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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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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轻质与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５）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大禹防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中建材苏州防水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研检测有限公司、辽宁省检验检测认

证中心、北新禹王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宏源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洪雨（唐山）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美巢集团股份公司、上海三棵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大明

新型建筑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豫宏（金湖）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莱德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雨

中情防水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华瑞兴业防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山东

红花防水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卓众之众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福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志远、李万勇、余奕帆、关红艳、于成文、龚兴宇、郑宪明、徐萌、黄亮、杨斌、

杨胜、彭芝红、李剑、王明玉、王圣、戚丁文、杨林、刘昌宁、叶俊鹏、王颖、许渊、蒋继恒、孙平刚、梁中伟、

薛文军、张广彬、石九龙、谈小青、耿进玉、赵国武、杜昕、远义广、王怀松、张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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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水材料有害物质试验方法

　　警示———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

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防水材料有害物质试验方法的分类及有害物质测试项目、试验方法和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用防水卷材、防水涂料和其他防水材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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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２８．４—２００７　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　第４部分：沥青防水卷材　厚度、单位面积质量

ＧＢ／Ｔ１７２５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７５０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ＧＢ／Ｔ８９２８—２００８　固体和半固体石油沥青密度测定法

ＧＢ／Ｔ１８４４６　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异氰酸酯树脂中二异氰酸酯单体的测定

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２０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差值法

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　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２３９９１　涂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３９９３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３０６４６　涂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ＧＢ／Ｔ３０６４７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３４６８３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ＧＢ／Ｔ３６４８８　涂料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ＪＧ／Ｔ５２８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挥发性有机物释放率测试方法　测试舱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Ｇ／Ｔ５２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沥青防水卷材　犫犻狋狌犿犻狀狅狌狊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狊犺犲犲狋；犪狊狆犺犪犾狋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狊犺犲犲狋

采用纤维、织物或高分子膜等作为增强材料，以沥青或改性沥青为主要浸涂材料，工厂成型的片状

防水材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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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塑料防水卷材　狆犾犪狊狋犻犮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狊犺犲犲狋

以合成树脂为主要基料，加入增塑剂、稳定剂、填料等添加剂，用压延或挤出成型方法加工而成的片

状防水材料。

注：可有增强材料、背衬材料和表面粘结材料等构造。

３．３

橡胶防水卷材　狉狌犫犫犲狉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狊犺犲犲狋

以橡胶为主要基料，加入填料、增塑剂、硫化剂、防老剂、稳定剂等添加剂，用压延或挤出成型方法加

工而成的片状防水材料。

注：可有增强材料、背衬材料和表面粘结材料等构造。

３．４

水性防水涂料　狑犪狋犲狉犫狅狉狀犲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以水为分散介质，水分挥发固化成膜的防水材料。

注：包括单液型、双液型、液体粉料型。

３．５

反应型防水涂料　狉犲犪犮狋犻狏犲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与空气中的湿气反应固化或产品组分间反应固化成膜的防水材料。

注１：包括单组分型、多组分型。

注２：反应型防水涂料固体含量一般不低于８５％。

３．６

溶剂型防水涂料　狊狅犾狏犲狀狋犫狅狉狀犲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通过溶剂挥发固化或反应固化成膜的防水材料。

注：溶剂型防水涂料固体含量一般低于８５％。

３．７

热熔型防水涂料　犺狅狋犿犲犾狋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单组分型，常温为固体或黏滞体，加热熔化施工的防水材料。

注：热熔型防水涂料固体含量一般不低于９８％。

３．８

干粉型防水材料　犱狉狔狆狅狑犱犲狉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产品为干粉状，加水混合均匀后使用的防水材料。

３．９

目标挥发性有机物　狋犪狉犵犲狋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

产品中选择和分析的单一挥发性有机物。

注：可为甲醛、苯、甲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乙苯、乙酸正丁酯、正十一烷和正十四烷等。

［来源：ＪＧ／Ｔ５２８—２０１７，３．３，有修改］

３．１０

总挥发性有机物　狋狅狋犪犾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犜犞犗犆

利用吸附管采样，非极性色谱柱（极性指数小于１０）进行分析，保留时间在正己烷和正十六烷（含正

己烷和正十六烷）之间的挥发性有机物总和。

［来源：ＪＧ／Ｔ５２８—２０１７，３．４］

４　分类及有害物质测试项目

防水材料分类、施工和使用过程中的有害物质测试项目见表１，防水材料分类对应的产品及名称见

２

犌犅／犜４１０７８—２０２１



附录Ａ。

表１　防水材料分类及有害物质测试项目

防水材料分类 有害物质测试项目

防水

卷材

沥青防水卷材
重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

量、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

塑料防水卷材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邻苯二甲酸丁苄酯（ＢＢＰ）、邻苯二甲酸

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ＤＮＯＰ）、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邻

苯二甲酸二异癸酯（ＤＩＤＰ）］含量、重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

汞）含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

橡胶防水卷材

多环芳烃含量、苯酚含量、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邻苯二甲酸

丁苄酯（ＢＢＰ）、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ＤＮＯＰ）、邻苯二

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ＤＩＤＰ）］含量、重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

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

防水

涂料

水性防水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苯系物（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含量、乙二醇醚及其醚酯

（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醚、乙二醇

二乙醚、二乙二醇二甲醚、三乙二醇二甲醚）含量总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ＤＢＰ）、邻苯二甲酸丁苄酯（ＢＢＰ）、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ＤＮＯＰ）、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ＤＩＤＰ）］含量、甲醛

含量、游离甲醛含量、氨含量、重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

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甲醛释放量

反应型、溶剂

型防水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苯系物（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含量、乙二醇醚及其醚酯

（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醚、乙二醇

二乙醚、二乙二醇二甲醚、三乙二醇二甲醚）含量总和、游离二异氰酸酯含量（以异氰酸酯为

原材料的产品）、多环芳烃含量、苯酚含量、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ＤＢＰ）、邻苯二甲酸丁苄酯（ＢＢＰ）、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正辛

酯（ＤＮＯＰ）、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ＤＩＤＰ）］含量、重金属（铅、

铬、镉、汞）总含量、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总挥发性

有机物释放量、短链氯化石蜡（Ｃ１０～Ｃ１３）含量、４，４′二氨基３，３′二氯二苯甲烷（ＭＯＣＡ）含

量（以异氰酸酯、环氧树脂为原材料的产品）

热熔型防水

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苯系物（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含量、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

物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邻苯二甲酸丁苄酯（ＢＢＰ）、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

ＨＰ）、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ＤＮＯＰ）、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ＤＩＤＰ）］含量、重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量、目标挥发

性有机物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

其他防

水材料

液体防水材料
水性液体防水材料同水性防水涂料；反应型液体防水材料同反应型防水涂料；溶剂型液体

防水材料同溶剂型防水涂料

液体粉料型

防水材料
同水性防水涂料

干粉型

防水材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苯系物（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含量、甲醛含量、氨含量、重

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量、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

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甲醛释放量

定型材料
沥青类定型材料同沥青防水卷材，塑料类定型材料同塑料防水卷材，橡胶类定型材料同橡

胶防水卷材

３

犌犅／犜４１０７８—２０２１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取样

５．１．１　防水卷材

按ＧＢ／Ｔ３２８．４—２００７中５．３．２的规定裁取３块试样，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去除材料上下表

面的非持久层（隔离、防粘、减粘材料）。有特殊取样要求的见具体试验项目。

５．１．２　防水涂料、其他防水材料（干粉型）

单组分样品搅拌均匀后取样，多组分样品各组分搅拌均匀后按比例分别取样，取样总量不宜低于

２００ｇ。

５．２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犞犗犆）含量

５．２．１　当防水涂料需要混合应用时，应按生产企业提供的要求混合均匀。当配合比有范围时取中

间值。

５．２．２　水性防水涂料按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２０中６．２．１的水性类涂料规定进行试验。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

（橡胶沥青、水性非固化）仅测试改性乳化沥青组分，并以此为试验结果。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丙烯酸

盐）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式（１）计算结果。

犠 ＝
狀

犻＝１

（犠犻×犕犻） …………………………（１）

　　式中：

犠 ———试验结果；

犠犻———组分犻的试验结果；

犕犻———组分犻的质量分数。

５．２．３　反应型防水涂料、溶剂型防水涂料按 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试验，按 ＧＢ／Ｔ２３９８５—

２００９中８．３进行结果计算。不挥发物含量按ＧＢ／Ｔ１７２５的规定进行试验，样品按配比混合均匀后称取

试样约１ｇ，高温处理试验条件为（１０５±２）℃恒温１ｈ，其中反应型防水涂料不挥发物含量制样称量后

在（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的条件下放置２４ｈ后再进行高温处理。密度按ＧＢ／Ｔ６７５０的规定

进行试验。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速凝类反应型防水涂料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式（１）

计算结果。

５．２．４　热熔型涂料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试验，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中８．３进行结果计

算。不挥发物含量按ＧＢ／Ｔ１７２５的规定进行试验，称取试样约１ｇ，高温处理试验条件为（１３０±２）℃恒

温３ｈ。密度按ＧＢ／Ｔ８９２８—２００８中半固体石油沥青规定的要求检测２３℃时密度。不测水分，水分含

量设为零。

５．２．５　干粉型防水材料按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２０中６．２．１的腻子方法进行试验，仅测试粉体，并以此为试验

结果。

５．３　苯系物含量

５．３．１　水性防水涂料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中Ｂ法的规定进行试验，结合配比按公式（１）计算结果。双

液型速凝防水涂料（橡胶沥青、水性非固化）仅测试主剂组分，并以此为试验结果。

５．３．２　反应型、溶剂型和热熔型涂料按 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中 Ａ法的规定进行试验，结合配比按公

式（１）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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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干粉型防水材料按 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中 Ｂ法的规定进行试验，仅测试粉体，并以此为试验

结果。

５．４　乙二醇醚及其醚酯含量总和

乙二醇醚及其醚酯（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

醚、乙二醇二乙醚、二乙二醇二甲醚、三乙二醇二甲醚）含量总和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试

验，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中１０．２进行计算。多组分防水涂料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式（１）计

算结果。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橡胶沥青、水性非固化）仅测试主剂组分，并以此为试验结果。

５．５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含量

５．５．１　对于防水卷材，多层构造的产品取样部位为上表面主体材料，均质类产品取样时应保持整体厚

度。取样后，使用液氮冷冻研磨仪将样品粉碎，对不能粉碎的样品，可用干净的剪刀尽可能剪碎，粒径约

为１ｍｍ。按ＧＢ／Ｔ３０６４６的规定进行试验。

５．５．２　防水涂料按ＧＢ／Ｔ３０６４６的规定进行试验。多组分防水涂料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

式（１）计算结果。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橡胶沥青、水性非固化）仅测试主剂组分，并以此为试验结果。

５．６　多环芳烃含量

５．６．１　对于防水卷材，多层构造的产品取样部位为上表面主体材料，均质类产品取样时应保持整体厚

度。取样后，使用液氮冷冻研磨仪将样品粉碎，对不能粉碎的样品，可用干净的剪刀尽可能剪碎，粒径约

为１ｍｍ。按ＧＢ／Ｔ３６４８８的规定进行试验。

５．６．２　防水涂料按ＧＢ／Ｔ３６４８８的规定进行试验。多组分防水涂料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

式（１）计算结果。

５．７　苯酚含量

按５．６的规定进行试验。采用苯酚为校准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为９４，特征碎片离子为９５，９４，６６，

定量离子为９４。

５．８　甲醛含量

５．８．１　当防水涂料需要混合应用时，应按生产企业提供的要求混合均匀。当配合比有范围时取中

间值。

５．８．２　水性防水涂料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３的规定进行试验。其中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橡胶沥青、水性非固

化）仅测试主剂组分，并以此为试验结果。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丙烯酸盐）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

按公式（１）计算结果。

５．８．３　干粉型防水材料ＧＢ／Ｔ２３９９３的规定进行试验，仅测试粉体，并以此为试验结果。

５．９　游离甲醛含量

按ＧＢ／Ｔ３４６８３的规定进行试验，仅测试液体，并以此为试验结果。其中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橡

胶沥青、水性非固化）仅测试主剂组分，并以此为试验结果。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丙烯酸盐）分别测试

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式（１）计算结果。

５．１０　氨含量

按附录Ｂ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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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游离二异氰酸酯含量

按ＧＢ／Ｔ１８４４６的规定进行试验。仅测试预聚体组分得到该组分的试验结果，结合该组分的配比

计算样品中的含量。

５．１２　重金属（铅、铬、镉、汞）总含量

按ＧＢ／Ｔ３０６４７的规定进行试验。塑料防水卷材、橡胶防水卷材取样时应保持材料整体厚度直接

取样，沥青防水卷材仅测试表面沥青涂盖料。防水涂料按照配比取样，当配合比有范围时取中间值。干

粉型防水材料直接取样。

５．１３　可溶性重金属（铅、铬、镉、汞）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１的规定进行试验。塑料防水卷材、橡胶防水卷材取样时应保持材料整体厚度直接

取样，沥青防水卷材仅测试表面沥青涂盖料。防水涂料、干粉型防水材料按照配比混合，当配合比有范

围时取中间值，混合后在玻璃板或聚四氟乙烯板上制备０．２ｍｍ～０．３ｍｍ涂膜，并在（２３±２）℃、相对湿

度（５０±５）％条件下养护７２ｈ后进行试验。不可成膜的液体防水材料直接取样进行试验。

５．１４　短链氯化石蜡（犆１０～犆１３）含量

按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附录Ｇ的规定进行试验。多组分产品分别测试各组分，结合配比按公式（１）计

算结果。

５．１５　４，４′二氨基３，３′二氯二苯甲烷（犕犗犆犃）含量

按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附录Ｈ的规定进行试验，仅测试固化剂组分得到该组分的试验结果，结合该组

分的配比计算样品中的含量。

５．１６　目标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甲醛释放量

５．１６．１　样品预处理

防水卷材、喷涂成型类涂料按单面面积材料／舱负荷比为１ｍ２／ｍ３ 制备试件，在温度（２３±２）℃、相

对湿度（５０±５）％的条件下放置２４ｈ，去除表面防粘隔离材料，表面砂和矿物颗粒不去除，制备２个试件

分别放入环境试验舱试验。

防水涂料涂布量宜按照实际使用涂布量的１／３，也可按商定的涂布量进行试验，涂布在无吸附性的

玻璃板或平底托盘上，按材料／舱负荷比为１ｍ２／ｍ３ 制备试件，制备２个试件直接分别放入环境试验舱

试验。

注：材料／舱负荷比是指试验时材料表面积与环境试验舱容积的比值，单位为平方米每立方米（ｍ２／ｍ３）。

５．１６．２　试验步骤

按ＪＧ／Ｔ５２８的规定进行试验。环境试验舱内控制温度（２３±１）℃，相对湿度（５０±５）％，换气次数

为每小时１次，采样时间为试件放入环境试验舱后（７２±１）ｈ，有机物释放量以２００ｍＬ／ｍｉｎ采样流速采

样３０ｍｉｎ，甲醛释放量以４００ｍＬ／ｍｉｎ采样流速采样２５ｍｉｎ，结果计算时应扣除舱空白释放量。根据

情况可调整采样体积，也可选择其他环境试验舱温湿度条件，如：温度（６０±２）℃，相对湿度（５±２）％。

６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６

犌犅／犜４１０７８—２０２１



ａ）　本文件名称和编号；

ｂ）　试验样品的名称、类型、配比及批号；

ｃ）　试验结果；

ｄ）　试验人员、日期及地点；

ｅ）　与本文件的任何偏离。

７

犌犅／犜４１０７８—２０２１



附　录　犃

（资料性）

防水材料分类对应的产品及名称

　　防水材料分类对应的产品示例见表Ａ．１。

表犃．１　防水材料分类对应的产品示例

防水材料分类 产品示例

防水卷材

沥青防水卷材

石油沥青纸胎油毡、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自粘聚合

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湿铺防水卷材、预铺防水卷材（ＰＹ类）、玻纤胎沥青瓦、改性沥

青聚乙烯胎防水卷材、石油沥青玻璃纤维胎防水卷材、胶粉改性沥青玻纤毡与玻纤

网格布增强防水卷材、胶粉改性沥青玻纤毡与聚乙烯膜增强防水卷材、胶粉改性沥

青聚酯毡与玻纤网格布增强防水卷材

塑料防水卷材
高分子片材（塑料类）、聚氯乙烯防水卷材、热塑性聚烯烃防水卷材、预铺防水卷材（Ｐ

类）、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塑料防水板

橡胶防水卷材
高分子片材（橡胶类）、三元乙丙橡胶防水卷材、氯化聚乙烯防水卷材、预铺防水卷材

（Ｒ类）、橡塑共混防水卷材

防水涂料

水性防水涂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水乳型沥青防水涂料、聚合物乳液防水涂料、双液型速凝防水

涂料（喷涂丙烯酸盐防水涂料、喷涂速凝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水性非固化防水涂料）、

水性聚氨酯防水涂料、水性环氧防水涂料

反应型防水涂料
聚氨酯防水涂料、聚脲防水涂料、聚天门冬氨酸酯防水涂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

ＭＡ）防水涂料、环氧树脂防水涂料、硅烷改性聚醚防水涂料

溶剂型防水涂料 溶剂型橡胶沥青防水涂料、脂肪族聚氨酯耐候防水涂料

热熔型防水涂料 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热熔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其他防水

材料

液体防水材料
有机硅防水剂、砂浆混凝土防水剂、水性渗透型无机防水剂、沥青防水卷材用基层处

理剂、透明防水胶、化学灌浆材料

液体粉料型

防水材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液体粉料型）、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液体粉料型）

干粉型

防水材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干粉型）、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干粉型）、无机防水堵漏材料、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

定型材料
高分子预制件、止水带、丁基胶带、自粘沥青泛水带、高分子泛水材料、聚合物改性沥

青防水垫层、自粘聚合物沥青防水垫层、透气防水垫层、隔热防水垫层

　　注：防水卷材是按主体材料进行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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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氨含量的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犅．１　原理

从碱性溶液中蒸馏出氨，用过量硫酸溶液吸收，以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为指示剂，采用氢氧

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过量的硫酸。

按照配比混合均匀后取样检测。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橡胶沥青、水性非固化）仅测试主剂组分，并

以此为试验结果。双液型速凝防水涂料（丙烯酸盐）分别测试各组分，再按配比要求折算结果。干粉型

防水材料仅测试粉体，并以此为试验结果。

犅．２　试剂和材料

犅．２．１　本方法所涉及的水为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中三级水的要求。

犅．２．２　本方法所涉及的化学试剂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分析纯化学试剂。

犅．２．３　盐酸溶液：１＋１。

犅．２．４　硫酸溶液：犮（１／２Ｈ２ＳＯ４）＝０．１ｍｏｌ／Ｌ。

犅．２．５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犮（ＮａＯＨ）＝０．１ｍｏｌ／Ｌ。

犅．２．６　氢氧化钠溶液：约１ｍｏｌ／Ｌ。

犅．２．７　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将５０ｍＬ甲基红乙醇溶液（２ｇ／Ｌ）和５０ｍＬ亚甲基蓝乙醇溶液

（１ｇ／Ｌ）混合。

犅．３　仪器设备及器皿

犅．３．１　分析天平：精度０．００１ｇ。

犅．３．２　ｐＨ计，精度±０．１。

犅．３．３　电炉。

犅．３．４　５００ｍＬ玻璃蒸馏瓶。

犅．３．５　３００ｍＬ烧杯。

犅．３．６　５００ｍＬ锥形烧瓶。

犅．３．７　２０ｍＬ移液管。

犅．３．８　５０ｍＬ碱式滴定管。

犅．３．９　直形冷凝管。

犅．４　试验步骤

犅．４．１　试样的处理

将试样搅拌均匀，在３００ｍＬ烧杯（Ｂ．３．５）中称取约５ｇ的试样，精确至０．００１ｇ。

对可水溶试样，在盛有试样的３００ｍＬ烧杯（Ｂ．３．５）中加入适量水，并移入５００ｍＬ玻璃蒸馏瓶

（Ｂ．３．４）中，控制总体积２００ｍＬ，备蒸馏。

对含有可能保留有氨的不可水溶试样，在盛有试样的３００ｍＬ烧杯（Ｂ．３．５）中加入２０ｍＬ水和

１０ｍＬ盐酸溶液（Ｂ．２．３），搅拌均匀，放置２０ｍｉｎ后过滤，收集滤液至５００ｍＬ玻璃蒸馏器（Ｂ．３．４）中，加

入适量水，控制总体积２００ｍＬ，备蒸馏。

９

犌犅／犜４１０７８—２０２１



犅．４．２　蒸馏

在被蒸馏的溶液中加入氢氧化钠溶液（Ｂ．２．６），用ｐＨ计（Ｂ．３．２）测试，调整ｐＨ值至（１２±０．２），加入

几粒防爆玻璃珠。如起始ｐＨ值大于１１．８，则不需调整。

准确移取２０ｍＬ硫酸溶液（Ｂ．２．４）于５００ｍＬ锥形烧瓶（Ｂ．３．６）中，加入３滴～４滴混合指示剂

（Ｂ．２．７），将蒸馏器流出液出口玻璃管插入烧瓶底部的硫酸溶液中，加热蒸馏至馏出液体积达到１８０ｍＬ

后停止加热，卸下蒸馏瓶，用蒸馏水洗涤冷凝管，并将洗涤液收集在锥形瓶中。

犅．４．３　滴定

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Ｂ．２．５）滴定过量的硫酸溶液，直至指示剂由亮紫色变为灰绿色，并在３０ｓ不

变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为犞１。

犅．４．４　空白试验

在测定的同时，按同样的试验步骤、试剂和用量，不加试样进行平行操作，测定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

钠标准溶液的体积为犞２。

犅．５　结果计算

样品中氨含量以氨（ＮＨ３）质量分数表示，按公式（Ｂ．１）计算：

犡＝
（犞２－犞１）×犮×０．０１７０３

犿
×１０

６ …………………………（Ｂ．１）

　　式中：

犡 ———样品中氨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犮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１ ———滴定试样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 ———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０．０１７０３———与１．００ｍＬ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犮（ＮａＯＨ）＝０．１ｍｏｌ／Ｌ］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氨的质量。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的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的结果的绝对差值大于１００ｍｇ／ｋｇ

时，应重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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