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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 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3185—1992 氧化锌(间接法) 与GB/T3185—1992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范围中产品的应用领域(1992年版第1章)
———增加 了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GB/T 2 GB/T 318 GB/T 81 GB/T 1958 —2

GB/T5211.18 (见第2章 1992年版第2章)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115 GB9285 (1992年版第2章)
———修改了 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章编号(见第3章 1992年版第1章)
———删除了 产品分类 章的内容(1992年版第3章)
———修改了产品的分类方式 由按用途分类改为按性能分类(见第 章 1992年版第 章)
———修改了产品的技术要求 按新的产品类型规定了技术指标(见第 章 1992年版第 章)
———增加了镉( )含量 铁( )含量 比表面积项目及指标(见第 章)
———修改了灼烧减量项目名称 由 灼烧减量 改为 灼烧损失 (见第 章和 .1992年版第 章

和5.)
———增加了 取样 (见第5章)
———删除了氧化还原法测定氧化铅(以 计)含量 锰的氧化物(以 计)含量 氧化铜(以 计)含

量的试验方法(1992年版5.3.15..1和5.5.1)
———增加了盐酸不溶物 灼烧损失项目平行测定相对偏差要求(见 .5.和 ..31992年版5..和5..3)
———增加了镉( )含量 铁( )含量 比表面积项目试验方法(见 .13 .1 和 .15)
———修改了产品有效贮存期 由 半年 改为 12个月 (见第8章 1992年版第 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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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锌(间接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间接法氧化锌的要求 取样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 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间接法制得的氧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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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18 —212 颜料和体质颜料通用试验方法 颜料颜色的比较

GB/T318 色漆 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5211.2—2 3 颜料水溶物测定 热萃取法

GB/T5211.3—1985 颜料在15 挥发物的测定

GB/T5211.15—21 颜料和体质颜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15部分 吸油量的测定

GB/T5211.1 —2 白色颜料消色力的比较

GB/T5211.18—215 颜料和体质颜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18部分 筛余物的测定 水法(手工操

作)
GB/T 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81 —2 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923—2 化学试剂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通则

GB/T1958 —2 气体吸附B 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3 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式

相对分子质量 81.38(按21 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4 要求

产品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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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要求

项目
指标

型 型 型

外观 白色粉末

氧化锌含量(以干品计)w/ 99. 99. 99.5
金属物含量(以 计)w/ 无 无 .8
盐酸不溶物 w/ . .8 .3
灼烧损失 w/ .2 .2 .25
筛余物(5 试验筛)w/ .1 .15 .2
水溶物 w/ .1 .1 .15
15 挥发物 w/ .3 . .5
铅( )含量 w/ .8 .5 .1
铜( )含量 w/ . 2 . .
锰( )含量 w/ . 1 . 1 . 3
镉( )含量 w/ .2 .5 .1
铁( )含量 w/ .5 .1 —
比表面积/( 2/ ) 商定 —
吸油量 /(/1 ) 商定

颜色 商定

消色力 商定

仅限作颜料用途的氧化锌(间接法)产品

5 取样

按 GB/T318 的规定取样 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 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6 试验方法

警示———试验方法中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腐蚀性 操作时须小心谨慎 必要时 需在通风橱中进

行 如溅到皮肤上应立即用水冲洗 严重者应立即就医

6.1 一般规定

本标准所用的试剂和水 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 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GB/T 82中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用的标准滴定溶液 杂质标准溶液 制剂和制品 在没有注明其他规定时 均按GB/T 1GB/T 2
和 GB/T 3的规定制备

6.2 外观

在自然光下 将样品置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或白瓷板上目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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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氧化锌含量(以干品计)的测定

6.3.1 原理

将试样溶于盐酸中 中和之后用 T 标准滴定溶液滴定氧化锌含量

6.3.2 试剂和材料

6.3.2.1 盐酸溶液 优级纯 稀释1 1
6.3.2.2 氨水 优级纯

6.3.2.3 氨水溶液 优级纯 稀释1
6.3.2.4 氯化铵 优级纯

6.3.2.5 缓冲溶液( 1 )称取5 氯化铵(见 .3.2.)溶于2 水中 加35 氨水(见 .3.2.2)
再继续用水稀释至1
6.3.2.6 铬黑 T指示剂 5 /
6.3.2.7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T )标准滴定溶液 c( T ) .5 /
6.3.3 仪器和设备

6.3.3.1 天平 精度 .1
6.3.3.2 锥形瓶 5
6.3.3.3 烘箱 能维持温度(15 2)
6.3.3.4 电炉

6.3.4 分析步骤

6.3.4.1 试样

称取预先在 (15 2) 下干燥1 的试样 .13 .15 精确至 .1
6.3.4.2 测定

将试样置于5 锥形瓶中 加少量水润湿 加盐酸溶液(见 .3.2.1)3 加热溶解后 加水至

2 用氨水溶液(见 .3.2.3)中和至 约 8(有氢氧化锌沉淀生成)再加缓冲溶液(见 .3.2.5)
1 和铬黑T指示剂(见 .3.2.)5滴 用 T 标准滴定溶液(见 .3.2.)滴定至溶液由葡萄紫色变

为蓝色即为终点

6.3.5 结果的表示

氧化锌( )含量(质量分数)w( )按式(1)计算

w=c×V× .8138
m ×1 (1)

式中

c ——— T 标准滴定溶液(见 .3.2.)的浓度 单位为摩尔每升( / )
V ———滴定所消耗的 T 标准滴定溶液(见 .3.2.)的体积 单位为毫升( )
m ———试样的质量 单位为克()
.8138———与1. T 标准滴定溶液 c( T ) 1. / 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氧化

锌的质量

如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大于 .1 则应重新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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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两次平行测定的平均值 结果精确至 .1
注 当产品中含有干扰元素(如钙 镁等)时 本方法不适用 测定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4 金属物含量(以Zn计)的测定

6.4.1 原理

定性试验 将试样溶于盐酸中 观察其溶解过程

定量试验 将试样溶于碘标准溶液和盐酸中 冷却 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锌

6.4.2 试剂和材料

6.4.2.1 盐酸溶液 优级纯 稀释1 1
6.4.2.2 盐酸溶液 优级纯 稀释1 3
6.4.2.3 碘标准溶液 c 1

2 2
æ
è
ç

ö
ø
÷= .5 /

6.4.2.4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c( 2 2 3) .5 /
6.4.2.5 淀粉溶液 5 /
6.4.3 仪器和设备

6.4.3.1 天平 精度 .1
6.4.3.2 烧杯

6.4.3.3 碘量瓶 5
6.4.3.4 移液管 25
6.4.4 分析步骤

6.4.4.1 试样

称取试样约3 1 精确至 .1
6.4.4.2 测定

定性试验 将3 试样置于 烧杯中 以少量水润湿 加盐酸溶液(见 ..2.1)2 用玻

璃棒搅拌并观察氧化锌溶解情况 在溶解过程中 如没有发现黑色点状金属物及放出氢气泡的现象 则

认为不含金属物 否则需进行定量试验

定量试验 将1 试样置于装有玻璃球的5 碘量瓶中 以水润湿 用移液管加入碘标准溶

液(见 ..2.3)25 摇动混合 盖上瓶塞并加水密封 置于暗处1 时时振摇 然后徐徐加入盐酸溶

液(见 ..2.2)5 盖紧瓶塞 立即以流水冷却至室温 待氧化锌完全溶解后 以蒸馏水冲洗瓶塞及瓶

壁 立即以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见 ..2.)滴定 待溶液变为淡黄色 加入淀粉溶液(见 ..2.5)
1 2 溶液变为淡蓝色 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为终点 同时作空白试验

6.4.5 结果的表示

金属物含量(以 计)(质量分数)w( )按式(2)计算

w=
.32 9×c×(V -V1)

m ×1 (2)
式中

c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见 ..2.)的浓度 单位为摩尔每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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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空白试验所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见 ..2.)的体积 单位为毫升( )
V1 ———滴定试样所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见 ..2.)的体积 单位为毫升( )
m ———试样的质量 单位为克()
.32 9———与1.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c( 2 2 3) 1. / 相当的以克表示

的锌的质量

6.5 盐酸不溶物的测定

6.5.1 试剂和材料

6.5.1.1 盐酸溶液 优级纯 稀释1 1
6.5.1.2 硝酸银溶液 1 /
6.5.1.3 滤纸 定量滤纸

6.5.2 仪器和设备

6.5.2.1 天平 精度 .1 .1
6.5.2.2 烧杯 3
6.5.2.3 坩埚

6.5.2.4 电炉

6.5.2.5 滤纸 定量滤纸

6.5.2.6 干燥器

6.5.2.7 高温炉 能维持在温度8 85 范围内

6.5.3 分析步骤

6.5.3.1 试样

称取试样约3 精确至 .1
6.5.3.2 测定

将试样置于烧杯中 用少量水润湿 加入盐酸溶液(见 .5.1.1)2 加热溶解后用定量滤纸过

滤 残渣用水洗至无氯离子为止 用硝酸银溶液(见 .5.1.2)试验 应不呈浑浊 将滤纸移入已恒重的坩

埚中 使滤纸全部炭化后 移入高温炉中 在8 85 下灼烧3 取出坩埚 移入干燥器中 冷

却至室温后称量 直至恒重

6.5.4 结果表示

盐酸不溶物(质量分数)w( )按式(3)计算

w=
m1-m

m ×1 (3)
式中

m1———坩埚及盐酸不溶物的总质量 单位为克()
m ———坩埚的质量 单位为克()
m ———试样的质量 单位为克()
结果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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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灼烧损失的测定

6.6.1 仪器和设备

6.6.1.1 天平 精度 .1
6.6.1.2 坩埚

6.6.1.3 高温炉 能维持在温度8 85 范围内

6.6.1.4 干燥器

6.6.2 分析步骤

6.6.2.1 试样

称取预先在(15 2) 干燥的试样2 3 精确至 .1
6.6.2.2 测定

将试样置于已恒重的坩埚中 于高温炉中在8 85 下灼烧2 然后取出坩埚移至干燥器

中 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1 )直至恒重

6.6.3 结果表示

灼烧损失(质量分数)w( )按式()计算

w=
m -m1

m ×1 ( )
式中

m ———试样与坩埚灼烧前的质量 单位为克()
m1———试样与坩埚灼烧后的质量 单位为克()
m ———试样的质量 单位为克()
结果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1

6.7 筛余物的测定

按 GB/T5211.18—215中的规定进行 试样量取1
6.8 水溶物的测定

按 GB/T5211.2—2 3中的规定进行 试样量取1
6. 105 挥发物的测定

按 GB/T5211.3—1985中的规定进行 试样量取5
6.10 铅( )含量的测定

6.10.1 仪器条件

仪器条件如下

———光源 铅空心阴极灯

———波长 283.3
———火焰 乙炔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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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测定方法

称取5 样品 用少量水润湿 滴加盐酸溶液(2 )至样品溶解 稀释至25 取25 共四

份 按 GB/T923—2 中 .2.2的规定测定 结果按 GB/T923—2 中 .2.3的规定计算

6.11 铜(C )含量的测定

6.11.1 仪器条件

仪器条件如下

———光源 铜空心阴极灯

———波长 32 .
———火焰 乙炔 空气

6.11.2 测定方法

称取5 样品 用少量水润湿 滴加盐酸溶液(2 )至样品溶解 稀释至25 取25 共四份

按 GB/T923—2 中 .2.2的规定测定 结果按 GB/T923—2 中 .2.3的规定计算

6.12 锰( n)含量的测定

6.12.1 仪器条件

仪器条件如下

———光源 锰空心阴极灯

———波长 29.5
———火焰 乙炔 空气

6.12.2 测定方法

称取5 样品 用少量水润湿 滴加盐酸溶液(2 )至样品溶解 稀释至25 取25 共四份

按 GB/T923—2 中 .2.2的规定测定 结果按 GB/T923—2 中 .2.3的规定计算

6.13 镉(Cd)含量的测定

6.13.1 仪器条件

仪器条件如下

———光源 镉空心阴极灯

———波长 228.8
———火焰 乙炔 空气

6.13.2 测定方法

称取5 样品 用少量水润湿 滴加盐酸溶液(2 )至样品溶解 稀释至25 取25 共四份

按 GB/T923—2 中 .2.2的规定测定 结果按 GB/T923—2 中 .2.3的规定计算

6.14 铁(e)含量的测定

6.14.1 仪器条件

仪器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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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铁空心阴极灯

———波长 28.3
———火焰 乙炔 空气

6.14.2 测定方法

称取5 样品 用少量水润湿 滴加盐酸溶液(2 )至样品溶解 稀释至25 取25 共四份

按 GB/T923—2 中 .2.2的规定测定 结果按 GB/T923—2 中 .2.3的规定计算

注 铅( )铜( )锰( )镉( )铁( )含量也可使用其他合适的分析仪器如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仪( )根据仪器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测试得到

6.15 比表面积的测定

称取适量试样 精确至 . 2 置于样品管中 在 下脱气 置于比表面积测定仪上 按

GB/T1958 —2 的规定进行测定 结果按B T方程计算

6.16 吸油量

按 GB/T5211.15—21 中的规定进行 试样量取1
6.17 颜色

按 GB/T18 —212中的规定进行

6.18 消色力

按 GB/T5211.1 —2 中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 氧化锌含量(以干品计)金属物含量(以 计)盐酸不溶物 灼烧损

失 筛余物 水溶物 15 挥发物 铅( )含量 铜( )含量 锰( )含量 镉( )含量 铁( )含量共

13个项目

7.1.3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列的全部技术要求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

式检验

7.2 检验结果的判定

7.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81 中修约值比较法的规定进行

7.2.2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要求时 该试验样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8 标志 包装 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印有牢固 清晰的标志 包括生产厂名称 厂址 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 标准编号 净含

量 产品型号 保质期等 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 标明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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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包装

产品采用双层包装 内包装采用聚乙烯塑料薄膜袋 外包装采用塑料编织袋 包装内袋用维尼龙绳

或其他质量相当的绳扎口 或用与其相当的其他方式封口 外袋采用缝包机缝合 缝合牢固 无漏缝或跳

线现象 也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包装

8.3 运输

运输 装卸时要求轻装 轻卸 应防止碰撞和破裂 在运输过程中 防止雨淋 受热 受潮 严禁与碱

类及酸类物品混运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 阴凉 干燥的库房内 防止雨淋 受潮 严禁与碱类及酸类物品混贮 在符合本

标准规定的包装 运输和贮存的条件下 自生产日期起未拆封的氧化锌有效贮存期为12个月 期满后

按本标准规定进行检验 如达到本标准各项要求时 可继续使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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