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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８７８１２：１９９０《颜料和体质颜料　分散性的评定方法　第２部分：由

研磨细度的变化进行评定》（英文版）。

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１８６７《颜料和体质颜料　分散性的评定方法》系列国家标准之一，下面列出了系

列国家标准的结构及其对应的国际标准：

———第１部分：由着色颜料的着色力变化进行评定（ＩＳＯ８７８１１：１９９０）；

———第２部分：由研磨细度的变化进行评定（ＩＳＯ８７８１２：１９９０）；

———第３部分：由光泽的变化进行评定（ＩＳＯ８７８１３：１９９０）。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１８６７的第２部分。

下面列出了与本部分密切相关的ＧＢ／Ｔ２１８６８《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系列

国家标准的结构及其对应的国际标准：

———第１部分：总则（ＩＳＯ８７８０１：１９９０）；

———第２部分：用振荡磨分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２：１９９０）；

———第３部分：用高速搅拌机分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３：１９９０）；

———第４部分：用砂磨分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４：１９９０）；

———第５部分：用自动平磨机分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５：１９９０）；

———第６部分：用三辊磨分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６：１９９０）。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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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化建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昆山市世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沈苏江、黄逸东、石一磊。

本部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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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和体质颜料　分散性的评定方法

第２部分：由研磨细度的变化进行评定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根据研磨细度来评定颜料分散性的方法。本部分应与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１—２００８一起

阅读。

本方法一般适用于同类颜料的比较，例如试验颜料与商定的参照颜料进行比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１８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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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７５３．１—２００７　色漆、清漆和印刷油墨　研磨细度的测定（ＩＳＯ１５２４：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１—２００８　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ＩＳＯ８７８０

１：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２—２００８　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　第２部分：用振荡磨分散

（ＩＳＯ８７８０２：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３—２００８　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　第３部分：用高速搅拌机分

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３：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４—２００８　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　第４部分：用砂磨分散

（ＩＳＯ８７８０４：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５—２００８　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　第５部分：用自动平磨机分

散（ＩＳＯ８７８０５：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８６８．６—２００８　颜料和体质颜料　评定分散性用的分散方法　第６部分：用三辊磨分散

（ＩＳＯ８７８０６：１９９０，ＩＤＴ）

３　原理

在规定的条件下将试验颜料和商定的参照颜料分别分阶段地分散在商定的漆基体系中。在每个分

散阶段，取出一部分研磨料，按ＧＢ／Ｔ６７５３．１—２００７规定的方法测定研磨细度。绘制研磨细度对分散

阶段（以研磨时间，研磨转数等表示）的函数的曲线图。由图可以确定获得商定研磨细度所需的分散

阶段。

４　需要补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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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仪器

普通实验室仪器和玻璃器皿，以及下列仪器。

５．１　研磨细度计

符合ＧＢ／Ｔ６７５３．１—２００７要求的细度计，槽最大深度为５０μｍ或１００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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