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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782—2010《粉末涂料》由14部分组成,结构及其对应的国际标准如下:
———第1部分:筛分法测定粒度分布(ISO8130-1:1992,IDT);
———第2部分:气体比较比重仪法测定密度(ISO8130-2:1992,IDT);
———第3部分:液体置换比重瓶法测定密度(ISO8130-3:1992,IDT);
———第4部分:爆炸下限值的计算(ISO8130-4:1992,IDT);
———第5部分:粉末空气混合物流动性的测定(ISO8130-5:1992,IDT);
———第6部分:在给定温度下热固性粉末涂料胶化时间的测定(ISO8130-6:1992,IDT);
———第7部分: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ISO8130-7:1992,IDT);
———第8部分:热固性粉末贮存稳定性的评定(ISO8130-8:1994,IDT);
———第9部分:取样(ISO8130-9:1992,IDT);
———第10部分:沉积效率的测定(ISO8130-10:1998,IDT);
———第11部分:倾斜板流动性的测定(ISO8130-11:1997,IDT);
———第12部分:相容性的测定(ISO8130-12:1998,IDT);
———第13部分: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径(ISO8130-13:2001,IDT);
———第14部分:术语(ISO8130-14:2004,IDT)。
本部分为GB/T21782—2010的第5部分。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8130-5:1992《粉末涂料 第5部分 粉末空气混合物流动性的测

定》(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国际标准ISO8130-5中的附录B。
本部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宏雄、郑建国、沈文洁、陈强、赵玲、陈谷峰、李政军、岳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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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涂料 第5部分:
粉末空气混合物流动性的测定

1 范围

GB/T21782的本部分规定了粉末空气混合物流动性的测定方法。本方法反映了粉末喷涂的工业

做法。
经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影响流动性的因素有粉末涂料的组分、密度、粒子的形状、粒径分布,还有粒

子凝聚和接受摩擦电荷的性质。
注:众所周知,粉末的输送和喷涂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粉末在空气中和堆积状态下的流动性能。业内人士认

为本部分方法比起有时作为评估粉末本体流动性的流动角方法更具实际意义。按流动角方法,当使粉末流过

垂直漏斗到水平平面上时,就能测得形成的锥形角。有良好流动性的粉末比流动性差的同等质量粉末形成的

锥形角小。使用流动角方法,在客观上很难获得精确的测量值,而且只是对粉末作单独测试,然而在实际施工

时,粉末和空气是混合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21782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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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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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GB/T21782.9—2010 粉末涂料 第9部分:取样(ISO8130-9:1992,IDT)

3 原理

在无空气流动的条件下,将规定质量的粉末涂料置于容器中。在标准大气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用洁

净的干燥空气流化,测定流化中和流化后粉末的高度及流化粉末流过一特定孔口时的速率。
用测量法计算流化因子ϕ及粉末流速(流动因子)R,流化因子ϕ及粉末流速R 用于表征粉末输送

和喷涂的特性。

4 设备

4.1 测试流动性的设备:由壁上有一环形流粉口的流化容器和测试容器中粉末高度的仪器组成。同时

也包括称量流过流粉口的粉末质量的仪器。
注:图1是合适的设备,下面对其进行说明。也可以使用能给出类似结果的设备。

典型设备是由4.1.1至4.1.3叙述的各个单元组成。

4.1.1 流化粉末的容器(容器A):外径大约110mm,内径大约100mm,高度不低于200mm,由透明

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制造,底部由均匀多孔的铸铜圆盘构成,最大孔径约为40μm。
注:5mm厚的圆盘在压力为5kPa以上的大气压下,能够具有大约(200±10)L/h的空气流速,是适合使用的圆盘。

外径为4mm的环形流粉口D能用塞子E塞住,其在容器壁上的位置要合适,一般在铸铜圆盘上

方10mm处。

4.1.2 空气调节单元B:用流量计F调节空气流量。

4.1.3 容器C:要有足够的容积,能装测试粉末流速时流出的粉末(见图1)。

4.2 干燥空气的供应:要有足够的空气供给测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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