计算公式（Ｄ．２）如下：

狑＝犳′
犃ｉ
犃ｓ

·犿ｓ

犿ｉ
×１０００ …………………………（Ｄ．２）

　　式中：

狑———试样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犳′———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犿ｉ———待测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ｓ
———所加内标物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待测试样的峰面积；

犃ｓ———所加内标物的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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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胶粘剂中卤代烃含量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犈．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有害物质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

三氯乙烯含量测定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三氯乙烯含量在０．１ｇ／ｋｇ以上的室内建

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的测定。

犈．２　原理

试样用适当的溶剂稀释后，直接用微量注射器将稀释后的试样溶液注入进样装置，并被载气带入色

谱柱，在色谱柱内被分离成相应的组分，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并记录色谱图，用外标法计算试样

溶液中待测组分的含量。

犈．３　试剂

犈．３．１　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三氯乙烯均为色谱纯。

犈．３．２　乙酸乙酯：分析纯。

犈．４　仪器

犈．４．１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

犈．４．２　色谱仪：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犈．４．３　色谱柱：毛细管柱，固定液为二甲基聚硅氧烷。

注：当有其他组分与被测组分的峰难以分开时，此时需换用不同极性柱子在合适条件下进行试验。

犈．４．４　记录装置：积分仪或色谱工作站。

犈．４．５　测定条件

注：可选用其他达到分离效果的测定条件。

犈．４．５．１　汽化室温度：２００℃。

犈．４．５．２　检测室温度：２５０℃。

犈．４．５．３　氮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犈．４．５．４　氢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犈．４．５．５　空气：硅胶除水。

犈．４．５．６　分流，分流比为２０∶１。

犈．４．５．７　尾吹：３０ｍＬ／ｍｉｎ。

犈．４．５．８　二氯甲烷 恒温：８０℃。

犈．４．５．９　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三氯乙烯程序升温：

初始温度３５℃，保持时间２５ｍｉｎ，升温速率８℃／ｍｉｎ，终止温度１５０℃，保持时间１０ｍｉｎ。

犈．５　分析步骤

称取０．２ｇ～０．３ｇ（精确至０．１ｍｇ）的试样，置于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摇匀。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进样，测其峰面积。若试样溶液的峰面积大于表Ｅ．１中最大浓度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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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用移液管准确移取犞 体积的试样溶液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后再测。

犈．６　标准溶液的配制

犈．６．１　标准溶液：１０犿犵／犿犔

分别称取约１ｇ准确至０．０００１ｇ的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和三氯乙烯，分别置

于１０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

犈．６．２　标准溶液：５００μ犵／犿犔

分别取适当体积的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和三氯乙烯溶液（Ｅ．６．１），置于一个

１０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二氯甲烷、１，２二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和

三氯乙烯浓度为５００μｇ／ｍＬ的标准溶液。

犈．６．３　系列标准溶液的配置

按表Ｅ．１中所列标准溶液（Ｅ．６．２）的体积，分别置于六个２５ｍＬ的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

度，摇匀。

表犈．１　系列标准溶液的体积与相应的质量浓度

移取的体积／

ｍＬ

二氯甲烷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１，２二氯乙烷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１，１，２三氯乙烷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三氯乙烯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犈．６．４　系列标准溶液峰面积的测定

开启气相色谱仪，对色谱条件进行设定，待基线稳定后，用微量注射器取１μＬ标准溶液进样，测定

峰面积，每一标准溶液进样五次，取其平均值。

犈．６．５　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峰面积犃为纵坐标，相应标准溶液质量浓度ρ（μｇ／ｍＬ）为横坐标，即得标准曲线。

犈．７　结果表述

直接从标准曲线上读取或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试样溶液中待测组分的质量浓度。

试样中待测组分含量狑，计算公式（Ｅ．１）如下：

狑＝
ρｔ·犞·犳
１０００犿

…………………………（Ｅ．１）

　　式中：

狑———试样中待测组分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ρｔ———试样溶液中待测组分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犞———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犳———试样溶液的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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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胶粘剂中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测定方法

犉．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室内建筑装饰装修用胶粘剂中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测定。

犉．２　原理

将适量的胶粘剂置于恒定温度的鼓风干燥箱中，在规定的时间内，测定胶粘剂总挥发物含量。用

卡尔·费休法或气相色谱法测定其中水分的含量。胶粘剂总挥发物含量扣除其中水分的量，计算得胶

粘剂中总挥发性有机物的含量。

犉．３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犉．３．１　卡尔·费休试剂。

犉．４　仪器

犉．４．１　鼓风干燥箱：温度能控制在１０５℃±１℃。

犉．４．２　卡尔·费休滴定仪。

犉．４．３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

犉．５　分析步骤

犉．５．１　总挥发分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２７９３—１９９５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犉．５．２　胶粘剂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犉．５．２．１　卡尔·费休法

按ＧＢ／Ｔ６０６—２００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犉．５．２．２　气相色谱法

犉．５．２．２．１　试剂

犉．５．２．２．１．１　蒸馏水。

犉．５．２．２．１．２　无水Ｎ，Ｎ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分析纯。

犉．５．２．２．１．３　无水异丙醇，分析纯。

犉．５．２．２．２　仪器

犉．５．２．２．２．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

犉．５．２．２．２．２　色谱柱：柱长１ｍ，外径３．２ｍｍ，填装１７７μｍ～２５０μｍ的高分子多孔微球的不锈钢柱。

（对于程序升温，柱温的初始温度８０℃，保持时间５ｍｉｎ，升温速率３０℃／ｍｉｎ，终止温度１７０℃，保持时

间５ｍｉｎ；对于恒温，柱温为１４０℃，在异丙醇完全出完后，把柱温调到１７０℃，待ＤＭＦ峰出完。若继续

测试，再把柱温降到１４０℃）。

犉．５．２．２．２．３　记录仪。

犉．５．２．２．２．４　微量注射器。

犉．５．２．２．２．５　具塞玻璃瓶：１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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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５．２．２．３　试验步骤

犉．５．２．２．３．１　测定水的响应因子犚

在同一具塞玻璃瓶中称０．２ｇ左右的蒸馏水和０．２ｇ左右的异丙醇（精确至０．１ｍｇ），加入２ｍＬ

的Ｎ，Ｎ二甲基甲酰胺，混匀。用微量注射器进１μＬ的标准混样，记录其色谱图。

按式（Ｆ．１）计算水的响应因子犚：

犚＝
犿ｉ犃Ｈ

２
Ｏ

犿Ｈ
２
Ｏ犃ｉ

…………………………（Ｆ．１）

　　式中：

犚 ———水的响应因子；

犿ｉ———异丙醇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Ｈ
２
Ｏ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Ｈ
２
Ｏ———水峰面积；

犃ｉ———异丙醇峰面积。

若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不是无水试剂，则以同样量的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混合液），但不加水

做为空白，记录空白的水峰面积。

按式（Ｆ．２）计算水的响应因子：

犚＝
犿ｉ（犃Ｈ

２
Ｏ－犅）

犿Ｈ
２
Ｏ犃ｉ

…………………………（Ｆ．２）

　　式中 ：

犚———水的响应因子；

犿ｉ———异丙醇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Ｈ
２
Ｏ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Ｈ
２
Ｏ———水峰面积；

犃ｉ———异丙醇峰面积；

犅———空白中水的峰面积。

犉．５．２．２．３．２　样品分析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试样０．６ｇ和０．２ｇ的异丙醇（精确至０．１ｍｇ），加入到具塞玻璃瓶中，再加入

２ｍＬＮ，Ｎ二甲基甲酰胺，盖上瓶塞，同时准备一个不加试样的异丙醇和Ｎ，Ｎ二甲基甲酰胺做为空白

样。用力摇动装有试样的小瓶１５ｍｉｎ，放置５ｍｉｎ使其沉淀，也可使用低速离心机使其沉淀。吸取１μＬ

试样瓶中的上清液，注入色谱仪中，并记录其色谱图。

按式（Ｆ．３）计算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狑水：

狑水＝
１００×（犃Ｈ

２
Ｏ－犅）犿ｉ

犃ｉ犿ｐ犚
…………………………（Ｆ．３）

　　式中：

犃Ｈ
２
Ｏ
———水峰面积；

犅———空白中水峰面积；

犃ｉ———异丙醇峰面积；

犿ｉ———异丙醇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ｐ———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犚———响应因子。

犉．５．３　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按ＧＢ／Ｔ１３３５４—１９９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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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６　结果的表述

试样中总有机挥发物含量狑，计算公式（Ｆ．４）如下：

狑＝ ［（狑总 －狑水）／（１－狑水）］×ρ×１０００ ……………………（Ｆ．４）

　　式中：

狑———试样中总有机挥发物含量，单位为克／升（ｇ／Ｌ）；

狑总———总挥发分含量质量分数；

狑水———水分含量质量分数；

ρ———试样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６１

犌犅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８


		2022-11-30T10:54:46+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