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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9989《搪瓷耐化学侵蚀的测定》分为五个部分:
———第1部分:室温下耐酸侵蚀的测定;
———第2部分:耐沸腾酸、沸腾中性液体及其蒸气化学侵蚀的测定;
———第3部分:用六角形容器进行耐碱溶液侵蚀的测定;
———第4部分:用圆柱形容器进行耐碱溶液侵蚀的测定;
———第5部分:在封闭系统中耐化学侵蚀的测定。
本部分是GB/T9989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8706-5:2010《搪瓷耐化学侵蚀的测定 第5部分:在封闭系统中

耐化学侵蚀的测定》(英文版)。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3696:1987,MOD)。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9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东华大学、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戴琦、桑仪、张国琇、徐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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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溶液对搪瓷和瓷釉的侵蚀是一个溶解过程。搪瓷釉的主要组分是二氧化硅,它形成一个三维硅

酸盐网络,经水解后形成硅酸或硅酸盐,这些硅酸或硅酸盐会溶解到侵蚀介质中。其他组分(主要是金

属氧化物)也会水解,并形成相应的氢氧化金属离子或氢氧化物。所有被侵蚀的产物或多或少会溶解到

侵蚀介质中,整个侵蚀过程会导致材料单位面积的失重。
有些水溶液对搪瓷表面的侵蚀量与侵蚀时间呈线性关系;也有一些水溶液对搪瓷表面的侵蚀量与

侵蚀时间呈对数的关系。只有呈线性关系的水溶液侵蚀,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准确计算其单位面积失重

的速率[g/(m2·h)]以及侵蚀速率(mm/a)。
影响水溶液对搪瓷表面侵蚀最重要的因素是搪瓷的质量、温度和pH值。二氧化硅有限的溶解度

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下面列举了在不同侵蚀条件下不同类型搪瓷的侵蚀情况:

a) 在80℃温度下,类似于0.1mol/L氢氧化钠的碱性溶液中(见GB/T9989.4,第9章),搪瓷的

硅酸盐网络受到了较大的侵蚀,硅酸盐和大多数其他水解组分都会溶解在碱性溶液中,侵蚀量

与试验时间呈线性关系,因此,试验结果可以用单位面积的失重速率(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的

失重)和侵蚀速率(mm/a)来表示。

b) 在室温下,类似于柠檬酸的弱酸性溶液(见GB/T9989.1,第9章)或类似于硫酸的较强酸性溶

液中(见GB/T9989.1,第10章),搪瓷的硅酸盐网络受到了较小的侵蚀,在搪瓷表面析出除二

氧化硅以外的其他组分是有限的。高耐酸搪瓷经试验后,搪瓷表面观察不到明显的变化。而

耐酸较差的搪瓷经试验后,搪瓷表面会产生侵蚀痕迹或呈现粗糙。

c) 在沸腾的酸性溶液中(见GB/T9989.2),搪瓷的硅酸盐网络受到了侵蚀,二氧化硅和其他搪瓷

组分都会溶解入溶液中,但二氧化硅在酸性溶液中的溶解度较低。侵蚀溶液会被溶解的二氧

化硅很快饱和,仅在搪瓷表面有析出。酸的侵蚀将受到抑制,侵蚀速率显著下降。
注:玻璃的试验装置在酸的侵蚀下也会释放硅酸盐,也会起到抑制侵蚀的作用。

在气相试验中,试样表面形成的冷凝物不含任何已溶解的搪瓷组分,有效防止了这类抑制侵蚀

的作用。
以下是搪瓷非线性侵蚀和线性侵蚀的实例:

  1) 沸腾柠檬酸(见GB/T9989.2,第10章)和30%沸腾硫酸(见GB/T9989.2,第11章)
由于在气相中仅含有微量的酸,通常只进行液相试验。抑制作用影响着酸的侵蚀,并
且侵蚀量取决于试验的时间,因此,试验结果用单位面积的失重来表示;但不能计算

单位面积的失重速率。

  2) 20%沸腾盐酸(见GB/T9989.2,第12章)
由于这是一个共沸沸腾酸,在液相和气相中的浓度是相同的,所以不需要进行液相试

验。激烈的沸腾提供了没有抑制作用的凝聚物,侵蚀量与试验的时间呈线性关系,因
此,试验结果适合用单位面积的失重速率(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的失重)和侵蚀速率

(mm/a)来表示。

d)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进行的液相试验(见GB/T9989.5)中,酸性溶液侵蚀是剧烈的。为避免产

生抑制作用,试验时间限制在24h,酸对搪瓷表面的侵蚀速率较高(模拟在化学反应容器内的

条件),另外,在这些试验条件下,只有用硅含量低的水溶液制备试验溶液,侵蚀量与试验的时

间才呈线性关系。因此,20%盐酸(见GB/T9989.5,第8章)、模拟试验溶液(见GB/T9989.5,
第10章)或工艺流体(见GB/T9989.5,第11章)的试验结果可以按照单位面积的失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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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的失重)来表示。

e) 在沸腾水中(见GB/T9989.2,第13章),硅酸盐网络是非常稳定的。搪瓷表面主要以渗透为

主,二氧化硅的溶解量非常有限。这类侵蚀可以用气相侵蚀来表示,在液相中,对于高耐侵蚀

搪瓷,其抗侵蚀能力较强。但如果试验的搪瓷化学稳定性比较差,搪瓷表面会有碱金属离子析

出,从而提高了溶液的pH值,增加了液相的侵蚀,所以,液相和气相都能够得到有用的信息。

f) 由于侵蚀可能是线性的或非线性的,试验结果适合用单位面积失重来表示,并应给出试验

时间。

g) 对于试验时间为24h或168h的标准洗涤剂溶液(见GB/T9989.3,第9章)试验,因为不能确

定侵蚀曲线是否是线性的,所以在试验报告中不能包含侵蚀速率的计算。

h) 对于其他酸性溶液(见 GB/T9989.2,第14章)和碱性溶液(见 GB/T9989.3,第10章和

GB/T9989.4,第10章),因为在试验过程中也不知道侵蚀速率是否是线性的,所以在本标准

的试验报告中不能包含侵蚀速率的计算。
对于烧成温度低于700℃的搪瓷材料,GB/T9989的试验参数(介质、温度和时间)是不合适的,对

于这类搪瓷(如铝搪瓷)应采用其他的介质、温度和(或)时间。这些试验可以根据GB/T9989的第1部

分、第2部分、第3部分和第4部分中的“其他试验溶液”所描述的程序来进行。

Ⅲ

GB/T9989.5—2015/ISO28706-5:2010



搪瓷耐化学侵蚀的测定

第5部分:在封闭系统中耐化学侵蚀的测定

  警告:如果不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GB/T9989的本部分所要求使用的化学物品和(或)步骤,也许

会损害健康。GB/T9989的本部分没有解决本部分所涉及的任何健康危害、安全或环境问题。使用

GB/T9989的本部分应制定适合健康、安全和环境可接受的注意事项,并且遵守我国和国际的相关规

定。遵守GB/T9989的本部分不能作为免责的法律依据。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在封闭系统中测定搪瓷制品耐酸性、中性和碱性溶液,以及实际过程中约定的混合液

体侵蚀的试验方法。
本方法主要用于在化学处理(加工)中使用的搪瓷性能的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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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649-1 实验室玻璃器皿 通用型比重计 第1部分:规范(Laboratoryglassware—Density
hydrometersforgeneralpurposes—Part1:Specification)

ISO3696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Waterforanalyticallaboratoryuse—Specification
andtestmethods)

3 原理

在规定的条件下,搪瓷试样置于高压蒸锅中,在侵蚀液体正常沸点以上进行侵蚀。
测定失重,并计算单位面积失重的速率。

4 设备

警告———试验容器可以是一个压力容器,使用本标准应制定与健康、安全和环境相适应的注意事

项,并且遵守我国和国际关于安全使用压力容器的规定。

4.1 试验容器

4.1.1 设计

试验溶液的体积V,单位为cm3,搪瓷侵蚀面积A,单位为cm2,在20℃下,体积与面积之比应为

V/A=40cm±2cm。当环境温度为18℃~28℃时,在封闭容器内,溶液的填充高度应确保至少有

20%的空间留给气体,为此,试验设备尺寸的选择应与试验样品相适应。
注:几个搪瓷样品可以置于同一个试验容器,并且同时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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