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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T14633—2002《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
本标准与GB/T14633—2002相比,主要有如下变化: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引用标准GB/T5838《荧光粉名词术语》和GB/T20170.1《稀土金

属及其化合物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稀土化合物粒度分布的测定》;
———删除“粒度分布”、“相关色温”的定义;增加“热猝灭性”的定义;对“热稳定性”中相对亮度和色

品坐标的符号表示进行了调整;
———对红色荧光粉色品坐标的中心值(xm,ym)、蓝色荧光粉色品坐标的中心值(ym)及对原表1、

表2、表3、表4中的颗粒特性(包括中心粒径、比表面积)的考核,均由考核中心值和偏差值调

整为只考核偏差值,中心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删除原表1、表2、表3中对粒度分布的考核;
———删除原表1、表2中对热稳定性的考核,原表3热稳定性的考核温度由550℃调整为600℃;
———合并原表1、表2、表3。
———各牌号增加对热猝灭性、pH值及电导率的考核指标;
———删除原表4对相对亮度、相关色温的考核;对色品坐标的偏差值和显色指数的指标做了调整。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跃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通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广州有色金属

研究院、杭州大明荧光材料有限公司、常熟亚太荧光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万国江、黄瑞甜、卢杰山、陈饶。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4633—1993、GB/T1463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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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经高温反应制得的,以铕激活的氧化钇、以铽、铈激活的铝酸镁、以低价铕(或低价铕、

锰)激活的铝酸钡镁,在253.7nm紫外线激发下分别发射红色、绿色、蓝色荧光的荧光粉,以及由上述

三种荧光粉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主要用于低压汞蒸气体荧光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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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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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GB/T5838 荧光粉名词术语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14634(所有部分) 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试验方法

GB/T17262 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B/T20170.1 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稀土化合物粒度分布的测定

GB/T23595.5 白光LED灯用稀土黄色荧光粉试验方法 第5部分:pH值的测定

GB/T23595.6 白光LED灯用稀土黄色荧光粉试验方法 第6部分:电导率的测定

3 术语

GB/T5838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标准荧光粉 standardphosphors

按指定牌号及一定要求制得的、并经过性能标定的、用于产品性能相对测量用的荧光粉。
注:本标准采用相对应的灯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国家标准样品为标准荧光粉。

3.2
  发射主峰 emissiondominantpeak

发射光谱中强度最大的谱峰。单位nm。
3.3
  比表面积 specificsurfacearea

颗粒的表面积与其质量(或体积)之比。单位为平方厘米每克(cm2/g)或平方厘米每立方厘米

(cm2/cm3)。
3.4
  热稳定性 thermostability

器件制造工艺中,荧光粉对热处理的稳定性。
注:本标准中包含相对亮度的热稳定性(ΔBh)及色品坐标的热稳定性(Δxh、Δyh)。

3.5
  热猝灭性(温度猝灭) temperaturequenching

由温度升高引起的发光性能变弱/化,当温度恢复时,发光性能随之恢复的现象。
注:本标准中包含相对亮度的热猝灭性(ΔBq)及色品坐标的热猝灭性(Δxq、Δ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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