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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日本工业标准JIS K6828:1996《合成树脂乳液试验方法》。

    1.本标准的名称由《聚乙酸乙烯醋乳液试验方法》变更为《合成树脂乳液试验方法》，适用范围包括

了聚乙酸乙烯酷乳液、聚丙烯酸醋乳液和乙酸乙烯醋一乙烯共聚乳液等合成树脂乳液。

    2.本标准增加了“机械稳定性”和“粗粒子”二项试验方法，删去了“灰分”和“薄膜耐水性质”二项试

验方法

    本标准附录A是提示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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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全国胶粘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有机化工厂、上海长城精细化工厂、上海石化粘合剂厂、江苏黑松林粘合

剂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学栋、高艳想、刘鹏凯、钱翠英、秦永铭。

    本标准于1989年首次发布，2002年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全国胶粘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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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175-2002

合成树脂乳液试验方法 代替GB/T 11175-1989

Testing methods for synthetic resin emulsion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树脂乳液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聚乙酸乙烯醋乳液、聚丙烯酸酷乳液和乙酸乙烯酷一乙烯共聚乳液等合成树脂乳液的

试验方法。

    注 合成树脂乳液，是指各种单体经乳液聚合而生成的制成品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918-199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样的标准环境

    GB/T 8170-1987数值修约规则

    GB/T 8325-1987聚合物和共聚物水分散体pH值测定方法

3 试验项目

    本标准中规定的试验项目如下:

3.1 外观

3.2 不挥发物

3.3 pH值

3.4 粘度

3.5 冻融稳定性

3.6 贮存稳定性

3.7 稀释稳定性

3.8 机械稳定性

39 粒径

3.10 残存单体

3.11 最低成膜温度

3.12 粗粒子

4 试验的一般条件

4.1 试验室的温度和湿度

    试验室的温度和湿度规定为GB/T 2918中的标准环境2级，温度为23℃士2C;湿度为50%士

10写。将试验室温度和湿度记人试验结果。

4.2 试样的状态调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05-29批准 2002一1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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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GB/T 2918中相关规定，试样使用前在使用条件下放置时间应不少于4 h,

4. 3 试验结果的数值整理

    试验结果按GB/T 8170取至各试验项目所规定的有效数字。

4.4 试验的取样方法和处理方法

4.4.1 批的定义

    同一次制造的或者是在同一条件下制造的产品，并且在同一场所混合生成的，可以认为具有相同质
量的制品的集合。

4.4.2 试验所需的样品数

4.4.2.1 按批将样品编组，从每批中随机取样，将样品倒人小型容器内，使其分别代表所对应的批号。

44.2.2 当一个小型容器容量小于试验所需量时，为使取样量达到试验所需量，可以增加每批取样个

，一组容器所取之样，作为该批的代表样。

4.2.3

数

车

44.2.4

对于罐类大型容器，可将一个容器的内装物作为一批来取样。

当粘合剂为多组分，在使用之前需混合时，它们分别以容器包装形成一组容器，则一组容器作

为一个容器处理。

4.4.3 取样量

    按4.4.2中规定的步骤在代表的容器中进行充分搅拌后，用合适的取样器按相同体积取出样品，并

将其混合。对于混合样品量，如试验对所需的样品量有技术要求时，则按相关规定执行，若无技术要求

时，样品量则不应少于1.01。在取样有困难，或者试验项目对此项忽略时，混合样品量可按交货时有关

双方之间的协议来规定。

4.4.4 样品处理

    将按4.4. 3混合过的样品倒人为试验准备的合适容器内，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用玻璃棒将试样均匀地、薄薄地涂敷于干净的玻璃板上，随即目测检查有无粗粒子和异物。

5.2 不挥发物

5.2.1 仪器和设备

5.2.，.1 容器:直径约50 mm的铝箔皿。

5.2.1.2 电烘箱:能恒温105℃士2‘C的电热鼓风干燥箱。

52.1.3 玻璃干燥器:用变色硅胶作干燥剂。

52.1.4 分析天平:称量范围100 g以上，分度值为1 mg,

5. 2.2 试验步骤

52.2.1用容器称取约1g试样，准确至。001 g.并使之流平，对于高粘度样品，最好用水或溶剂进行
稀释。将其置于恒温105 C士2'C的电烘箱中部，经干燥60 min士5 min后取出，放人干燥器内冷却至室

温后称量。

5.2.2. 2

5.2.

式中

  对同一试样进行平行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不挥发物的质量分数按〔1)式计算，求出两次平行测定的平均值，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一
、一W, Xl。。

          协v,

:N一 不挥发物的质量分数，%;

W,,— 干燥后试样质量，9;

W— 千燥前试样质量，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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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pH值

    按GB/T 8325的规定进行。

54 粘度

5.4. 1 仪器和设备

5.4.1.1 粘度计:旋转式粘度计。

5.4.1.2 恒温水槽:能保持温度23 C士。.5c，水槽深度保证传热介质的液面高于试样液面。

5.4门 3 试样容器:500 ml烧杯，或与此形状相同的容器。

5.4.1.4 温度计:分度值为0.1℃的温度计。

5.4.1.5 秒表:精度为。.2s,

5.4.2 试验步骤

5.4-2.1 用容器取约500 mL试样，注意勿混人气泡，将容器置于恒温水槽中，使试样液面低于水面。

用玻璃棒加以搅拌，使试样各部分的温度达到试验要求的温度(23 C士1̀C),

5.4-2.2 安装防护装置和转子，按照转速和转子的组合，选择转子使测定粘度时指针正好能指在指示

刻度盘20写-100%范围内。旋转升降手柄，使粘度计平缓地下降，勿使转子粘上气泡，并使液面达到转

子液位标线。

5.4.2.3 用水平调节螺丝将粘度计调节至水平位置后，确认转子置于试样容器的中心位置，设定粘度

计变速调节器的转速。

    注:转速设定为10 r/min或20 r/mine

5.4-2.4 确认试样温度达到23'C士1℃时，接通电源开关，转子开始旋转。

5.4-2.5 松开夹持杆对指针的夹持，待刻度盘上指针的指示稳定后，或者从旋转开始至规定时间读数

后，精确至最小刻度的1/4,

      注1:从旋转开始至规定时间中指示值不稳定，在刻度盘上徐徐变化时，通常是试样具有触变性，记录这类试样的

          测定值时，应同时记人指示值的读取时间(用秒表测定从旋转开始至读数时间)。

    注2在旋转中难于读取指示值时，可采用按下夹持杆将指针停住，关闭电源开关来读取指示值。

5.4.2.6 使用新试样，按5. 4. 2.1至5.4. 2.5的各项操作，进行两次以上重复试验。

5.4.3 分析结果的表述

    按(2)式计算粘度，保留2位有效数字;并记录粘度计型号、转子编号、转速及测定温度。

                                              v=K}O ······························⋯⋯(2)

式中:I 粘度，mPa·“;

K}— 粘度计附加的换算系数;

  0— 两次测定中粘度指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5. 5 冻融稳定性

    将试样在一10℃下冻结后，在室温(23'C士2C)下静置，观察试样状态。如果没有凝固物，则重复进

行冻结一融化循环，直至出现凝固物，最多重复5个循环。

    用试样耐冻结一融化循环的次数表示冻融稳定性。

    注1本试验只单纯判定试样的状态，不对其基本物理性能和应用性能进行评价

    注2:本试验方法规定试样冻结温度为一10'C，也可适用于低于一loc冻结的情况

    注3本试验方法不适用于在试验条件下不发生冻结的试样.

5.5.1 仪器和设备

5}5}1}1 低温箱:温度可控制在一10-C1o. 5'C，冷冻室容积应比试样容器有较大空间。采用一ioc以

下的冻结温度时，应使用能保持该冻结温度士。.5c的低温箱。

5.5.1.2 试样容器:高70 mm，内径40 mm，壁厚2 mm的带盖高密度聚乙烯制塑料瓶。

5.5.1.3 天平:称量范围100 g以上，分度值为。. 5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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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试验步骤

5.5.2门 用试样容器称取约50 g试样，注意不要混人气泡，盖好盖子

5.5.2.2 预先将低温箱内温度保持在一1 o'c士0.5C，将试样在此温度(一10℃士0. 5 ̀C)下冻结16 h,

    对于采用供需双方商定的低于一10'C的冻结温度，则将试样在此温度(一10℃士0. 5'C)下冻结16 h,

5. 5. 2.3 从低温箱取出试样容器，在室温(23 C士2"C)下放置8 h,

5. 5. 2.4 将试样容器的盖子打开，用玻璃棒搅拌，观察容器内试样的状态。

5.5-2. 5 如能确认试样中有凝固物存在，则结束试验。

    如果不能确认试样中有凝固物，则将容器盖子盖上，重复5.5.2.2一  5.5.2.3项操作，至能确认试样

中有凝固物存在为止。对于重复5. 5. 2. 2~  5. 5. 2. 3项操作已达5次，仍不能确认试样中有凝固物存在

时，即可结束试验。

    注:试样冻结后，在试验条件F融解时，试样完全变成块状或凝胶状物，或出现原样中没有的块状物或粒状物。

5. 5.2.6 试验结果的表述

    试样的冻融稳定性以确认试样中没有出现凝固物所进行的冻结融化循环次数表示。根据本试验规

定，最大稳定性是5。在一loC以下冻结时，应记录下相应的冻结温度。

    注:冻融稳定性的数值按。,1,2,3,9和5表示

5.6 贮存稳定性

5.6.1 仪器设备

5.6.1.1 恒温箱:能保持温度在50℃士2C范围。

5.6.1.2 容器:容量100 m工~300 mL带盖容器。

5.6.1.3 温度计:分度值为1℃的100'C温度计。

5.6.2 试验步骤

    将试样大体装满容器，盖严，放入50℃士2C的恒温箱内放置20 h后，在室温下冷却3h，并用目视

法观察有无分层，是否产生粗粒子，考察涂布性能。

    注:根据供需双方之间协定，可变更恒温箱的温度和放置时间，此时，应将恒温箱的温度和放置时间记录在试验结

          果中。

5.7 稀释稳定性

5.7.1 容器

    100 mL量筒。

5.7.2 试验步骤

    用蒸馏水将试样稀释至不挥发物的质量分数为3%士。.5 00，用量筒量取100 mL该稀释液，用铝箔

盖上后静置72 h，测定其上层澄清液容积和底部沉降物的容积。

3 试验结果计算

稀释稳定性由(3)式、(4)式计算出的上层澄清液容积比和底部沉降物的容积比表示，计算结果取整

U =

尸 =

A

100

B

100

X 100 ..·········....········。..⋯ (3)

X 100 ·······.·.········。.··⋯⋯(4)

: U- 卜层清液容积比，%;

尸一一沉降部分容积比，%;

A— 上层清液容积，ml;

B一一沉降部分容积，mL.

机械稳定性

  仪器设备

7.

位

中

8

凡

5

数

式

，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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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门.1 测定装置:如图1所示，装置由带不锈钢制圆板，转速为(1000士20) r/min的垂直旋转轴和不

锈钢制试样容器，以及量程在。--100 kg，最小刻度为500 g的台秤组成。

单位 mm

旋转口板 聚乙始制衬套

占=1.6

砂127

底板

0127

                          图1 机械稳定性测定装置的实例
注:本装置是将旋转圆板降下至试样容器底部安装的聚乙烯制衬垫的面上 ，按台秤刻度调至所定的基线 ，按一

    定的转速测定试样此时生成的凝固物。旋转圆板的下面和试样容器底板的上面设置有试样循环的沟槽

    衬垫用聚乙烯，密度为0.921 g/cm'(23'C-),熔体流动速率(MFR)为0.25 g/10 min,

厉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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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秤上5 kg,10 kg或15 kg的任何刻度作为基线。

5.8.1.2 温度计:分度值为1C的200'C温度计。

5.8.1.3 金属网:孔径为150 fim或180 pm的平织不锈钢网。

5.8.1.4 恒温箱:能保持温度在105℃士2‘C的热风循环式恒温箱。

5.8.1.5 玻璃干燥器:以变色硅胶作干燥剂。

5.8.1.6 天平:试样质量称量用天平，称量范围为100 g以上，分度值为0.1 g;金属网质量称量用天

平，称量范围为50 g以上，分度值为。. 1 mg
5.8.1.7 记时钟。

5.8.2 仪器的调整

    往试样容器内加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至2/3高度处，放人台秤上的规定位置，正确安装旋转圆板

后，将旋转圆板下调至聚乙烯制衬垫平面上，与台秤规定的基线符合后开始旋转，此时，在聚乙烯制衬垫

和试样容器的底板上记下相吻合的标志。

    使用新的聚乙烯制衬垫时，至少需要持续旋转1h，使旋转圆板与聚乙烯制衬垫磨合，此时聚乙烯

制衬垫和试样容器的底板之间的位置应与所标标记相吻合。

5.8. 3 试验步骤

58.3.1 先将试样用金属网过滤，正确称取过滤后的样品50 g士0. 5 g加入试样容器，再将试样容器固

定在试验装置上。正确地装上旋转圆板，用升降把手一边让旋转圆板旋转，一边平稳地将其下降至聚乙

烯制衬垫表面上，并与台秤作为基线的任一刻度5 kg,10 kg或15 kg相重合。

58.3.2 合上电机开关，旋转圆板开始旋转时，即为测定时间开始，同时注意观察台秤刻度是否振动，

如果台秤的刻度偏离基线0. 5 kg以上时，应进行基线调整。经过5 min, 10 min或规定的时间之后就停

止旋转，并测定试样温度。

58.3.3 用蒸馏水或脱离子水将附着在旋转圆板外的试样洗人试样容器内，此时，需将附着在旋转圆

板上面及侧面的干燥皮膜及凝固物除去，不要加人试样。最后，用蒸馏水或脱离子水将附着在温度计上

的试样洗人试样容器内。

5.8. 3.4 将预先称量过的金属网做成图2所示形状，用少量蒸馏水或脱离子水将其润湿，然后将试样

转移金属网中央，按能保持试样表面不干燥的速度进行过滤，同时注意保持金属网的形状不使过滤部分

的孔径改变。

    注:金属网在105 C士2C恒温箱内干燥约30 mm后，置于千燥器内放冷，称重.

                                                                                                单位:mm

准备图

\ /

  \ /
              、 ，

/·诀
/ \

昌

100

      注:按对角线虚线方向弯曲，中心点线部位不用弯曲。

                                      图2 金属网的形状

58.3.5 将试样容器解体，洗涤衬垫和底板，将流出的凝聚物全部收集到金属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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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过滤之后将金属网上的残渣用蒸馏水或脱离子水洗净至滤液透明。

将带有残渣的金属网置于1050c士2℃恒温箱中心部位干燥60 min士5 min后，于干燥器中放

冷，.3.7f IR o
58.3.8 将同一试样进行3次测定。

5.8.4 分析结果的表述

机械稳定性按式((5)算出所生成的凝固率(%)来表示，求出3次测定的平均值，有效数字保留至小

数点后3位。

同时记录金属网的孔径，装置台秤的刻度，旋转时间，旋转停止时的温度。

CK一mz - m150二00 ⋯‘··········。···⋯⋯(5)

  式中:CK- 凝固率，%;

        ，:— 过滤干燥后金属网的质量，9;

        ，;— 过滤前金属网的质量，9。

  5.9 粒径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或者用浊度法测定粒径。

  5.9.1 光学显微镜法

  5.9-1.1 光学仪器

    a)显微镜:放大倍数不低于1 000倍;

      b)载物片:7.5 cm X 2. 5 cm;

      c 盖玻片:2 cmX2 cm,

  5.9.1.2 试验步骤

      用蒸馏水将试样稀释至不挥发物约为100，在载物片上滴加1滴，并紧密盖上盖玻片，在光学显微

镜上观察粒子大小。

5.9.13 计算

      测定粒子50个以上，算出粒径(pm)平均值，取1位有效数字，同时记录放大倍数。

      注1:单个粒子集合体多时，应加以记录

      注2:光学显微镜不能观察的试样，使用电子显微镜，按其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5.9.2 浊度法

5. 9.2.1 仪器设备

    a)分光光度计;

    b)金属网:孔径为75 pm的平织不锈钢金属网。

5.9.22 试剂

    聚苯乙烯分散体:试剂级，平均粒径为。. 1 pm,0. 5 pm,1.0 pm,
5.9-2. 3 试验步骤

    a)将已知粒径的试剂用蒸馏水稀释至不挥发物质量分数为。.100.置于分光光度计的吸收池内，于

波长375 nm处，调整吸收池内试样的不挥发物，使其吸光度保持在0.50士0.01的范围。

    b)调整完成后，测定55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

    c)以55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对相应的平均粒径在双对数坐标纸上作图，绘制工作曲线。

    d)将试样用金属网过滤后，用蒸馏水稀释至不挥发物质量分数约为。.1%,置于分光光度计的吸收

池内，于波长375 nm处，调整吸收池内试样的不挥发物，使其吸光度保持在0. 50士0.01的范围。

    e)调整完成后，测定55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

5.9-2.4 计算

    从工作曲线上计算出与此550 nm波长处吸光度所对应的粒径，保留1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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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残存单体

    残存单体用直接滴定法或气相色谱法进行测定，计算出的数值换算为试样中的单体含量。

    注:直接滴定法适用于聚乙酸乙烯醋乳液。

5.10.1 直接滴定法

5.10.1.1 仪器

    a)三角烧瓶:200 ml;

    b)带活塞滴定管:25 mL;

    c)天平 称量范围100 g以上，分度值为0. 1 g ;

    d)容量瓶:100 mL,1 000 mL;

    e)带刻度移液管:5 ml;

    f)单标移液管:10 mL,20 mL,25 mL,

5.10门 2 试剂

    a) 1500碘化钾溶液:称取15g碘化钾(分析纯)，溶于水中，稀释至100 mL;

    b)。·1 mol/I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c)淀粉指示剂:10 g/L;

    d)澳一澳化钾水溶液:称取60 g嗅化钾(分析纯)，澳(分析纯))3.3 mL，溶于100 mL蒸馏水中，再稀

释至1 000 ML,
    在此20 mL溶液中，加人10 mL15%的碘化钾水溶液，然后往游离出的碘里加人淀粉指示剂，用带

活塞滴定管以0. 1 mol/I硫代硫酸钠溶液进行滴定，按((6)式计算出澳一澳化钾水溶液的换算因子:

                                          I=B X 0. 005 ···········⋯ ⋯(6)

式中:f- 澳一澳化钾水溶液的换算因子:

      B- 滴定消耗的0. 1 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的体积，mL,

5门0.1.3 试验步骤

    称取约10.0g试样于200 mL三角瓶内，加25 mL蒸馏水稀释试样，以澳一澳化钾水溶液滴定，直至

呈微黄色且颜色保持15s不消失，记下消耗溶液的体积。

5.10，4 分析结果的表述

    按((7)式计算残存单体的质量分数，修约至2位有效数字:

AXfX 0.043
          S

X 100 .............·.⋯⋯(7)

式中:C,— 残存单体的质量分数，%;

      A 滴定消耗的澳一澳化钾水溶液的体积，mL;

    0. 043

          S

5.10.2

澳一澳化钾水溶液的换算因子;

与1 mL滇一澳化钾水溶液(f=1. 000)相当的乙酸乙烯醋的质量,g/mL;

— 试样的质量，9。

气相色谱法

    用气相色谱法，以内标法测定试样中的单体质量。

5门0.2.1 仪器

    a)微量注射器:10 1,L,100 pL;

    b)容量瓶:100 ml., 1 000 mL;

    c)带塞三角烧瓶:100 mL;

    d)天平:称量范围为50 g以上，分度值为0.1 mg;

    。)气相色谱仪

    1)检测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GB/T 11175-2002

    2)色谱柱:填充柱或毛细管柱。

5.10-2.2 试剂

    a)单体:纯度(质量分数)大于9900;

    b)工作曲线制作用溶剂:纯度 ”%(质量分数)以上的N,N一二甲基甲酞胺，二甲基亚矾以及四氢

吠喃等。

    注:使用其他溶剂时，应加以记录。

    c)内标物:应选用能溶于水但在试样中不含有的物质，并且在所选定的色谱柱的分析条件下，其色

谱峰不会与单体的色谱峰相重叠。

5.10-2.3 分析条件:分析条件应根据不同的仪器，设定出最佳分析条件。

    另外，对仪器的检测下限的要求是单体的质量分数在0.01%以上时，应能正确检测出来。

5. 10-2.4 操作步骤

    a)称取500 mg内标物，精确至。. 1 mg，将其置于1 000 ml,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

上限。

    b)在100 ml,带塞三角烧瓶内称10g试样，准确至0. 01 g,然后加人a)中的溶液log，用聚四氟乙

烯树脂搅拌棒加以混合，然后再加人a)中的溶液40 g，同样进行混合1 min之后，用电磁搅拌器混合
3 min-5 min,

    c)用10川微量注射器取1 pL上述溶液，注人气相色谱仪，得到试样的色谱图。
5门0-2.5 工作曲线按如下步骤制作出内标法工作曲线:

    a)预先在100 mL容量瓶内加人70 mL-80 mL溶剂，用100 IL微量注射器取约50 IL内标物溶

液注人100 ml容量瓶内，并对取样前后的微量注射器进行称量，准确至0. 1 mg，二次称量间的质量之
差即为内标物的取样量。

    b)以同样的取样方式，用100 KL微量注射器对单体进行取样，加人a)中，用溶液稀释至刻度，并充

分混匀，按此方法制出不同浓度范围的标准溶液。

    c)测定此溶液按5.10-2.4中c)条规定的色谱条件所记录下来的色谱峰峰面积，以单体和内标物

峰面积的比值对单体浓度作图，绘出工作曲线。

5.10-2.6 计算 按积分仪数据处理方法，测量峰面积，用内标法算出单体的质量分数(%)，保留2位

有效数字。

5. 11 最低成膜温度

5.11.1 仪器设备

5.11门.1 最低成膜温度测定仪 使用温度梯度热板型最低成膜温度测定仪，热板一端的高温和另一

端的低温可用测定器进行调整，图3为此类测定器的实例。

                                  a)空气循环式

①一透明罩;②一干燥剂;③一干操剂盘;④一加热板;⑤一温度计;⑥空气人口;⑦一空气出口

                    图3 最低成膜温度测定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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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干燥剂设置式

                                              图 3(完)

5.11门.2 涂膜器:能将试样涂布出厚度在。. 3 mm以下，宽度15 mm以上的涂布器。

5.11.1.3 温度计:分度值为1'C的直角((90')闭口杯闪电测定用温度计或同等精度温度计。

5. 112 操作步骤

5门1-2门 选择与待测试样合适的温度范围，对高温侧及低温侧的温度进行设定，此时，最低成膜温度

应能在热板的中央部位来进行测定，并且最低和最高温度差应设定在20̀C--40℃范围。

5.11.2.2 当热板温度达到热平衡之后，用涂膜器将试样从高温侧向低温侧快速涂布。

5.11.2.3 使用带空气循环测定器的场合，利用透明罩使空气循环。设置干燥剂的测定器，则在规定的

金属网上放置硅胶类干燥剂，再加上透明罩，为保护热板的表面，最好使用铺上铝箔或聚乙烯膜的办法，

此外，应注意热板表面不能留有空气层。

5.11.2.4 按照图4所示的读取方法，记下形成无裂纹、连续、均一薄膜的最低温度。

高漏侧

低税侧

涂布宽度

约17 mm

  r>

涂布宽度

约17 mm

      b)

涂布宽度约50..
(将两蝴3mm部分除外)

          d)

                                  图4 最低成膜温度的读取方法

5. 12 粗粒子

5. 12. 1 仪器设备

5.12.1.1 金属网:孔径为75 pm̂ -180 pm(200目一80目)的平织不锈钢金属网。

    注:当使用75 pm-180 pm以外的金属网，或者是使用不锈钢以外的材质的网时，应按供需双方当事者之间的协

        定，对试验结果加以记录。

5.12.1.2 于燥箱:能保持105 C士2℃的热风循环式干燥箱;

5.12.1.3 干燥器:以硅胶为干燥剂;

5门2门-4 天平;试样质量测定用称量范围100 g以上，分度值为。. 1 g;金属网质量测定用称量范围

50 g以上，分度值为。，1 mg,

5. 12. 2 操作步骤

5. 12.2.1 将金属网在105 C士2C的干燥箱内干燥约30 min后，在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然后称重。

5. 12. 2.2 称取约100 g试样，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将其稀释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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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门2.2.3 将金属网做成图2所示形状，用少量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将其润湿，然后把试样倒人金属网中

央，用使试样表面不会干燥的速度进行过滤，并注意金属网的形状，使其过滤部分的孔径不发生变化。

5.12-2.4 过滤后，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将金属网上的残渣洗涤至滤液透明。

5.12. 2.5 将过滤用的金属网放人千燥箱的中心部位，在105℃士2℃条件下干燥约60 min + 5 min后，

在干燥器内放至室温，然后称重。

5.12. 3 分析结果表述

    按((s)式算出粗粒子的质量分数，修约至整数位，并记录金属网的孔径

                              K_m2 - m,X 100 .·..................... ( 8)
                                                                                  刀z�

式中:K— 粗粒子的质量分数，mg/100 g;

    m2一 一过滤干燥后的金属网质量，mg;

    m,一一过滤前的金属网质量，mg;

    ，。— 试样的质量，9

6 报告

报告应记录如下内容:

a)试样的种类;

b)试样状态调节的温度、湿度及时间

c)试验室的温度及湿度;

d)试验项目及试验条件;

e)试验结果;

f)试验日期:年、月、日;

9)其他需要记录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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