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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和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

刷》中涉及安全的强制性内容，与三项标准中强制性内容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牙刷的刷毛安全性”中“磨尖丝”的要求（见５．６．３．２，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的５．５）；

———更改了“边缘、尖端”的要求（见５．７，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的４．２．１，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的４．２．１，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的５．２．１）；

———更改了“儿童用牙刷及口腔器具饰件”的要求（见５．８，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的４．７）；

———增加了附录Ａ，标明新旧版本中强制性内容的对应关系。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０３、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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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牙刷及口腔器具（以下简称“产品”）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牙刷及日常清洁护理用口腔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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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５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口腔卫生器具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００９．３４—２０１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　玩具安全　第２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０４８　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刷头　犫狉狌狊犺犺犲犪犱

牙刷带有刷毛的一端。

３．２

单丝　犳犻犾犪犿犲狀狋

刷毛中的单一细丝。

３．３

毛束　狋狌犳狋

由一组单丝聚集而成。

３．４

植毛块　狋狌犳狋犻狀犵犫犾狅犮犽

电动牙刷刷头中，带有毛束的可活动小部件。

３．５

注胶毛牙刷　犿狅犾犱犲犱犫狉犻狊狋犾犲狋狅狅狋犺犫狉狌狊犺

刷毛全部为模塑一体成型的牙刷。

　　注：其单根刷毛视为毛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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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磨尖丝　狋犪狆犲狉犲犱犳犻犾犪犿犲狀狋

尖端呈圆锥形的单丝。

３．７

磨毛　犲狀犱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犳犻犾犪犿犲狀狋

顶端经处理后，去除锐角、尖刺的单丝。

３．８

可拆卸部件　狉犲犿狅狏犪犫犾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产品上预定不用工具就能拆卸的零件或部件。

　　注：改写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定义３．４３。

３．９

饰件１）　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狔

１）　与产品使用功能无关。

２）　儿童指１４周岁以下（含１４周岁）的人群。

　　起装饰性作用的小物件。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牙刷可按以下方式分类：

———按适用人群分为成人牙刷和儿童２）牙刷；

———按牙刷生产工艺可以分为注胶毛牙刷和植毛牙刷，植毛牙刷按刷毛顶端处理工艺分类，包含但

不限于磨毛牙刷、磨尖丝牙刷；

———按驱动方式可分为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

４．２　口腔器具可分为牙间刷、冲（洗）牙器、舌刮器、牙签、牙线、牙线棒、婴幼儿磨牙器具等。

５　要求

５．１　总则

产品在正常或可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下，不应对人体产生危害。

５．２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

５．２．１　儿童用产品中应使用安全的塑料添加剂。其入口及可触及部位中塑化材料的６种增塑剂（ＤＢＰ、

ＢＢＰ、ＤＥＨＰ、ＤＮＯＰ、ＤＩＮＰ、ＤＩＤＰ）含量不应超过表１规定的限量要求。

５．２．２　成人用产品中应使用安全的塑料添加剂。其入口部位中塑化材料的６种增塑剂（ＤＢＰ、ＢＢＰ、

ＤＥＨＰ、ＤＮＯＰ、ＤＩＮＰ、ＤＩＤＰ）含量不应超过表１规定的限量要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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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限定增塑剂类别及对应ＣＡＳ号 限量／％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 ＣＡＳ８４７４２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ＢＢＰ） ＣＡＳ８５６８７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 ＣＡＳ１１７８１７

三种增塑剂总含量不大于０．１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ＤＮＯＰ） ＣＡＳ１１７８４０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
ＣＡＳ６８５１５４８０

ＣＡＳ２８５５３１２０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ＤＩＤＰ）
ＣＡＳ２６７６１４００

ＣＡＳ６８５１５４９１

三种增塑剂总含量不大于０．１

　　注：对于单一样品的单一材料的取样量不足１０ｍｇ时予以豁免。

５．３　有害元素

产品中可溶性锑、砷、钡、镉、铬、铅、汞、硒或这些元素组成的任何可溶性化合物的元素含量不得超

过表２中的数值。

表２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元素名称
锑

（Ｓｂ）

砷

（Ａｓ）

钡

（Ｂａ）

镉

（Ｃｄ）

铬

（Ｃｒ）

铅

（Ｐｂ）

汞

（Ｈｇ）

硒

（Ｓｅ）

含量 ６０ ２５ １０００ ７５ ６０ ９０ ６０ ５００

５．４　磨尖丝刷毛狆犎

磨尖丝刷毛的ｐＨ 范围５．５～８．０。

５．５　木制、竹制牙签中二氧化硫浸出量

木制、竹制牙签中二氧化硫浸出量不应大于６００ｍｇ／ｋｇ（以ＳＯ２ 计）。

５．６　牙刷安全性能

５．６．１　牙刷毛束拉力和颈部抗弯力

牙刷的毛束拉力和颈部抗弯力应符合表３要求。

表３ 单位为牛

序号 项目
要求

成人牙刷 儿童牙刷

１ 毛束拉力 ≥１５

２ 颈部抗弯力 ≥４３或变形极限范围内不断 ≥２５或变形极限范围内不断

　　注１：注胶毛牙刷不测毛束拉力。

　　注２：电动牙刷不测颈部抗弯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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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儿童牙刷
３）刷头

３）　不包括儿童电动牙刷。

　　儿童牙刷头部应不能拆卸。

５．６．３　牙刷的刷毛安全性

５．６．３．１　磨毛

磨毛单丝顶端轮廓经磨毛应去除锐角，且不应有毛刺。合格与不合格单丝顶端轮廓示例如图１ａ）、

图１ｂ）所示。单丝顶端轮廓合格率应符合表４要求。

犪）　合格的单丝顶端轮廓 犫）　不合格的单丝顶端轮廓

图１

表４

项目
要求

成人牙刷 儿童牙刷

磨毛单丝顶端轮廓合格率／％
平形毛型 ≥６０ ≥７０

异形毛型 ≥４０ ≥５０

５．６．３．２　磨尖丝

磨尖丝单丝尖端丝径合格率应符合表５要求。

表５

项目 要求

磨尖丝单丝直径合格率
距丝顶端０．０１ｍｍ处 至少７０％丝直径不大于０．０４ｍｍ

距丝顶端０．５ｍｍ处 至少９０％丝直径不大于０．０８ｍｍ

５．６．３．３　其他

其他刷毛应对是否损伤牙龈进行安全性评价。

５．６．４　电安全要求

电器部分和相关附件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和ＧＢ４７０６．５９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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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　电动牙刷植毛块牢固度

具有植毛块结构的电动牙刷，植毛块与刷头连接牢固度应不小于５０Ｎ。

５．６．６　电动牙刷耐化学性能

经６．５．６试验后，刷头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第２１章的弹性冲击试验要求，同时刷头应可继续

使用且表面平滑。

５．６．７　儿童电动牙刷可拆卸零部件

销售包装上明示适用年龄范围的儿童电动牙刷，其可拆卸零部件应按其明示年龄阶段符合

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４．４．１或４．４．２的要求；销售包装上未明示适用年龄范围的儿童电动牙刷，其可拆卸

零部件应符合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４．４．１的要求。

５．７　边缘、尖端

产品不应有锐边、毛刺等缺陷，功能性尖端除外。

５．８　儿童用牙刷及口腔器具饰件

５．８．１　不可拆卸饰件连接牢度应大于或等于７０Ｎ。

５．８．２　销售包装上明示适用年龄范围的儿童用产品，其可拆卸饰件应按明示年龄阶段符合ＧＢ６６７５．２—

２０１４中４．４．１或４．４．２的要求；销售包装上未明示适用年龄范围的儿童用产品，其可拆卸饰件应符合

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４．４．１的要求。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

按ＧＢ／Ｔ２２０４８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２　有害元素

按附录Ｂ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３　磨尖丝刷毛狆犎

按附录Ｃ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４　木制、竹制牙签中二氧化硫浸出量

按ＧＢ５００９．３４—２０１６进行测试，试验时称取试样５ｇ～１０ｇ（准确至０．０１ｇ），控制蒸馏时间为

１５ｍｉｎ。

６．５　牙刷安全性能

６．５．１　牙刷毛束拉力和颈部抗弯力

６．５．１．１　毛束拉力

６．５．１．１．１　试验装置：拉力试验机（最小分度值为０．１Ｎ）、刷头夹具、刷毛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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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１．２　试样制备：每支牙刷任留一束毛束，其余刷毛去除。在温度（２０±５）℃条件下，恒温４ｈ。

６．５．１．１．３　试验条件：温度（２０±５）℃，拉力试验机升降速度为（９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６．５．１．１．４　试验步骤：将刷头通过刷头夹具连接在拉力试验机的下钳口上（刷毛向上），刷毛夹连接在拉

力试验机的上钳口上，刷毛夹对准并夹住所留的毛束（见图２）。启动拉力试验机，读取毛束脱落时拉力

试验机的读数。

　　说明：

１———下钳口；

２———刷头夹具；

３———刷毛夹；

４———上钳口；

５———试样。

图２

６．５．１．２　颈部抗弯力

６．５．１．２．１　试样装置：拉力试验机（最小分度值为０．１Ｎ）、钢丝、刷柄夹具。

６．５．１．２．２　试样制备：成人牙刷自刷头顶端量至１５ｍｍ处作第一标记，再距此标记６５ｍｍ处作第二标

记（见图３）；儿童牙刷自刷头顶端量至１０ｍｍ处作第一标记，距此标记６５ｍｍ处作第二标记（见图４）。

在温度（２０±５）℃条件下，恒温４ｈ。

６．５．１．２．３　试验条件：温度（２０±５）℃，拉力试验机升降速度为（１００±１０）ｍｍ／ｍｉｎ。

６．５．１．２．４　试验步骤：将直径２ｍｍ，长约２５０ｍｍ的钢丝对折放入拉力试验机的上钳口中夹住，刷柄放

入刷柄夹具中并固定在第二标记处（刷毛向下），刷柄夹具连接在拉力试验机的下钳口中，钢丝套在第一

标记处（成人牙刷见图３、儿童牙刷见图４），开动拉力试验机，读取试样断裂时的读数或弯曲至极限仍不

断时停止加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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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上钳口；

２———钢丝；

３———刷柄夹具；

４———下钳口；

５———试样。

图３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上钳口；

２———钢丝；

３———刷柄夹具；

４———下钳口；

５———试样。

图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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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儿童牙刷刷头

目测并手感检查。

６．５．３　牙刷的刷毛安全性

６．５．３．１　磨毛

６．５．３．１．１　平形毛型牙刷在刷毛中任取三束单丝，然后将这三束单丝取下，贴在纸面上，用３０倍以上的

显微镜观察，按式（１）进行合格率计算。

６．５．３．１．２　异形毛型牙刷在刷毛高、中、低毛束中各取一束，将这三束单丝取下，贴在纸面上，用３０倍以

上的显微镜观察，顶端轮廓符合规定的计为合格单丝，按式（１）进行合格率计算。

犪＝
狀

犿
×１００ …………………………（１）

　　式中：

犪———合格率，％；

狀———合格单丝数；

犿———单丝样本总数。

６．５．３．２　磨尖丝

在１支牙刷上，任取三束磨尖丝单丝，然后每束中随机各取１０根磨尖丝单丝，贴在纸面上，用最小

分度值为０．００１ｍｍ的显微镜分别测量距离磨尖丝顶端０．０１ｍｍ处和０．５ｍｍ处丝直径，丝直径符合

规定的计为合格单丝，按式（１）计算合格率。

６．５．４　电动牙刷电安全要求

按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和ＧＢ４７０６．５９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５．５　电动牙刷植毛块牢固度

将刷头一端用夹具固定，植毛块端用测力装置沿垂直毛面方向拉伸（示意图见图５），至植毛块与刷

头脱开或达到５０Ｎ以上仍未脱开时停止加荷，记录显示数值。

　　说明：

１———植毛块。

图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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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６　电动牙刷耐化学性能

６．５．６．１　仪器和试剂

６．５．６．１．１　配制化学试剂所用的装置，如：搅拌棒或混合器。

６．５．６．１．２　容器，可密封且自身不产生化学反应，如聚丙烯塑料瓶。

６．５．６．１．３　电子天平，精度为０．００１ｇ。

６．５．６．１．４　化学试剂，最低纯度和用量见表６。

表６

试剂 最低纯度 用量／ｇ

乙醇 ９８．５％ １００

Ｌ香芹酮 ９８．０％ １．５

Ｌ薄荷醇 ９８．０％ １．５

月桂基硫酸钠 ９５．０％ １５．０

丙三醇 ９８．０％ ２００

水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三级 ６８２

６．５．６．２　测试步骤

将１．５ｇＬ香芹酮、１．５ｇＬ薄荷醇、１５ｇ月桂基硫酸钠、１００ｇ乙醇置于容器（６．５．６．１．２）中，用混合

器（６．５．６．１．１）混匀。加入２５０ｇ水，混匀，澄清后再加入２００ｇ丙三醇、４３２ｇ水，混匀得到澄清的溶液。

将卸下的刷头放入上述溶液中。确保刷头至少８０％长度浸入溶液中（刷毛部位朝下），如果刷头不

可拆卸，则将刷头侧至少６ｃｍ长度浸入溶液中，在密封的容器中浸泡２４ｈ后，轻轻拿出牙刷，用水冲

洗，甩去多余的水，按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第２１章所述进行弹性冲击试验。

６．５．７　儿童电动牙刷可拆卸零部件

按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５．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６　边缘、尖端

在自然光或４０Ｗ 灯光下距离产品３００ｍｍ目测，并用手感检查。

６．７　儿童用牙刷及口腔器具饰件

６．７．１　不可拆卸饰件按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５．２４．６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７．２　可拆卸饰件按ＧＢ６６７５．２—２０１４中５．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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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新旧版本中强制性内容的对应关系

　　新旧版本中强制性内容的规定要求和条款性质的变化情况见表Ａ．１。

表犃．１

本标准中

的条款号
对应的上一版标准（编号、名称）及条款号 规定要求的变化 条款性质的变化

５．３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中的４．２．２；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的４．２．３；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的５．２．２

无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４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的５．１．４ 无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６．１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中４．５表５中的第１、３项；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４．５表３中的第１、３项；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５．７表５中的第１、３项

无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６．２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的４．２．２ 无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６．３．１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中的４．６；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的４．６；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５．６中对磨毛的要求

无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６．３．２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的５．５ 有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７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中的４．２．１；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的４．２．１；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的５．２．１

有变化 强制性条款

５．８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的４．７ 有变化 强制性条款

—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中的４．１；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中的４．１；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中的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

无变化
与所在标准同步

转化为推荐性条款

—

ＧＢ１９３４２—２０１３《牙刷》４．５表５中的第５项；

ＧＢ３０００２—２０１３《儿童牙刷》４．５表３中的第５项；

ＧＢ３０００３—２０１３《磨尖丝牙刷》５．６中对单丝弯曲恢复率

的要求，５．７表５中的第５项

无变化
与所在标准同步

转化为推荐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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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有害元素的测试方法

犅．１　原理

可溶性元素是模拟材料在吞咽后与胃酸持续接触一段时间的条件下，从产品材料中提取出的溶出

物。采用检出限适当的分析方法定量测定可溶性元素的含量。

犅．２　试剂和仪器

犅．２．１　试剂

犅．２．１．１　盐酸溶液：犮（ＨＣｌ）＝（０．０７０±０．００５）ｍｏｌ／Ｌ。

犅．２．１．２　盐酸溶液：犮（ＨＣｌ）＝２ｍｏｌ／Ｌ。

犅．２．１．３　水：应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规定的三级纯度。

犅．２．２　仪器

犅．２．２．１　ｐＨ测试仪：精度为±０．２ｐＨ单位。ｐＨ的测定并不限于使用ｐＨ计。

犅．２．２．２　恒温水浴振荡器：振荡时温度恒定为（３７±２）℃。

犅．２．２．３　天平，最小分度值为０．０００１ｇ。

犅．２．２．４　提取用容器：如具塞锥形瓶等，容量为盐酸溶液提取剂体积的１．６倍～５．０倍。

犅．３　取样

在室温下采用机械刮削或剪取方法从测试样品上对不同材料和颜色分别取样。每个试样长度应不

大于６ｍｍ。不足１０ｍｇ的材料免除测试。

犅．４　提取程序

使用合适的容器（Ｂ．２．２．４），在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的情况下，将相当于测试样质量５０倍、温度为

（３７±２）℃、浓度为０．０７ｍｏｌ／Ｌ的盐酸溶液（Ｂ．２．１．１）与测试试样混合。

摇动１ｍｉｎ，检查混合液的酸度。如果ｐＨ大于１．５，一边摇动混合物，一边逐滴加入浓度为２ｍｏｌ／Ｌ

的盐酸溶液（Ｂ．２．１．２）直至ｐＨ达到１．０～１．５。

将混合物避光，用恒温水浴振荡器温度为（３７±２）℃下连续振荡１ｈ，然后在（３７±２）℃温度下放置

１ｈ。将混合物过滤，取滤液制得试样溶液。同时按相同步骤制备空白试样溶液。测试工作应在２４ｈ

内完成。

犅．５　样品中有害元素的测试

犅．５．１　总则

测试方法见Ｂ．５．２～Ｂ．５．９。这些方法为典型性操作，也可采用其他检出限适当的仪器（如：电感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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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等）按照相应操作方法完成测试。在测试结果有争议的情况下，

Ｂ．５．２～Ｂ．５．９方法应作为仲裁方法。

犅．５．２　锑含量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２．１　原理

将试样溶液导入到乙炔空气火焰中，在２１７．６ｎｍ的波长下测量锑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收值。

犅．５．２．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２．２．１　乙炔：高纯。

犅．５．２．２．２　压缩空气。

犅．５．２．２．３　锑标准母液：含锑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２．２．４　锑标准溶液：含锑１００ｍｇ／Ｌ。用移液管吸取锑标准母液（Ｂ．５．２．２．３）１０ｍＬ于一个１００ｍＬ

单刻度容量瓶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２．３　仪器

犅．５．２．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２．３．２　锑空心阴极灯。

犅．５．２．３．３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２．３．４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２．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２．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２．３．３）按表Ｂ．１中锑标准溶液（Ｂ．５．２．２．４）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２．３．４）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表犅．１

标准对比溶液
锑标准溶液（Ｂ．５．２．２．４）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锑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０

２．０

５．０

８．０

１０．０

０

２．０

５．０

８．０

１０．０

　　将锑空心阴极灯（Ｂ．５．２．３．２）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２．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２１７．６ｎｍ处，

调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调节乙炔（Ｂ．５．２．２．１）和压缩空气（Ｂ．５．２．２．２）的流量，点燃火焰。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吸入火

焰，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后，都要吸入水通过燃烧器，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以标准对比溶液中所含锑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犅．５．２．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的测定

按照Ｂ．４步骤得到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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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及空白试样溶液吸收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锑的质量

浓度。

犅．５．２．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锑含量按式（Ｂ．１）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犞×犓 …………………………（Ｂ．１）

　　式中：

犡 ———试样中锑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锑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锑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３　砷含量的测定———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３．１　原理

用强还原剂（如：ＫＢＨ４）在盐酸溶液中与样品的砷化物作用，生成气态氢化物，然后将此氢化物由

氩气送入灼热的石英管中，在１９３．７ｎｍ的波长处测量由砷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收值。

犅．５．３．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３．２．１　氩气：高纯。

犅．５．３．２．２　氢氧化钠溶液：５ｇ／Ｌ。

犅．５．３．２．３　硼氢化钾溶液：取硼氢化钾（ＫＢＨ４）５ｇ用氢氧化钠溶液（Ｂ．５．３．２．２）溶解在５００ｍＬ容量

瓶中。

犅．５．３．２．４　盐酸溶液：５％（质量分数）。

犅．５．３．２．５　砷标准母液：含砷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３．２．６　砷标准溶液：含砷１ｍｇ／Ｌ。用移液管（Ｂ．５．３．３．５）吸取砷标准母液（Ｂ．５．３．２．５）１ｍＬ于一个

１０００ｍＬ单刻度容量瓶中，用盐酸溶液（Ｂ．５．３．２．４）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３．３　仪器

犅．５．３．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３．３．２　氢化物发生器。

犅．５．３．３．３　砷空心阴极灯。

犅．５．３．３．４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３．３．５　移液管：１０ｍＬ。

犅．５．３．３．６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３．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３．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３．３．４）按表Ｂ．２中砷标准溶液（Ｂ．５．３．２．６）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３．３．６）中，用盐酸溶液（Ｂ．５．３．２．４）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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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

标准对比溶液
砷标准溶液（Ｂ．５．３．２．６）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砷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将砷空心阴极灯（Ｂ．５．３．３．３）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３．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１９３．７ｎｍ处，

调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将石英管加热，调节氢化物发生器的氩气（Ｂ．５．３．２．１）的流量，硼氢化钾溶液（Ｂ．５．３．２．３）及标准对比

溶液的提升量，至适合时进行测量。

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送入氢化物发生器（Ｂ．５．３．３．２）中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间，都要吸入

水通过反应管，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以标准对比溶液中砷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犅．５．３．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Ｂ．４步骤得到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及空白试样溶液吸收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砷的质量

浓度。

犅．５．３．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砷含量按式（Ｂ．２）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犞×犓 …………………………（Ｂ．２）

　　式中：

犡 ———试样中砷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砷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砷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称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４　钡含量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４．１　原理

将试样溶液导入到乙炔氧化亚氮火焰中，在波长５５３．６ｎｍ 处测量钡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

收值。

犅．５．４．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４．２．１　乙炔：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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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４．２．２　氧化亚氮。

犅．５．４．２．３　钡标准母液：含钡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４．２．４　钡标准溶液：含钡１００ｍｇ／Ｌ。用移液管吸取钡标准母液（Ｂ．５．４．２．３）１０ｍＬ于一个１００ｍＬ

单刻度容量瓶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４．３　仪器

犅．５．４．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４．３．２　钡空心阴极灯。

犅．５．４．３．３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４．３．４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４．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４．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４．３．３）按表Ｂ．３中钡标准溶液（Ｂ．５．４．２．４）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４．３．４）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表犅．３

标准对比溶液
钡标准溶液（Ｂ．５．４．２．４）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钡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０

２．０

４．０

８．０

１０．０

０

２．０

４．０

８．０

１０．０

　　将钡空心阴极灯（Ｂ．５．４．３．２）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４．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５５３．６ｎｍ处，调

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调节乙炔（Ｂ．５．４．２．１）和氧化亚氮（Ｂ．５．４．２．２）的流量，点燃火焰。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吸入火

焰，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后，都要吸入水通过燃烧器，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以标准对比溶液中所含钡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犅．５．４．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的测定

按照Ｂ．４步骤得到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及空白试样溶液吸收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钡的质量

浓度。

犅．５．４．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钡含量按式（Ｂ．３）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犞×犓 ……………………（Ｂ．３）

　　式中：

犡 ———试样中钡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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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１———试样溶液中钡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钡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５　镉含量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５．１　原理

将试样溶液导入到乙炔空气火焰中，在波长２２８．８ｎｍ处测量镉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收值。

犅．５．５．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５．２．１　乙炔：高纯。

犅．５．５．２．２　压缩空气。

犅．５．５．２．３　镉标准母液：含镉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５．２．４　镉标准溶液：含镉１００ｍｇ／Ｌ。用移液管吸取镉标准母液（Ｂ．５．５．２．３）１０ｍＬ于一个１００ｍＬ

单刻度容量瓶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５．３　仪器

犅．５．５．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５．３．２　镉空心阴极灯。

犅．５．５．３．３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５．３．４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５．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５．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５．３．３）按表Ｂ．４中镉标准溶液（Ｂ．５．５．２．４）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５．３．４）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表犅．４

标准对比溶液
镉标准溶液（Ｂ．５．５．２．４）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镉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将镉空心阴极灯（Ｂ．５．５．３．２）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５．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２２８．８ｎｍ处，调

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调节乙炔（Ｂ．５．５．２．１）和压缩空气（Ｂ．５．５．２．２）的流量，点燃火焰。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吸入火

焰，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后，都要吸入水通过燃烧器，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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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对比溶液中所含镉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犅．５．５．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的测定

按照Ｂ．４步骤得到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及空白试样溶液吸收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镉的质量

浓度。

犅．５．５．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镉含量按式（Ｂ．４）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犞×犓 ……………………（Ｂ．４）

　　式中：

犡 ———试样中镉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镉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镉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６　铬含量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６．１　原理

试样注入石墨管中，石墨管两端通电流升温，样品经干燥、灰化后原子化。原子化时产生的原子蒸

气吸收特定的辐射能量，吸收量与金属元素含量成正比，样品含量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犅．５．６．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６．２．１　氩气：高纯。

犅．５．６．２．２　５％磷酸二氢铵溶液：称取磷酸二氢铵（ＮＨ４Ｈ２ＰＯ４，优级纯）５ｇ，加水溶解后，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

犅．５．６．２．３　铬标准母液：相当于含铬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６．２．４　铬标准溶液：使用前把铬标准母液（Ｂ．５．６．２．３）逐步稀释成每毫升相当于１０μｇ铬的标准使

用液。

犅．５．６．３　仪器

犅．５．６．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配备石墨炉。

犅．５．６．３．２　热解石墨管。

犅．５．６．３．３　微量取液器。

犅．５．６．３．４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６．３．５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６．３．６　铬空心阴极灯。

犅．５．６．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６．４．１　标准对比溶液的配制

由滴定管按表Ｂ．５中铬标准溶液（Ｂ．５．６．２．４）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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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６．３．５）中，再加入５％磷酸二氢铵溶液１．０ｍＬ，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混匀。

表犅．５

标准对比溶液
铬标准溶液（Ｂ．５．６．２．４）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铬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犅．５．６．４．２　试样溶液

吸取试样溶液（Ｂ．４）１．０ｍＬ于１０ｍＬ比色管中，加入５ｇ／１００ｍＬ磷酸二氢铵溶液（Ｂ．５．６．２．２）

１．０ｍＬ，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

犅．５．６．４．３　空白试样溶液

吸取空白试样溶液（Ｂ．４）１．０ｍＬ于１０ｍＬ比色管中，加入５ｇ／１００ｍＬ磷酸二氢铵溶液（Ｂ．５．６．２．２）

１．０ｍＬ，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

犅．５．６．４．４　测定

开启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及石墨炉，将铬空心阴极灯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调节测量波长

为３５７．９ｎｍ，根据设备情况调节其他仪器参数及测定条件。用微量取液器（Ｂ．５．６．３．３）分别吸取标准对

比溶液、空白试样溶液（Ｂ．５．６．４．３）、试样溶液（Ｂ．５．６．４．２）注入石墨管进行测定，根据测量值绘制标准曲

线及计算空白试样溶液、试样溶液中铬的质量浓度。

犅．５．６．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铬含量按式（Ｂ．５）计算。

犡＝
（ρ１－ρ０）×犞

犿
×１０×犓 ……………………（Ｂ．５）

　　式中：

犡 ———试样中铬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铬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铬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 ———称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７　铅含量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７．１　原理

将试样放入到乙炔空气火焰中，在波长２８３．３ｎｍ处测量由铅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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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７．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７．２．１　乙炔：高纯。

犅．５．７．２．２　压缩空气。

犅．５．７．２．３　铅标准母液：含铅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７．２．４　铅标准溶液：含铅１００ｍｇ／Ｌ。用移液管吸取铅标准母液（Ｂ．５．７．２．３）１０ｍＬ移入１００ｍＬ单

刻度容量瓶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７．３　仪器

犅．５．７．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７．３．２　铅空心阴极灯。

犅．５．７．３．３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７．３．４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７．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７．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７．３．３）按表Ｂ．６中铅标准溶液（Ｂ．５．７．２．４）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７．３．４）中，用盐酸溶液（Ｂ．２．１．１）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表犅．６

标准对比溶液
铅标准溶液（Ｂ．５．７．２．４）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铅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将铅空心阴极灯（Ｂ．５．７．３．２）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７．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２８３．３ｎｍ处，调

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调节乙炔（Ｂ．５．７．２．１）和压缩空气（Ｂ．５．７．２．２）的流量，点燃火焰。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吸入火

焰，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间，都要吸入水通过燃烧器，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以标准对比溶液中所含铅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犅．５．７．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的测定

按照Ｂ．４步骤得到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及空白试样溶液吸收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铅的质量

浓度。

犅．５．７．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铅含量按式（Ｂ．６）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犞×犓 ……………………（Ｂ．６）

９１

犌犅３９６６９—２０２０



　　式中：

犡 ———试样铅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铅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铅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８　汞含量的测定———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８．１　原理

用强还原剂（如：ＫＢＨ４）在硝酸溶液中与样品的汞化合物作用，生成挥发性金属汞，然后将此汞由

氩气送入石英吸收管中，在波长２５３．７ｎｍ处测量由汞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收值。

犅．５．８．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８．２．１　氩气：高纯。

犅．５．８．２．２　氢氧化钠溶液：５ｇ／Ｌ。

犅．５．８．２．３　硼氢化钾溶液：取硼氢化钾（ＫＢＨ４）５ｇ用氢氧化钠溶液（Ｂ．５．８．２．２）溶解在５００ｍＬ容量

瓶中。

犅．５．８．２．４　硝酸溶液：１ｍｏｌ／Ｌ。

犅．５．８．２．５　高锰酸钾溶液：５ｇ／ｍＬ。

犅．５．８．２．６　汞标准母液：含汞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８．２．７　汞标准溶液：含汞１ｍｇ／Ｌ。用移液管（Ｂ．５．８．３．５）吸取汞标准母液（Ｂ．５．８．２．６）１ｍＬ于一个

１０００ｍＬ单刻度容量瓶中，用硝酸溶液（Ｂ．５．８．２．４）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８．３　仪器

犅．５．８．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８．３．２　氢化物发生器。

犅．５．８．３．３　汞空心阴极灯。

犅．５．８．３．４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８．３．５　移液管：１０ｍＬ。

犅．５．８．３．６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８．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８．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８．３．４）按表Ｂ．７中汞标准溶液（Ｂ．５．８．２．７）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８．３．６）中，再加入高锰酸钾溶液（Ｂ．５．８．２．５）１ｍＬ，用硝酸溶液（Ｂ．５．８．２．４）分别将每个容量瓶稀

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０２

犌犅３９６６９—２０２０



表犅．７

标准对比溶液
汞标准溶液的体积（Ｂ．５．８．２．７）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汞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将汞空心阴极灯（Ｂ．５．８．３．３）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８．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２５３．７ｎｍ处，调

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调节氢化物发生器的氩气（Ｂ．５．８．２．１）的流量，硼氢化钾溶液（Ｂ．５．８．２．３）及标准对比溶液的提升量，

至适合时进行测量。

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送入氢化物发生器（Ｂ．５．８．３．２）中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间，都要吸入水

通过反应管，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以标准对比溶液中汞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犅．５．８．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的测定

犅．５．８．４．２．１　将按照Ｂ．４步骤得到的试样溶液与高锰酸钾（Ｂ．５．８．２．５）以９９∶１（体积分数）的比例充分

混合得到试样溶液。

犅．５．８．４．２．２　将按照Ｂ．４步骤得到的空白试样溶液与高锰酸钾（Ｂ．５．８．２．５）以９９∶１（体积分数）的比例

充分混合得到空白试样溶液。

犅．５．８．４．２．３　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Ｂ．５．８．４．２．１）及空白试样溶液（Ｂ．５．８．４．２．２）的吸收

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汞的质量浓度。

犅．５．８．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汞含量按式（Ｂ．７）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
１００

９９
×犞×犓 ……………………（Ｂ．７）

　　式中：

犡 ———试样中汞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汞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汞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称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犅．５．９　硒含量的测定———无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犅．５．９．１　原理

用强还原剂（如：ＫＢＨ４）在盐酸溶液中与样品的硒化物作用，生成气态氢化物，然后将此氢化物由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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氩气送入灼热的石英管中，在波长１９６．０ｎｍ处测量由硒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吸收值。

犅．５．９．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５．９．２．１　氩气：高纯。

犅．５．９．２．２　氢氧化钠溶液：５ｇ／Ｌ。

犅．５．９．２．３　硼氢化钾溶液：取硼氢化钾（ＫＢＨ４）５ｇ用氢氧化钠溶液（Ｂ．５．９．２．２）溶解在５００ｍＬ容量

瓶中。

犅．５．９．２．４　盐酸溶液：５％（质量分数）。

犅．５．９．２．５　硒标准母液：含硒１０００ｍｇ／Ｌ。

犅．５．９．２．６　硒标准溶液：含硒１ｍｇ／Ｌ。用移液管（Ｂ．５．９．３．５）吸取硒标准母液（Ｂ．５．９．２．５）１ｍＬ于一个

１０００ｍＬ单刻度容量瓶中，用盐酸溶液（Ｂ．５．９．２．４）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犅．５．９．３　仪器

犅．５．９．３．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犅．５．９．３．２　氢化物发生器。

犅．５．９．３．３　硒空心阴极灯。

犅．５．９．３．４　滴定管：２５ｍＬ。

犅．５．９．３．５　移液管：１０ｍＬ。

犅．５．９．３．６　单刻度容量瓶：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犅．５．９．４　操作步骤

犅．５．９．４．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滴定管（Ｂ．５．９．３．４）按表Ｂ．８中硒标准溶液（Ｂ．５．９．２．６）的体积分别加入到一组１００ｍＬ单刻度容

量瓶（Ｂ．５．９．３．６）中，用盐酸溶液（Ｂ．５．９．２．４）稀释至刻度，并充分摇匀。

表犅．８

标准对比溶液
硒标准溶液（Ｂ．５．９．２．６）的体积

ｍＬ

标准对比溶液中硒的质量浓度

μｇ／ｍＬ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将硒空心阴极灯（Ｂ．５．９．３．３）安装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Ｂ．５．９．３．１）上，调节单光源至１９６．０ｎｍ处，调

节仪器以取得最大的吸光度。

将石英管加热，调节氢化物发生器的氩气（Ｂ．５．９．２．１）的流量，硼氢化钾溶液（Ｂ．５．９．２．３）及标准对比

溶液的提升量，至适合时进行测量。

分别将各个标准对比溶液送入氢化物发生器（Ｂ．５．９．３．２）中进行测量。在每次测量之间，都要吸入

水通过反应管，务必保持均匀的吸入率。

以标准对比溶液中硒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收值为纵坐标，绘制曲线。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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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９．４．２　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Ｂ．４步骤得到试样溶液和空白试样溶液。

按照标准对比溶液测试方法测定试样溶液及空白试样溶液吸收值，并由标准曲线查得硒的质量

浓度。

犅．５．９．５　结果的表示

被测试样中硒含量按式（Ｂ．８）计算。

犡＝
ρ１－ρ０

犿
×犞×犓 ……………………（Ｂ．８）

　　式中：

犡 ———试样中硒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ρ１———试样溶液中硒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ρ０———空白试样溶液中硒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 ———称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犓 ———稀释因子。

犌犅３９６６９—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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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磨尖丝刷毛狆犎的测试方法

犆．１　原理

利用ｐＨ计测定磨尖丝上酸碱残留物溶解于水后的ｐＨ。

犆．２　试剂

犆．２．１　试验用水应满足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分析实验室三级用水的要求，其中电导率小于或等于

１４μＳ／ｃｍ，用前煮沸冷却。

犆．２．２　缓冲溶液：选取两种接近试样预期ｐＨ的缓冲溶液校准ｐＨ计，缓冲溶液用水（Ｃ．２．１）配制。

犆．３　试验装置

犆．３．１　ｐＨ计：玻璃电极、甘汞电极或复合电极，最小分度值为０．０２。

犆．３．２　锥形瓶：１００ｍＬ。

犆．３．３　玻璃棒。

犆．３．４　天平：最小分度值为０．０００１ｇ。

犆．４　试验条件

（２０±２）℃。

犆．５　试验步骤

在牙刷刷毛根部剪取磨尖丝，称取２．０ｇ置于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倒入５０ｍＬ水（Ｃ．２．１），均匀搅拌

２ｍｉｎ后，在（２０±２）℃条件下静置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然后测试溶液的ｐＨ。

犆．６　分析结果的表述

ｐＨ的结果以两次测量的平均值表示，精确到０．１。

犆．７　精确度

ｐＨ两次测量之差应不大于０．１。

０
２
０
２—

９
６
６
９
３
犅
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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