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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10812—2002《玲珑日用瓷器》。与 GB/T10812—2002相比,主要技术差异

如下: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2年版的第2章);
———删除了按装饰来区分的产品分类(见2002年版的4.1);
———修改了产品的等级(见4.3,2002年版的4.4);
———删除了铅、镉迁移量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见2002年版的5.3、6.3);
———增加了产品的微波炉适应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见5.3、6.3);
———增加了产品的冰箱到微波炉适应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见5.4、6.4);
———增加了产品的冰箱到烤箱适应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见5.5、6.5);
———增加了产品的耐机械洗涤性能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见5.6、6.6);
———修改了产品的外观质量的技术要求(见5.8和表2,2002年版的5.5和表2);
———修改了产品检验规则(见第7章,2002年版的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国瓷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景德镇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富玉青

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孟瑞飞、周敏建、吕雅婷、汪启轩、谢桂涛、李一新。
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T10812—1989《青花玲珑日用细瓷器》;
———2002年第一次修订时,名称修改为《玲珑日用瓷器》;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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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珑 日 用 瓷 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玲珑日用瓷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
运输、贮存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含有玲珑装饰的日用瓷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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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3298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GB/T3299 日用陶瓷器吸水率测定方法

GB/T3300 日用陶瓷器变形检验方法

GB/T3301 日用陶瓷器的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重量误差、缺陷尺寸的测定方法

GB/T3302 日用陶瓷器包装、标志、运输、贮存规则

GB/T3303 日用陶瓷器缺陷术语

GB/T5000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GB/T10811 釉下(中)彩日用瓷器

GB/T27587 日用陶瓷耐微波加热测试方法

GB/T32680 日用陶瓷耐机械洗涤测试方法

GB/T34253 日用陶瓷器冰箱至微波炉、烤箱适应性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3303、GB/T5000、GB/T108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玲珑线眼重合 doubletreatofricepatterneyeanddecorline
画线与玲珑眼的重合。

3.2
玲珑眼惊釉 crackleofglazeonricepatterneye
玲珑眼釉呈现惊裂。

1

GB/T10812—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