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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４６１０：２００１《塑料　氯乙烯均聚和共聚树脂　用空气喷射筛装置的筛分析》

（英文版）（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２日确认）。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４６１０：２００１重新起草，与其主要技术性差异如下：

———增加了抗静电剂的粒度要求（本标准第５章）；

———增加了平行测定及相关的偏差要求（本标准第８章）；

———删除了“精密度”一章（ＩＳＯ４６１０：２００１中第９章）。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９１６—１９９７《塑料　氯乙烯均聚和共聚树脂　用空气喷射筛装置的筛分析》。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９１６—１９９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取样”一章，且在此具体给出了细颗粒树脂的粒径范围（本版第４章）；

———删除了“试样”一章（１９９７年版第４章）；

———增加了“试料制备”一章（本版第５章）；

———增加了关于筛余物较少时有必要延长筛分时间等要求（本版第７章）；

———试验报告中增加了五项要求（１９９７年版第８章；本版第９章）；

———抗静电剂的加入量由原质量分数的０．１％增加至０．５％（１９９７年版第４章；本版第５章）；

———删除了进行粒度分布试验时可延长过筛时间的要求（１９９７年版中６．３）。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聚氯乙烯树脂产品分会（ＳＡＣ／ＴＣ１５／ＳＣ７）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锦西化工研究院、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沛云、孙丽娟、郝晶、姚彩丽、齐玉林。

本标准于１９８２年首次发布，１９９７年第１次修订。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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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氯乙烯均聚和共聚树脂

用空气喷射筛装置的筛分析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悬浮”、“本体”和“乳液”聚合工艺生产的易于流动的氯乙烯均聚和共聚树脂的筛

余物和粒径分布的测定方法，控制这些特性有助于确保供料与预测的加工性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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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００５　试验筛　金属丝编织网、穿孔板和电成型薄板筛孔的基本尺寸（ＧＢ／Ｔ６００５—１９９７，

ｅｑｖＩＳＯ５６５：１９９０）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筛余物　狊犻犲狏犲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

试验后剩余在筛子上的树脂，以质量分数表示。

４　取样

从交付的有代表性的树脂样品中，取出足够用来测定树脂粒径分布的样品。

通常每次筛分应使用２５ｇ。对于（８０～１００）μｍ之间的细颗粒树脂应用本标准时，宜使用少量的树

脂，如１０ｇ。

５　试料制备

除另有规定，收到的样品即为分析用试样（即所交付的）。

如果样品在收到当日不分析，应将其保存在室温环境下的密闭容器中。

为防止由于树脂所带静电引起筛分困难，可在树脂中加入抗静电剂，如质量分数为０．５％的粒径大

于筛子孔径的γ氧化铝。除另有规定，抗静电剂应在开始分析时加入到树脂中。

６　仪器

６．１　筛子，圆型，筛面直径２００ｍｍ。每只筛子的边框和筛网由金属制成。筛网按ＧＢ／Ｔ６００５的规定。

应根据所测树脂的要求和粒径分布选择筛子孔径。

注：清洗筛子的合适方法是使用含有水和清洗剂的超声波清洗装置。

６．２　空气喷射筛（见图１），由一个容纳筛子（６．１）的箱子组成，在其底部有一个用于吸气的出口及一个

空气进口。箱子用一个最好是透明的盖子盖着。

空气进口装有一旋转喷射器，该喷射器是由紧靠筛网之下的径向排列的狭缝型喷嘴构成，当它旋转

时，喷出来的空气连续不断通过筛子，使颗粒保持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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