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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０６６６—２００８《次氯酸钙（漂粉精）》，与ＧＢ／Ｔ１０６６６—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取消了产品等级，产品分Ⅰ、Ⅱ、Ⅲ型（见第３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３章）；

———修改了钠法产品粒度粒径范围，删除了钙法产品粒度指标（见第３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３章）；

———修改了批次和采样规定（见第４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４章）；

———增加了甲苯法测定水分的方法原理，修改和完善了操作条件（见５．４．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１）；

———增加了干燥法测定水分的方法原理和仪器（见５．４．２．１、５．４．２．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２．１）；

———增加了粒度测定的方法原理，修改了试验筛筛孔尺寸（见５．６．１、５．６．２．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５．１）；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见６．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２）；

———删除了标志标签中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安全技术说明书和质量证明书内容（见７．１，２００８年

版的７．１）；

———增加了不同温度下水的密度（见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中石化江汉盐化工湖北有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锦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宗贵、李富荣、葛立新、袁东清、龚兆鸿、高旭东、陈沛云、谭荣。

本标准于１９８９年首次发布，１９９５年第一次修订，２００８年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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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钙（漂粉精）

　　警示———次氯酸钙具有腐蚀性和氧化性。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

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

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次氯酸钙（漂粉精）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次氯酸钙（漂粉精）（以下简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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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０３．１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１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７９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１９１０９　次氯酸钙包装要求

３　要求

３．１　外观：产品为白色或微灰色固体。

３．２　产品应符合表１的物化性能要求。

表１　产品物化性能要求

项　　目

指　　标

钠 法 钙 法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有效氯（以Ｃｌ计）狑／％ ≥ ７０．０ ６５．０ ６２．０ ６５．０ ６０．０ ５７．０

水分狑／％ ４～１０ ≤３ ≤４

稳定性检验有效氯损失／％ ≤ — — —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粒度（３５５μｍ～１．６ｍｍ）狑／％≥ ９０ ８５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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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采样

４．１　以每天或每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品（相同原料、同一工艺生产）为一批。

４．２　活动盖塑料桶、钢桶、纤维板桶（包括纸板桶）、由塑料内包装和纤维板箱组成的组合包装（包括瓦

楞纸箱）或最大净重为１２０ｋｇ的活动盖塑料罐包装的产品按 ＧＢ／Ｔ６６７８确定采样单元数。宜用

ＧＢ／Ｔ６６７９中适宜的采样探子自桶或罐的中心插入３／４深处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生产企业可在包装

线上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检验。当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按ＧＢ／Ｔ６６７８规定的采样单元数采样

为准。

４．３　将采取的样品混匀，四分法缩分到不少于５００ｇ，将样品装于清洁、干燥带塞的棕色瓶中。瓶上注

明：企业名称、产品名称（标注：钠法或钙法）、型号、批号或生产日期、采样量、采样日期等。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试验规定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ＧＢ／Ｔ６６８２中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及制品制备，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３之规

定制备。

５．２　外观

自然光下目视观察样品。

５．３　有效氯的测定

５．３．１　方法原理

在酸性介质中次氯酸根与碘化钾反应析出碘，以淀粉为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

蓝色消失即为终点。反应式如下：

ＣｌＯ－＋２Ｉ－＋２Ｈ＋ Ｈ２Ｏ＋Ｃｌ
－＋Ｉ２

Ｉ２＋２Ｓ２Ｏ３
２－ Ｓ４Ｏ６

２－＋２Ｉ－

５．３．２　试剂和溶液

警示———硫酸具有强腐蚀性。

５．３．２．１　碘化钾溶液：１００ｇ／Ｌ。称取１００ｇ碘化钾，溶于１０００ｍＬ水中。

５．３．２．２　硫酸溶液：３＋１００。量取３０ｍＬ硫酸，缓缓注入１０００ｍＬ水中，冷却，摇匀。

５．３．２．３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犮（Ｎａ２Ｓ２Ｏ３）＝０．１ｍｏｌ／Ｌ。

５．３．２．４　可溶性淀粉溶液：１０ｇ／Ｌ。使用期为两周。

５．３．３　仪器设备

５．３．３．１　一般实验室仪器。

５．３．３．２　滴定管：５０ｍＬ，Ａ级，分度值０．１ｍＬ。

５．３．３．３　单标线吸量管：２５ｍＬ，Ａ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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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试验步骤

５．３．４．１　样品溶液制备

称取约３．５ｇ样品（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置于研钵中，加少量水，充分研磨呈均匀乳液，然后全部移入

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５．３．４．２　测定

用单标线吸量管移取２５ｍＬ样品溶液，置于带塞的磨口锥形瓶中，加２０ｍＬ碘化钾溶液和１０ｍＬ

硫酸溶液，在暗处放置５ｍｉｎ。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浅黄色，加１ｍＬ淀粉指示液，溶液呈

蓝色，再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即为终点。

５．３．５　试验数据处理

有效氯以氯（Ｃｌ）的质量分数狑１ 计，按式（１）计算：

狑１＝
（犞１／１０００）犮犕

犿１×２５／５００
×１００％＝

犞１犮犕

５０犿１

×１００％ …………………（１）

　　式中：

犞１———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的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犿１———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犕 ———氯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３５．４５３）。

５．３．６　允许差

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０．３％。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５．４　水分的测定

５．４．１　甲苯法（仲裁法）

５．４．１．１　方法原理

样品中水分和甲苯受热共沸，利用甲苯与水互不相溶的性质，水分被分离出来。

５．４．１．２　试剂

甲苯。使用前脱水处理。

５．４．１．３　仪器设备

５．４．１．３．１　一般实验室仪器。

５．４．１．３．２　水分测定装置：水分测定器和甘油浴或可调温电加热套（精度±１℃，见图１）。

５．４．１．３．３　水分测定器：５００ｍＬ圆底烧瓶和计量管。其中，计量管体积１０ｍＬ（０ｍＬ～０．３ｍＬ的分度

值为０．０３ｍＬ）。

５．４．１．４　试验步骤

称取约１００ｇ样品（精确到０．０１ｇ），置于干燥的５００ｍＬ烧瓶（图１中ｂ）中，加２００ｍＬ甲苯（以淹

没样品为限）。将仪器按图１装好，其系统密闭，开启冷凝器（图１中ｄ）的冷却水。在甘油浴或可调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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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热套（图１中ａ）中缓慢加热，温度保持在１３５℃～１４０℃，进行回流，并控制回流速度为２滴／ｓ～

４滴／ｓ。当计量管（图１中ｃ）中溶液的水层不再增高时，停止加热，冷却。待计量管（图１中ｃ）中甲苯与

水的界面清晰后，记下水的体积犞２。不同温度下水的密度参照附录Ａ。

　　说明：

ａ———甘油浴或可调温电加热套；

ｂ———５００ｍＬ圆底烧瓶；

ｃ———计量管；

ｄ———冷凝器。

图１　水分测定装置示意图

５．４．１．５　试验数据处理

水分以水（Ｈ２Ｏ）的质量分数狑２ 计，按式（２）计算：

狑２＝
ρ犞２／１０００

犿２

×１００％ …………………………（２）

　　式中：

ρ ———室温下水的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犞２———计量管中水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２———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５．４．１．６　允许差

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０．２％。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５．４．２　干燥法

５．４．２．１　方法原理

将定量样品平铺规定尺寸的称量瓶中，在规定温度下加热。称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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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２　仪器设备

５．４．２．２．１　一般实验室仪器。

５．４．２．２．２　红外线快速干燥器或电加热鼓风干燥箱，可控制在１０５℃～１１５℃。

５．４．２．２．３　称量瓶：６０ｍｍ×３０ｍｍ。

５．４．２．３　试验步骤

用称量瓶称取约５ｇ样品（精确到０．０１ｇ），置于快速干燥器红外灯下正中部或干燥箱中，在

１０５℃～１１５℃下烘干３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称量。

５．４．２．４　试验数据处理

水分以水（Ｈ２Ｏ）的质量分数狑３ 表示，按式（３）计算：

狑３＝
犿３－犿４

犿３

×１００％ …………………………（３）

　　式中：

犿３———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犿４———干燥后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５．４．２．５　允许差

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０．２％。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５．５　稳定性检验———有效氯损失的测定

５．５．１　方法原理

在规定条件下加热样品，根据加热后有效氯损失占加热前有效氯的百分数计算有效氯损失。

５．５．２　试剂和溶液

试剂和溶液同５．３．２。

５．５．３　仪器设备

５．５．３．１　蒸汽浴或具有同等功能的仪器（见图２）。

５．５．３．２　玻璃试管，２５ｍｍ×２００ｍｍ。

５．５．３．３　温度计，０℃～１５０℃，分度值０．１℃。

５．５．３．４　空气冷却管，６ｍｍ×３８０ｍｍ。

５．５．４　试验步骤

称取约１５ｇ样品（精确到０．１ｇ），置于玻璃试管（图２中ｂ）中，玻璃试管顶部用带有橡皮塞的空气

冷却管塞紧，使空气冷却管下端距样品表面５ｍｍ～１０ｍｍ。再将玻璃试管放入沸腾水的蒸汽浴中，保

持２ｈ。之后将玻璃试管从蒸汽浴中取出，取下橡皮塞及空气冷却管，将玻璃试管顶部密封好，冷却至

室温。把玻璃试管中的样品移入研钵中研细，再按５．３测定其有效氯的含量狑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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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ａ———蒸汽浴或具有同等功能的仪器；

ｂ———装有被分析样品的玻璃试管（２个）；

ｃ———温度计；

ｄ———空气冷却管。

图２　测定有效氯损失装置示意图

５．５．５　试验数据处理

有效氯损失以有效氯损失的百分数犡１ 计，按式（４）计算：

犡１＝
狑１－狑４

狑１

×１００％ …………………………（４）

　　式中：

狑１———加热前有效氯质量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狑４———加热后有效氯质量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５．５．６　允许差

加热后有效氯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０．４％。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

结果。

５．６　粒度的测定

５．６．１　方法原理

借助机械振摇，使样品通过单个试验筛或一组不同筛孔尺寸的试验筛被筛分。

５．６．２　仪器设备

５．６．２．１　电动振筛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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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２　试验筛：筛面直径２００ｍｍ，高度５０ｍｍ，筛孔尺寸为３５５μｍ和１．６ｍｍ，筛框和筛网为不锈钢

材质，有筛底和筛盖，应符合ＧＢ／Ｔ６００３．１规定。

５．６．３　试验步骤

将试验筛上盖、不同规格试验筛从大到小的次序及底盘依次组装。称取约１００ｇ样品（精确到

０．１ｇ），置于最上层的试验筛中，将装有被测样品的试验筛组安装在电动振筛机上。启动电动振筛机，

振动５ｍｉｎ。分别称量最上层试验筛的筛余物及底盘内筛出物的质量。

５．６．４　试验数据处理

粒度以粒度的质量分数狑５ 计，按式（５）计算：

狑５＝
犿５－犿６－犿７

犿５

×１００％ …………………………（５）

　　式中：

犿５———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犿６———最上层试验筛中筛余物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犿７———底盘中筛出物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５．６．５　允许差

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１％。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６．１．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６．１．２　出厂检验

本标准规定的钠法产品全部检验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钙法产品外观、有效氯和水分为出厂检验项

目，应逐批检验。

６．１．３　型式检验

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正常生产情况下，每３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有下述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关键生产工艺有改变；

———主要原料有变化；

———停产后复产；

———生产装置出现重大波动调整后。

６．２　判定和复验规则

６．２．１　判定规则

６．２．１．１　产品质量指标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６．２．１．２　产品应由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规定进行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与标准要求对产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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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质量判定，并提供质量证明。

６．２．１．３　产品出厂时，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内容包括：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型号、批号或生产日

期、批量、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证明、执行标准编号，并加盖企业质检章。

６．２．２　复验规则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应重新自该批产品中以双倍采样单元数采样进行复验。

复验结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志

出厂产品的外包装上应有明显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标注：钠法或钙

法）、型号、净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编号及标志、本标准编号、ＧＢ１９０中规定的“氧化剂”和

“腐蚀品”标志。外包装上还应有ＧＢ／Ｔ１９１中规定的“怕雨”标志。

７．２　包装

按ＧＢ１９１０９规定执行。

７．３　运输

产品运输过程中注意防护，避免包装损坏、受潮、曝晒、污染，远离热源。禁止与酸类、有机物、还原

剂等与产品发生危险反应的物品混装运输。

７．４　贮存

产品应存放于干燥、阴凉、通风的仓库中，避免阳光照射，应远离火种和热源，并禁止与酸类、有机

物、还原剂等与产品发生危险反应的货物一起存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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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不同温度下水的密度

　　不同温度下水的密度见表Ａ．１。

表犃．１　不同温度下水的密度

狋／℃ ρ／（ｇ／Ｌ） 狋／℃ ρ／（ｇ／Ｌ） 狋／℃ ρ／（ｇ／Ｌ） 狋／℃ ρ／（ｇ／Ｌ）

０ ９９９．８４０ １１ ９９９．６０５ ２２ ９９７．７６９ ３３ ９９４．７００

１ ９９９．８９８ １２ ９９９．４９７ ２３ ９９７．５３７ ３４ ９９４．３６９

２ ９９９．９４０ １３ ９９９．３７７ ２４ ９９７．２９５ ３５ ９９４．０２９

３ ９９９．９６４ １４ ９９９．２４４ ２５ ９９７．０４３ ３６ ９９３．６８１

４ ９９９．９７２ １５ ９９９．０９９ ２６ ９９６．７８２ ３７ ９９３．３２５

５ ９９９．９６４ １６ ９９８．９４３ ２７ ９９６．５１１ ３８ ９９２．９６２

６ ９９９．９４０ １７ ９９８．７７４ ２８ ９９６．２３１ ３９ ９９２．５９１

７ ９９９．９０１ １８ ９９８．５９５ ２９ ９９５．９４３ ４０ ９９２．２１２

８ ９９９．８４８ １９ ９９８．４０４ ３０ ９９５．６４５ — —

９ ９９９．７８１ ２０ ９９８．２０３ ３１ ９９５．３３９ — —

１０ ９９９．６９９ ２１ ９９７．９９１ ３２ ９９５．０２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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