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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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２部分：气体比较比重仪法测定密度（ＩＳＯ８１３０２：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３部分：液体置换比重瓶法测定密度（ＩＳＯ８１３０３：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４部分：爆炸下限值的计算（ＩＳＯ８１３０４：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５部分：粉末／空气混合物流动特性的测定（ＩＳＯ８１３０５：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６部分：在给定温度下热固性粉末涂料胶化时间的测定（ＩＳＯ８１３０６：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７部分：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ＩＳＯ８１３０７：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８部分：热固性粉末贮存稳定性的评定（ＩＳＯ８１３０８：１９９４，ＩＤＴ）；

———第９部分：取样（ＩＳＯ８１３０９：１９９２，ＩＤＴ）；

———第１０部分：沉积效率的测定（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０：１９９８，ＩＤＴ）；

———第１１部分：斜面流动性试验（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１：１９９７，ＩＤＴ）；

———第１２部分：相容性的测定（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２：１９９８，ＩＤＴ）；

———第１３部分：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径（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３：２００１，ＩＤＴ）；

———第１４部分：术语（ＩＳＯ８１３０１４：２００４，ＩＤＴ）。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１７８２的第７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８１３０７：１９９２《粉末涂料　第７部分：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法》（英

文版）。

本部分与ＩＳＯ８１３０７：１９９２相比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本部分”代替“ＩＳＯ８１３０的本部分”；

———用“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ＩＳＯ１５５２８：２０００，ＩＤＴ）”代替

“ＩＳＯ８４２：１９８４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用“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代替“ＩＳＯ８４２”；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６５９２—１９９６《粉末涂料　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６５９２—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在前言中增加“本部分的附录 Ａ 是规范性附录。”以及关于 ＧＢ／Ｔ２１７８２系列标准结构的

内容；

———用“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代替“ＩＳＯ８４２：１９８４”；

———删除了附录Ｂ；

———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要求进行编写，修改了部分条款的表述方式。

本部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化建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海洋化工研究院、中化

化工标准化研究所、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强、翟翠萍、莫蔓、周玮、陈谷峰、郑建国、彭速标、赵玲、崔海容、王桂荣、黎庆翔。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Ｔ１６５９２—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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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涂料

第７部分：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法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通过静电喷涂施涂于底材上的粉末涂料烘烤时质量损失的测定方法。

　　注１：本部分所叙述的方法是简便而实用的试验方法，该方法对于烘烤时质量损失约２％（质量分数）以内的粉末涂

料能给出足够精确的结果。超过这个范围时，精密度随着质量损失的增加而降低。

注２：受试产品中的水分会包括在计算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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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ＩＳＯ１５５２８：２０００，ＩＤＴ）

３　必要的补充信息

对于具体应用来说，本部分所规定的试验方法需要补充完整性信息。在附录Ａ中给出了补充信息

的项目。

４　仪器

普通的实验室仪器和以下仪器：

４．１　平底皿

马口铁或铝制，直径约７５ｍｍ。皿的尺寸要求不是很严格，但皿的底部应是平的，以保证良好的热

接触效果并且使粉末涂料的试验份样可以铺展成均匀的薄层（粉末的厚度对试验结果可产生显著的影

响）。

４．２　空气循环烘箱

能恒温至２５０℃。烘箱的类型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因为烘箱的设计能影响试验结果。

４．３　分析天平

精确至０．１ｍｇ。

４．４　干燥器

装有干燥剂，如掺有氯化钴的干燥硅胶。

５　取样

按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的规定抽取试验产品的代表性样品。

６　操作步骤

用两份样品进行平行试验。

６．１　试样

将平底皿（４．１）放入规定或商定的试验温度（见附录Ａ）下的烘箱（４．２）中，放置１５ｍｉｎ，取出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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