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８７．０４０
犌５０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１７８２．１３—２００９／犐犛犗８１３０１３：２００１

粉末涂料

第１３部分：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度

犆狅犪狋犻狀犵狆狅狑犱犲狉狊—

犘犪狉狋１３：犘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犻狕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犫狔犾犪狊犲狉犱犻犳犳狉犪犮狋犻狅狀

（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３：２００１，ＩＤＴ）

２００９０６０２发布 ２０１００２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ＧＢ／Ｔ２１７８２《粉末涂料》由１４部分组成，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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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部分：气体比较比重仪法测定密度；

———第３部分：液体置换比重瓶法测定密度；

———第４部分：爆炸下限值的计算；

———第５部分：粉末／空气混合物流动特性的测定；

———第６部分：在给定温度下热固性粉末涂料胶化时间的测定；

———第７部分：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

———第８部分：热固性粉末贮存稳定性的评定；

———第９部分：取样；

———第１０部分：沉积效率的测定；

———第１１部分：斜面流动性试验；

———第１２部分：相容性的测定；

———第１３部分：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度；

———第１４部分：术语。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１７８２的第１３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３：２００１《粉末涂料　第１３部分：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度》

（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３：２００１。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编辑性修改内容如下：

———用“本部分”代替“国际标准本部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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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宁、张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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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涂料

第１３部分：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度

１　范围

本部分是有关色漆，清漆及相关产品取样和试验的系列标准之一。

本部分规定了采用激光衍射法测定粉末涂料等效球体粒径分布的方法。本部分适用于粒度范围在

１μｍ～３００μｍ之间的粉末涂料。

本方法仅适用于干粉的测定。

　　注：大多数仪器能分辨出粒度分布超出该限值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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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９２７８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ＧＢ／Ｔ９２７８—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２７０：１９８４Ｐａｉｎｔｓａｎｄ

ｖａｒｎｉｓｈ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ｕｍｉｄ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４４５．１—２００８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述　第１部分：图型表征（ＩＳＯ９２７６１：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８　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第１部分：通则（ＩＳＯ１３３２０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ＩＳＯ８１３０９：１９９２　粉末涂料　第９部分：取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浊度　狅犫狊犮狌狋犻狅狀

由于粉末涂料颗粒的消光（散射和／或吸收）导致入射光衰减的百分数或分数。

　　注：全部定义在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８中给出。

４　原理

具有代表性的粉末涂料样品，以适当的浓度分散在气流中，穿过单色激光源光束。使用多元检测器

测量颗粒在各个角度的散射光强度，并记录相应的散射图信号数值，用于随后的分析。然后用合适的光

学模型和数学程序将这些散射信号数值转换，得到按样品的体积比，以不同的粒度级分区间表示的等效

球体体积粒径分布。

５　仪器设备

注：激光分析仪的叙述在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８中给出。

５．１　激光衍射粒度分析仪的最小量程：１μｍ～３００μｍ。

５．２　干粉进样器：与激光分析仪相连，可以将不团聚的恒定的粉体流传送至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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