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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６《色漆和清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

定———第２部分：气相色谱法》（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６。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编辑性修改内容如下：

———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对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６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有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用我国标准代替对

应的国际标准，未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直接引用国际标准；

———删除国际标准名称中的“第二部分”；

———由于目前国内测定涂料中水分含量大多数采用气相色谱法，因此在９．２中增加了注３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昆山世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季军宏、黄宁、杜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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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犞犗犆）

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１　范围

本标准是有关色漆、清漆及相关产品取样和试验的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测定色漆、清漆及其原材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方法，主要适用

于预期ＶＯＣ含量大于０．１％（质量分数）、小于１５％（质量分数）的样品。当ＶＯＣ含量大于１５％（质量

分数）时，可采用ＧＢ／Ｔ２３９８５中规定的较为简单的方法测定其含量。

本方法假定挥发物是水或有机物。然而，也可能存在其他的挥发性无机化合物，这可能需要用其他

合适的方法进行定量测定并在计算时考虑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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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１８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５５２８：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６２８３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ＧＢ／Ｔ６２８３—１９８６，

ｅｑｖＩＳＯ７６０：１９７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Ｋａｒｌ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ＧＢ／Ｔ６７５０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ＧＢ／Ｔ６７５０—２００７，ＩＳＯ２８１１１：１９９７，Ｐ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ｖａｒｎｉｓｈ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ａｒｔ１：Ｐｙｋｎｏ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７７７　色漆和清漆　试样的检查和制备（ＧＢ／Ｔ２０７７７—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５１３：１９９２，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２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２部分：落球法（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２８１１

２：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３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３部分：振动法（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３—２００８，ＩＳＯ２８１１

３：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４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４部分：压杯法（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４—２００８，ＩＳＯ２８１１

４：１９９７，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犞犗犆）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

在所处环境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能自然蒸发的任何有机液体或固体。

注１：目前涂料领域所使用的术语ＶＯＣ，参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ＶＯＣ含量）。

注２：美国政府法规中规定，术语ＶＯＣ仅限于指那些在大气中具有光化学活性的化合物（见ＡＳＴＭＤ３９６０），而任何

其他的化合物被定义为豁免化合物。

［见ＩＳＯ４６１８：２００６］

注３：欧洲法规如欧盟指令２００４／４２／ＥＣ中规定，术语ＶＯＣ是指在１０１．３ｋＰａ标准压力下，沸点最高可达２５０℃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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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犞犗犆含量）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犮狅狀狋犲狀狋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

注１：所需考虑的化合物的性质和数量将取决于涂料应用的领域。对于每个应用领域来说，测定或计算的方法以及

限量值是通过法规规定或双方约定。

［见ＩＳＯ４６１８：２００６］

注２：如果术语ＶＯＣ是以最高沸点定义的化合物（见３．１中的注３），则将沸点低于限定值的化合物看作为ＶＯＣ含

量的部分，而沸点高于该限定值的化合物看作为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３．３　

　　豁免化合物　犲狓犲犿狆狋犮狅犿狆狅狌狀犱

不参与大气中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

注：见３．１中的注２和注３。

３．４　

　　待测　狉犲犪犱狔犳狅狉狌狊犲

根据生产商的说明，以正确的比例混合产品，如需稀释，应采用合适的稀释剂进行稀释，以使样品的

状态能用已认可的方法进行测试。

４　原理

准备好样品后，采用气相色谱技术分离ＶＯＣｓ。根据样品的类型，选择热进样或冷柱进样方式，优

先选用热进样方式。化合物经定性鉴定后，用内标法以峰面积值来定量。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测定水分

含量，这取决于所用的仪器。然后进行计算并得出样品的ＶＯＣ含量。

５　需要补充的资料

对于任何特定的应用而言，本部分所规定的试验方法需要用补充资料来加以完善。补充资料的内

容在附录Ａ中列出。

６　仪器

６．１　气相色谱仪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安装和使用仪器，所有与试验样品接触的仪器部件都应由对样品惰性的，且本身

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材料（例如玻璃）制成。

６．２　样品进样方式

６．２．１　通则

采用６．２．２和６．２．３中规定的两种方式中的一种。

６．２．２　带分流装置的热进样方式（优先选择）

仪器应带有分流装置，并且进样口温度可以调节。进样口温度的设定精度为１℃，分流比应能调

节，并能被监控。分流装置的衬管内应填充硅烷化玻璃毛，以留住不挥发性组分，必要时应清洁衬管并

填充新的玻璃毛或更换衬管，以排除由于漆基或颜料的残留物（如被吸附的化合物）引起的误差。色谱

峰拖尾，特别是一些低挥发性组分的峰拖尾，表明产生了吸附。

６．２．３　带分流装置的冷进样方式

冷进样方式须用程序升温技术，加热范围从室温到３００℃，并配有分流装置，且分流衬管应由如玻

璃的惰性材料制成。分流衬管内应填充硅烷化玻璃毛，并按６．２．２中的规定进行维护，同时分流比应能

调节，并能被监控。

如果进样装置配有自动进样器，特别是选用热进样方式，测试方法的精密度将会提高。当使用自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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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器时应遵循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操作。

６．２．４　进样方式的选择

选择热进样方式，还是冷进样方式，取决于试验样品的类型。对于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干扰测定结果

的物质的样品必须选用冷进样方式。

在不同的样品进样口温度下，通过观察色谱图的变化（例如出现异形峰或峰形大小的改变），可以判

断样品是否发生裂解或分解反应。

热进样方式适合于所有的挥发性组分、化合物以及漆基或添加剂的裂解产物。漆基或添加剂的裂

解产物能通过冷进样口程序升温的后期洗脱出来，因此采用冷进样方式就能分离与样品中的组分相同

的裂解产物。

６．３　柱箱

柱箱的温度应能够在４０℃～３００℃内进行恒温和程序升温操作，柱箱温度的波动不应超过１℃。

程序升温的最终温度不应超过柱子的最高使用温度（参见６．５）。

６．４　检测器

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检测器中的任意一种，或对某些特定化合物适用的其他类型的检测器。

６．４．１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ＦＩＤ），操作温度最高可达３００℃，为了防止冷凝，检测器温度应至少比柱箱

的最高使用温度高１０℃。检测器的气体供给、进样量、分流比和增益设置应进行优化处理，以使计算时

的信号（峰面积）正比于样品量。

６．４．２　已校准并调谐过的质谱仪或其他质量选择检测器。

６．４．３　已校准过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ＦＴＩＲ光谱仪）。

６．５　毛细管柱

柱子由玻璃或熔融石英制成。柱的长度应能足够分离挥发物，其最大内径为０．３２ｍｍ，并涂以适

当膜厚度的固定相，如未改性的或苯基改性的聚二甲基硅氧烷或聚乙二醇等，以提供良好的峰分离。应

选择好固定相和柱长度以满足特定的分离要求（参见附录Ｂ中的示例）。

应选择合适的毛细管柱、升温程序以及标记物，以便使样品中按沸点定义ＶＯＣｓ的化合物（见３．１中

注３），先于沸点标记物（见７．４）洗提出，而非ＶＯＣｓ的化合物于标记物之后洗提出。当沸点限定值设为

２５０℃并采用极性固定相时，推荐选择７．４中给出的标记物、ＤＢ１３０１ＴＭ毛细管柱或其他等效柱，柱长不

小于６０ｍ，内径０．３２ｍｍ，膜厚约１μｍ。

６．６　定性分析设备

如分离出的组分用质量选择检测器或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进行鉴定分析，应根据制造商的说明

进行仪器与气相色谱仪的联机操作。

６．７　注射器

注射器的容量至少是进样量的两倍。

６．８　图谱记录仪

适用于记录气相色谱图的补偿式图谱记录仪。

６．９　积分仪

应采用电子数据处理仪器（积分仪或计算机）测量峰面积，校准和测试分析时选用的积分参数应

一致。

６．１０　样品瓶

使用由化学惰性材料（如玻璃）制成的小瓶，用合适的隔垫瓶盖（如涂有聚四氟乙烯的橡胶隔垫）

密封。

６．１１　气体过滤器

过滤器应安装在气相色谱仪的连接管中，以吸附气体中的残留杂质（见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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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气体

６．１２．１　载气：干燥、无氧的氦气，氮气或氢气，纯度至少为９９．９９９％（体积分数）。

６．１２．２　检测器气体：氢气，纯度至少为９９．９９９％（体积分数）；以及空气（制备），不含有机化合物。

６．１２．３　辅助气体：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或氦气。

７　试剂

７．１　内标物

内标物应是试验样品中没有的化合物，且能与色谱图中的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对样品组分是惰性

的，并在测试的温度范围内稳定，且纯度已知。如异丁醇、二乙二醇二甲醚等这些化合物都可作为内

标物。

７．２　校准化合物

用于校准的化合物，其纯度至少为９９％（质量分数），或纯度已知。

７．３　稀释溶剂

适于稀释样品的有机溶剂，其纯度至少为９９％（质量分数），或纯度已知，且不应含有干扰测定结果

的任何物质，例如引起色谱图中的峰重叠。应经常单独注入溶剂进行操作，以观察是否有杂质和可能存

在的干扰峰，特别是在做痕量分析时更须如此。

注：如甲醇、四氢呋喃等都可作为稀释溶剂。

７．４　标记物

如果术语ＶＯＣ是指已规定的最高沸点以下的化合物（见３．１中的注３），则应使用一种纯度已知，

且其沸点在限定值附近±３℃的标记物。

示例：如果沸点限定值为２５０℃，沸点为２５２．６℃的十四烷可作为非极性样品体系的标记物，沸点为２５１℃的己二

酸二乙酯可作为极性样品体系的标记物。

８　取样

按ＧＢ／Ｔ３１８６的规定，取试验产品（或多道涂层体系中的每一种产品）中的代表性样品。

按ＧＢ／Ｔ２０７７７的规定，检查和制备每一个试验样品，准备“待测”状态下的最终试验样品。

９　测试步骤

９．１　密度

如果计算时需要密度值（见１０．３～１０．５），可根据样品的类型，使用ＧＢ／Ｔ６７５０、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２、

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３和ＧＢ／Ｔ２１８６２．４标准中能给出最好精密度的方法测定样品的密度。密度的测定在

２３℃下进行。

９．２　水分含量

如果计算时需要水分含量（见１０．４～１０．５），采用ＧＢ／Ｔ６２８３中给出的方法测定水分含量，以质量

分数表示。要选择不受样品中含有的化合物干扰的卡尔·费休试剂。如果化合物是未知的，应定性鉴

定这些化合物（见９．４）。

注１：可能会产生干扰的典型化合物是酮类和醛类。试剂生产商一般会附带说明书以指导人们正确地选择试剂。

注２：如果试验产品很明显或已知不含水，则无需测定水分含量，可将水分含量设定为零。

注３：水分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气相色谱法。

９．３　气相色谱条件

９．３．１　选用的气相色谱条件取决于被分析的样品，并且每次都应使用已知的校准混合物对仪器进行优

化处理，参见附录Ｂ中热进样方式和冷进样方式的示例。

９．３．２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极限容量，并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峰形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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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表明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９．４　样品的定性分析

如果样品中的有机化合物是未知的，则需对其进行定性鉴定。优先选择气相色谱仪与质量选择检

测器或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联用（见６．６），并使用９．３中给出的色谱操作条件。

９．５　校准

９．５．１　如果校准中用到的化合物都可以购买到，使用下列方法测定其相对校正因子：

９．５．１．１　在样品瓶（６．１０）中称入９．４中定性出的化合物，精确至０．１ｍｇ，称取的质量与试验样品中各

自组分的含量应在同一数量级。

再称取与待测化合物相近质量的内标物（７．１）到同一样品瓶中，用稀释溶剂（７．３）稀释混合物，在与

测试样品时相同的色谱操作条件下进样测定。

９．５．１．２　按９．３的规定优化仪器参数。

９．５．１．３　再将适量的校准混合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按式（１）计算每种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狉犻＝
犿ｃ犻×犃犻ｓ
犿犻ｓ×犃ｃ犻

………………………………（１）

　　式中：

狉犻———化合物犻的相对校正因子；

犿犻ｓ———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ｃ犻———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犻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犃ｃ犻———化合物犻的峰面积。

９．５．２　如果出现未能定性的色谱峰或无法购买到校准用的化合物时，则应假定其相对校正因子为１．０。

９．６　样品制备

称取样品约１ｇ～３ｇ（精确至０．１ｍｇ）以及与待测化合物相近质量的内标物到同一样品瓶中，用适

量的稀释溶剂稀释样品，密封样品瓶，并摇匀。

注：带颜料的或其他复杂的样品需通过离心净化。

９．７　化合物含量的定量测定

９．７．１　按校准时的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９．７．２　如果术语ＶＯＣ是指已规定的最高沸点以下的化合物（见３．１中的注３），通过单独的色谱分析，

测定标记物的保留时间，该保留时间可确定为色谱图中ＶＯＣ测定的积分终点。应选择按沸点给出洗

提时间的色谱柱。

９．７．３　将０．１μＬ～１μＬ的试验样品注入气相色谱仪中，并记录色谱图。测定每种化合物的峰面积，或

者如果术语ＶＯＣ是指已规定的最高沸点以下的化合物（见３．１中的注３），测定保留时间低于标记物的

所有化合物的峰面积，然后按式（２）计算１ｇ试验样品中所含的每种化合物的质量：

犿犻＝
狉犻×犃犻×犿犻ｓ
犿ｓ×犃犻ｓ

…………………………（２）

　　式中：

犿犻———１ｇ试验样品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狉犻———化合物犻的相对校正因子（见９．５．１．３）；

犃犻———化合物犻的峰面积；

犃犻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犿犻ｓ———试验样品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６）；

犿ｓ———试验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６）。

注：某些溶剂，如汽油，会洗提出一系列色谱峰，假定此间隔时间内没有其他化合物共洗提出，对大多数的记录积分

仪，能把全部峰面积加和并按一个峰处理，如果积分仪没有这个功能，则手工加和整个峰面积，并用上面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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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试验样品中的溶剂含量。

９．７．４　平行测试。

１０　计算

１０．１　通则

按试验样品参照的标准中所规定的方法计算ＶＯＣ含量。如没有规定特定的方法，按方法１计算

ＶＯＣ含量。

由于方法１不涉及密度的测定（会引入其他误差），精密度较好，是一种优先选择的计算方法。

１０．２　方法１：“待测”样品的ＶＯＣ含量，以质量分数（％）表示，按式（３）计算：

狑（ＶＯＣ）＝∑
犻＝狀

犻＝１

犿犻×１００ ………………………………（３）

　　式中：

狑（ＶＯＣ）———“待测”样品的ＶＯＣ含量，以质量分数（％）表示；

犿犻———１ｇ试验样品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７．３）；

１００———质量（克每克，ｇ／ｇ）换算成质量分数（％）的换算系数。

１０．３　方法２：“待测”样品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以克每升（ｇ／Ｌ）表示，按式（４）计算：

ρ（ＶＯＣ）＝∑
犻＝狀

犻＝１

犿犻×ρｓ×１０００ …………………………（４）

　　式中：

ρ（ＶＯＣ）———“待测”样品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犿犻———１ｇ试验样品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７．３）；

ρｓ———试验样品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见９．１）；

１０００———质量（克每克，ｇ／ｇ）换算成克每升（ｇ／Ｌ）的换算系数。

１０．４　方法３：“待测”样品扣除水后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以克每升（ｇ／Ｌ）表示，按式（５）计算：

ρ（ＶＯＣ）ｌｗ ＝
∑
犻＝狀

犻＝１

犿犻

１－ρｓ×
犿ｗ

ρ

烄

烆

烌

烎ｗ

×ρｓ×１０００ …………………………（５）

　　式中：

ρ（ＶＯＣ）ｌｗ———“待测”样品扣除水后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犿犻———１ｇ试验样品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７．３）；

犿ｗ———１ｇ试验样品中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２）；

ρｓ———试验样品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见９．１）；

ρｗ———水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０．９９７５３７ｇ／ｍＬ）；

１０００———换算系数。

１０．５　方法４：“待测”样品扣除水和豁免化合物（仅在有国家法规要求时适用）后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以

克每升（ｇ／Ｌ）表示，按式（６）计算：

狑（ＶＯＣ）ｌｗｅ＝
∑
犻＝狀

犻＝１

犿犻－∑
ｅｃ犻＝狀

ｅｃ犻＝１

犿ｅｃ犻

ρｅｃ犻

１－ρｓ×
犿ｗ

ρｗ
－ρｓ×∑

狀

犻＝１

犿ｅｃ犻

ρｅｃ

烄

烆

烌

烎犻

×ρｓ×１０００ ………………（６）

　　式中：

狑（ＶＯＣ）ｌｗｅ——— “待测”样品扣除水和豁免化合物后的ＶＯＣ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犿犻———１ｇ试验样品中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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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ｅｃ犻———１ｇ试验样品中豁免化合物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ｗ———１ｇ试验样品中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见９．２）；

ρｓ———试验样品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见９．１）；

ρｗ———水在２３℃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０．９９７５３７ｇ／ｍＬ）；

ρｅｃ犻———豁免化合物犻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１０００———换算系数。

１１　结果的表示

如果两次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的差值大于１２．２中规定的最大值时，则需重新测定。

计算两个有效结果（平行测定）的平均值，对于质量分数大于１％的数值，精确至０．１％；对于质量分

数小于或等于１％的数值，精确至０．０１％。

１２　精密度

１２．１　通则

按ＩＳＯ５７２５１和ＩＳＯ５７２５２进行实验室间试验来测定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由５～７个实验室对

４个不同材料进行测试。由于一些试验结果不在试验方法规定的范围内（见表１中脚注“ａ”），所以计算

精密度时，这些结果不予考虑，它们的ＶＯＣ含量大于１５％（质量分数），用ＧＢ／Ｔ２３９８５方法测试，精密

度较好。

表１　实验室间的试验结果

参　　数 分散型涂料 阴极电泳漆 水性漆 双组分清漆ａ

实验室个数 ５ ７ ５ ６

重复测定次数 ５ ５ ５ ５

平均值，以质量分数（％）计 ０．３６ １１．６８ １１．８３ ４３．３６

再现性标准偏差 ０．０４ ０．２４ １．２２ ４．７３

再现性变异系数 １０．４ ２．０ １０．３ １０．９

重复性标准偏差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８８ ０．６４

重复性变异系数 ２．６ １．５ ７．７ １．５

　　ａ 由于ＶＯＣ含量平均值大于１５％（质量分数），所以在计算精密度时不考虑。

１２．２　重复性限狉

重复性限狉，是指由同一操作者在同一实验室用标准化的试验方法，对同一材料在短的时间间隔内

得到的两个单一试验结果（每个结果均为平行测定的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值低于该值，则结果值得

信赖。

用本试验方法进行５次重复测定的重复性，以重复性的变异系数ＣＶ（狉）表示，介于１％～８％之间。

１２．３　再现性限犚

再现性限犚，是指由不同操作者在不同实验室用标准化的试验方法，对同一材料得到的两个试验结

果（每个结果均为平行测定的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值低于该值，则结果值得信赖。

本试验方法的再现性，以再现性的变异系数ＣＶ（犚）表示，介于２％～１１％之间。

１３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ａ）　注明参照本标准（ＧＢ／Ｔ２３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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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完全识别受试产品所必要的全部细节（生产商、商标、批号等）；

ｃ）　附录Ａ涉及的补充资料的内容；

ｄ）　注明上述ｃ）项中补充资料所参照的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产品规范或其他文件；

ｅ）　试验结果，如第１０章所示，及所用的计算方法（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或１０．５）；

ｆ）　与规定的试验方法的任何差异；

ｇ）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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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需要补充的资料

　　为使本方法能正常使用，应适当提供本附录中所列补充资料的条款。

所需要的资料最好由有关方商定，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取自与受试产品有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

其他文件。

ａ）　要测定的有机化合物（见第９章）；

ｂ）　选用的实验条件（见第９章）；

ｃ）　选用的沸点标记物（见７．４）

ｄ）　ａ）中的有机化合物哪些是豁免化合物；

ｅ）　使用的计算方法（见第１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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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的示例

犅．１　水可稀释样品的热进样方式

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

分流比：　　　　　 １∶４０

进样量：　　　　　 ０．５μＬ，自动进样

柱箱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１００℃

恒温：１ｍｉｎ

升温速率：２０℃／ｍｉｎ

最终温度：２６０℃

恒温：２１ｍｉｎ

检测器温度：　　　 ２６０℃

载气：　　　　　　 氦气

柱前压：１２４ｋＰａ（１８ｐｓｉ）

柱流速：２７．３ｃｍ／ｓ（柱箱温度１００℃时）

色谱柱１）：　　　　 柱长：６０ｍ

柱内径：０．３２ｍｍ

６％氰丙苯基／９４％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

膜厚：１．０μｍ

１）　推荐使用ＤＢ１３０１ＴＭ毛细管柱。

犅．２　水可稀释样品的冷进样方式

冷进样口升温程序：进样口温度：３０℃

升温速率：１０℃／ｓ

一阶温度：１００℃

恒温：１０ｓ

升温速率：１０℃／ｓ

二阶温度：２６０℃

恒温：２４０ｓ

分流比：１∶２０

进样量：　　　　　 ０．２μＬ

柱箱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５０℃

恒温：４ｍｉｎ

升温速率：８℃／ｍｉｎ

最终温度：２４０℃

恒温：１０ｍｉｎ

检测器温度：　　　 ２８０℃

载气：　　　　　　 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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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前压：１５０ｋＰａ

色谱柱：　　　　　 柱长：５０ｍ

柱内径：０．３２ｍｍ

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

膜厚：１．０μｍ

犅．３　不含水样品的热进样方式

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

分流比：　　　　　 １∶１００

进样量：　　　　　 ０．２μＬ，自动进样

柱箱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４０℃

升温速率：３℃／ｍｉｎ

最终温度：１７５℃

恒温：１５ｍｉｎ

检测器温度：　　　 ２６０℃

载气：　　　　　　 氦气

柱前压：１７０ｋＰａ

色谱柱：　　　　　 柱长：５０ｍ

柱内径：０．２ｍｍ

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

膜厚：０．２５μｍ

犅．４　不含水样品的冷进样方式

冷进样口升温程序：进样口温度：４０℃

升温速率：１０℃／ｓ

一阶温度：１００℃

恒温：１０ｓ

升温速率：１０℃／ｓ

二阶温度：２５０℃

恒温：２００ｓ

分流比：１∶１００

进样量：　　　　　 ０．２μＬ

柱箱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４０℃

升温速率：３℃／ｍｉｎ

最终温度：１７５℃

恒温：１０ｍｉｎ

检测器温度：　　　 ２６０℃

载气：　　　　　　 氦气

柱前压：１７０ｋＰａ

色谱柱：　　　　　 柱长：５０ｍ

柱内径：０．３２ｍｍ

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

膜厚：０．２５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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