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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431-3:2000《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第3部分:

测定试验箱中臭氧浓度的参考和可选试验方法》。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7762—201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静态拉伸试验(ISO1431-1:

2004,NEQ)
———GB/T13642—2015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动态拉伸试验(ISO1431-1:

2004,NEQ)
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为便于使用,将标准名称改为《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测定试验箱中臭氧浓度的试

验方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怡维怡橡

胶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高铁检测仪器有限公司、江苏明珠试验机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晓丹、易军、栾德文、陈少梅、谢君芳、李静、任绍文、麻天成、隋圆、吴海边、

闫福江、倪淑杰、刘爱芹、郭鹤莹、吕强、王丽娥、王鹏、廖文杰、朱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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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分析橡胶臭氧龟裂试验中臭氧-空气混合气体的方法有如下几种,包括湿化学方法、电化学方法、紫
外吸收法和乙烯化学发光法。

从原理上来说,湿化学方法、电化学方法和紫外吸收方法属于绝对方法,但是实际上这些方法通常

不能得到相同的试验结果。
湿化学方法是橡胶工业和国家标准中使用的传统试验方法,该方法是用碘化钾溶液吸收臭氧,然后

用硫代硫酸钠滴定反应产生的碘单质。湿化学方法不适合连续操作或控制,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湿化学

方法不如仪器分析方法方便使用。试验结果表明湿化学方法对试验步骤的微小变化、试剂的浓度和纯

度非常敏感,并且在反应的化学计量比上存在很大争议。
电化学方法广泛应用于橡胶工业,对于臭氧的连续监控十分方便。化学发光法同样广泛应用于橡

胶工业。
最近,紫外吸收分析仪应用越来越广泛,它同样具有连续监控能力。更重要的是,所有重点环保机

构都采用紫外吸收分析方法作为标准,并认为紫外分析方法的结果是可靠的。
因此,以这种标准的紫外吸收方法为参考方法校准其他的方法。像所有其他的检测设备一样,紫外

吸收分析仪的精确度取决于它的部件的校准和维护,因此紫外吸收分析仪也应用已知的标准设备校核。
几个国家正在开展研究,提议建立基准设备。

虽然本标准主要是臭氧分析,但是也关注了大气压力对橡胶在恒定臭氧浓度(通常以体积分数表

示)中龟裂速率的影响。北美实验室间的试验结果表明,在有显著差异的大气压力下进行的实验室间试

验结果产生的差异可以通过规定臭氧浓度的分压予以校正(见附录A)。
必须注意臭氧具有高毒性。需采取措施减少试验人员接触臭氧的时间。在没有更严格或不违背国

家安全法规的情况下,通常认为人体能接触的最大臭氧浓度为10pphm,需使人体接触的最大平均臭氧

浓度低于允许的最大浓度。
如果不是使用完全密闭的系统,建议通过排风口排除含有臭氧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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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测定试验箱中臭氧浓度的试验方法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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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三种测定试验箱中臭氧浓度的方法。
方法A———紫外吸收法:该方法是基准方法,用于校准方法B和方法C。
方法B———仪器分析方法:

B1:电化学方法;

B2:化学发光方法。
方法C———湿化学方法:
程序Ⅰ;
程序Ⅱ;
程序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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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431-1:198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第1部分:静态拉伸试验(Rubber,vul-
canizedorthermoplastic—Resistancetoozonecracking—Part1:Staticstraintest)

ISO1431-2:199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耐臭氧龟裂 第2部分:动态拉伸试验(Rubber,vul-
canizedorthermoplastic—Resistancetoozonecracking—Part2:Dynamicstraintest)

ISO13964:1998 空气质量 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Airquality—Determina-
tionofozoneinambientair—Ultravioletphotometricmethod)

3 原理

从臭氧试验箱抽取臭氧-空气混合气体,用紫外吸收基准方法或经紫外吸收方法校准过的仪器分析

方法或化学分析方法测定臭氧浓度。

4 设备

测定臭氧浓度的设备如下:
———紫外吸收仪;
———电化学法装置;
———化学发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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