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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西金环颜料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金环颜料有限公司、醴陵市科兴实业有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景

德镇陶瓷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仁华、周林文、刘华锋、丁伯平、李博、柯善军、张小珍、李婧、刘闰源、程兰兰、

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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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用包裹红颜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陶瓷用包裹红颜料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硅酸锆包裹硫硒化镉形式的陶瓷用包裹红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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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７１７　颜料水悬浮液ｐＨ值的测定

ＧＢ／Ｔ５０００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ＧＢ／Ｔ５２１１．２　颜料水溶物测定　热萃取法

ＧＢ／Ｔ５２１１．３　颜料在１０５℃挥发物的测定

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１０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ＪＣ／Ｔ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７　建筑卫生陶瓷用色釉料　第２部分：建筑卫生陶瓷用色料

ＱＢ／Ｔ２４３５　日用陶瓷原料筛余量测定方法

ＱＢ／Ｔ２４５５—２０１１　陶瓷颜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０００和ＱＢ／Ｔ２４５５—２０１１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包裹红颜料　犲狀犮犪狆狊狌犾犪狋犲犱狉犲犱狆犻犵犿犲狀狋狊

用于陶瓷釉中能呈现红色的硅酸锆包裹硫硒化镉颜料，包括包裹大红、包裹橘红、包裹紫红等系列

颜料。

３．２　

标样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犪犿狆犾犲

颜料品种经鉴定并定型后，抽取若干数量封存，留作该品种每次检验时的标准对照样。

３．３　

色差　犮狅犾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定量表示的色和觉差别。用Δ犈 表示。

［ＪＣ／Ｔ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７，定义３．８］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外观：颜料外观应为粉末状，与标样外观颜色基本一致，且无明显杂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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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的技术要求。

表１　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 要　求

色差（与标准样板比较）Δ犈 ≤１．５

１０５℃挥发物／％ ≤０．５

水悬浮液ｐＨ值 ６．０～９．０

３２５目筛余物／％ ≤０．６

水溶物 ≤０．５

１２００℃灼烧减量／％ ≤１．０

铅（Ｐｂ）的含量／（ｍｇ／ｋｇ） ≤６００

镉（Ｃｄ）的迁移量／（ｍｇ／ｄｍ
２） ≤０．０２

放射性核素限量
制造商应按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１０提供产品放射性

核素限量的水平

　　注１：铅、镉迁移量和粉末中的铅、镉含量按ＱＢ／Ｔ２４５５中５．４无铅含镉颜料规定执行。

　　注２：如用户对颜色及其他技术指标有特殊要求，可另行商定。但应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外观

５．１．１　仪器和试剂

所需仪器和试剂如下：

ａ）　白色瓷盘；

ｂ）　２５ｍＬ玻璃烧杯；

ｃ）　取样勺；

ｄ） 天平。

５．１．２　试验

颜料粉末外观：取样品和标样各一勺，分别用适量的水（或工业乙醇），在各自烧杯中调匀后，按同样

的条件涂在同一件白色陶瓷盘上，晾干后，在同一条件下观察两者颜色。

５．２　色差的测定

按ＪＣ／Ｔ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７规定进行测定。

５．３　１０５℃挥发物的测定

按ＧＢ／Ｔ５２１１．３规定进行测定。

５．４　水悬浮液狆犎值的测定

按ＧＢ／Ｔ１７１７规定进行测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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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筛余物的测定

按ＱＢ／Ｔ２４３５规定进行测定。

５．６　颜料水溶物测定

按ＧＢ／Ｔ５２１１．２规定进行测定。

５．７　颜料灼烧减量的测定

５．７．１　仪器

所需仪器如下：

ａ）　２５ｍＬ瓷坩埚；

ｂ）　碳棒炉：能维持在１２００℃，并保温３０ｍｉｎ；

ｃ）　烘箱：能维持１０５℃±２℃；

ｄ）　天平：精确到１ｍｇ；

ｅ）　干燥器：内装有效的干燥剂。

５．７．２　实验步骤

进行两份样品的平行测定。

５．７．２．１　试样

２５ｍＬ瓷坩埚及样品放在１０５℃±２℃烘箱中预热２ｈ，放入干燥器中冷却。盖上盖子，称量准确

到１ｍｇ。在坩埚的底部均匀地铺放２５ｇ±１ｇ的样品层，盖上盖子，称量准确到１ｍｇ。

５．７．２．２　测定

将坩埚和样品放在碳棒炉中，加热升温至１２００℃并保温３０ｍｉｎ，在干燥器中冷却称量，准确到

１ｍｇ。此最终值即为灼烧减量数值。

如果两份样品测定绝对差值超过样品的０．０５％，则需要重复整个操作。

５．７．３　结果表示

灼烧减量质量百分数（犡）按公式（１）计算：

犡＝
犿１－犿２

犿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犿０———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灼烧前瓷坩埚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灼烧后坩埚和剩余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平行分析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分析结果，平行分析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样品的０．０５％。

５．８　铅、镉迁移量和粉末中的铅、镉含量的测定

按ＱＢ／Ｔ２４５５—２０１１中５．４的规定进行测定。

５．９　颜料放射性

按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１０的规定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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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规则

６．１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６．１．１　以一次性投料生产的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为一批。

６．１．２　抽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件垂直随机插入至料层深度的四分之三处采样。将所采的样品混匀

后，按四分法缩至约２００ｇ，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密封袋中，密封。

６．２　检验项目

６．２．１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６．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１０５℃挥发物、水悬浮液的ｐＨ值、３２５目筛余物、１２００℃灼烧减量、色泽，出

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６．２．３　型式检验按ＪＣ／Ｔ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７执行。以下情况应做型式检验：

ａ）　试制定型投产的新产品时；

ｂ） 企业停产达３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ｃ） 更改工艺原料时；

ｄ） 企业连续生产时，每半年应进行一次；

ｅ）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检验时；

ｆ）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６．３　判定规则

６．３．１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６．３．２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要求时，可判定该产品合格，若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可加倍抽

样复检。如仍有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６．３．３　供需双方对质量有异议时，应及时提出，双方共同协商处理，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可申请

仲裁。

７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７．１　包装

包装可用硬塑料瓶、塑料桶或其他能够满足装量要求的软包装，并严密封口，具有一定的防潮、防震

性能。

７．２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有合格标志，并注明：

ａ）　注册商标；

ｂ）　产品名称；

ｃ）　产品编号；

ｄ）　净含量；

ｅ）　产品批号；

ｆ）　生产日期；

ｇ）　烤烧温度范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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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执行标准编号；

ｉ）　制造厂名；

ｊ）　厂址。

７．３　运输

运输中注意防止雨淋，严禁尖锐物撞击或重抛。

７．４　贮存规则

应放在通风、干燥、防暴晒的仓库内，避免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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