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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0813《青瓷器》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日用青瓷器;
———第2部分:陈设艺术青瓷器;
———第3部分:纹片釉青瓷器;
———第4部分:青瓷包装容器。
本部分为GB/T10813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0813.4—1989《青瓷器系列标准 食用青瓷包装容器》。与GB/T10813.4—

1989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修改了产品规格的分类及范围(见4.1,1989年版的3.1);
———修改了产品质量等级(见4.2,1989年版的3.2);
———修改了铅、镉溶出量的技术要求(见5.2,1989年版的4.2);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7章,1989年版的第6章)。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宜兴市金鱼陶瓷有限公司、龙泉青瓷(日用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龙泉市

金宏瓷厂、中华人民共和国宜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宜兴爱宜艺术陶瓷有限公司、丽水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宜兴市中远青瓷厂、潮州市兴业陶瓷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葛渚中、陈坤怀、金逸林、叶伟平、万东光、范泽锋、陈小平、郭森镇。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0813.4—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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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器
第4部分:青瓷包装容器

1 范围

GB/T10813的本部分规定了青瓷包装容器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
志、运输、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釉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的用于包装物品的青瓷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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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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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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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534 日用陶瓷器铅、镉溶出量的测定方法

GB/T5000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GB14147 陶瓷包装容器铅、镉溶出量允许极限

3 术语和定义

GB/T3303、GB/T500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产品分类

4.1 按产品的型式分为小型、中型、大型、特型,其规格范围见表1。

表1 单位为毫升

名称
型 式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型

包装容器 <250 250~800 801~2500 >2500

4.2 按产品外观质量分为优等品、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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