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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日本工业标准 ＪＩＳＫ１４３９—１９７３（１９８８年确认）《碳酸钾》，对 ＧＢ燉Ｔ１５８７—１９９２
《工业碳酸钾》进行修订，Ｉ型优等品指标等效采用日本工业标准。本标准与日本工业标准的主要技术差

异如下：
日本工业标准只设一个级别，本标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工业碳酸钾分为两个类型，Ｉ型为一般

工业用，分为三个级别；Ⅱ型主要用于制造显像管玻壳。
日本工业标准主含量测定的是总碱度，在计算中不扣除钙、镁和钠的含量；本标准在计算时扣除了

钙、镁和钠的含量，测得的是碳酸钾的含量，比日本工业标准方法合理。
水不溶物指标日本工业标准为 ０．０１％，本标准为 ０．０２％，两者的测定方法不同。日本工业标准使用

玻璃砂坩埚过滤，本标准使用古氏坩埚过滤，由于试验方法的差异，本标准的指标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工

业标准。
在分析方法上，主含量日本工业标准采用酸碱滴定法，本标准采用酸碱滴定法和四苯硼钾重量法两

种方法，酸碱滴定法为日常检验法，四苯硼钾法为仲裁法。氯化物日本工业标准采用银量法，本标准采用

汞量法和比浊法并列，汞量法为仲裁法，是国际标准通用方法。灼烧失量日本工业标准在 ５００℃～６００℃
下灼烧，本标准是在 ２７０℃～３００℃下灼烧。

本标准与原国家标准相比，氯化物含量的测定方法由原国家标准的电位滴定法改为汞量法和比浊

法并列，汞量法为仲裁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１５８７—１９９２。
本标准由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成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建德大洋化工厂、山西文通钾

盐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眺山化工厂、常熟市旋力精细化工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前双、王建平、归向红、梁永祥、张瑞恒、许 朋、时 洁。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１９６７年，第一次修订于 １９７９年，第二次修订于 １９９２年。
本标准委托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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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１５８７—１９９２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碳酸钾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碳酸钾，该产品主要用于合成气脱碳、电子管、玻璃、搪瓷、印染、电焊条、胶片显

影、无机盐和显像管玻壳的原料。
分子式：Ｋ２ＣＯ３

相对分子质量：１３８．２０（按 １９９７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１９１—１９９０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燉Ｔ６０１—１９８８ 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ＧＢ燉Ｔ６０２—１９８８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ＧＢ燉Ｔ６０３—１９８８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燉Ｔ１２５０—１９８９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ＧＢ燉Ｔ３０４９—１９８６ 化工产品中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邻菲啉分光光度法

（ｎｅｑＩＳＯ６６８５：１９８２）
ＧＢ燉Ｔ３０５１—２０００ 无机化工产品中氯化物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汞量法（ｎｅｑＩＳＯ５７９０：１９７９）
ＧＢ燉Ｔ６６７８—１９８６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燉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ｎｅｑ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分类

工业碳酸钾分为两种类型：
Ⅰ型为一般工业用；Ⅱ型主要用于制造显像管玻壳。

 要求

． 外观：本品为白色粉状或颗粒状。
． 工业碳酸钾应符合表 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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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要求 ％

项 目

指 标

Ⅰ型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Ⅱ型

碳酸钾（Ｋ２ＣＯ３）含量 ≥ ９９．０ ９８．５ ９６．０ ９９．０

氯化物（以 ＫＣｌ计）含量 ≤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３

硫化合物（以 Ｋ２ＳＯ４计）含量 ≤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４

铁（Ｆｅ）含量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水不溶物含量 ≤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４

灼烧失量 ≤ 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０

注：灼烧失量指标仅适用于产品包装时检验用

 试验方法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ＧＢ燉Ｔ６６８２中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 ＧＢ燉Ｔ６０１、

ＧＢ燉Ｔ６０２、ＧＢ燉Ｔ６０３之规定制备。
安全提示：试验中所用的强酸均具有腐蚀性，操作时应小心。

． 碳酸钾含量的测定

．． 酸碱滴定法

．．． 方法提要

碳酸钾在水溶液中呈碱性。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试验溶液，根据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消耗量，
扣除碳酸钠、碳酸钙、碳酸镁的消耗量，确定碳酸钾的含量。
．．． 试剂和材料

ａ）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牅（ＨＣｌ）约为 ０．５ｍｏｌ燉Ｌ；
ｂ）溴甲酚绿甲基红混合指示液。

．．． 仪器、设备

高温炉：能控制在 ２７０℃～３００℃下工作。
．．． 分析步骤

称 取 约 １ｇ于 ２７０℃～３００℃灼 烧 至 恒 重 的 试 样（精 确 至 ０．０００２ｇ），置 于 ２５０ｍＬ锥 形 瓶 中，加

５０ｍＬ水溶解。加入 ５滴溴甲酚绿甲基红混合指示液，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由绿色变为暗

红色。将溶液煮沸 ２ｍｉｎ，冷却后，继续滴定至暗红色，在 ３０ｓ内不褪色为终点。同时做空白试验。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碳酸钾含量 牀１按式（１）计算：

牀１（％）＝牅（爼－ 爼０）× ０．０６９１０
牔 × １００－ ３．００６牀３－ ５．６８６牀４

＝６．９１０（爼－ 爼０）牅
牔 － ３．００６牀３－ ５．６８６牀４ ……………………（１）

式中：爼——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ｍＬ；
爼０——滴定空白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ｍ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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牅——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ｍｏｌ燉Ｌ；
牔——试料的质量，ｇ；

０．０６９１０——与 １．００ｍＬ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牅（ＨＣｌ）＝１．０００ｍｏｌ燉Ｌ〕相当的以克表示的碳酸钾的质量；
牀３——按照本标准 ５．２测得的钠含量，％；

牀４——按照本标准 ５．３测得的钙、镁（以 Ｍｇ计）的含量，％；
３．００６——将钠换算为碳酸钾的系数；
５．６８６——将镁换算为碳酸钾的系数。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０．３％。
．． 四苯硼钾重量法（仲裁法）
．．． 方法提要

在弱酸性介质中，碳酸钾与四苯硼钠反应生成四苯硼钾沉淀。根据四苯硼钾沉淀的质量扣除氯化

钾、硫酸钾的质量计算碳酸钾的含量。
．．． 试剂和材料

ａ）碳酸钾；
ｂ）无水乙醇；
ｃ）９５％乙醇；
ｄ）冰乙酸溶液：１＋９；
ｅ）四苯硼钠乙醇溶液：３４ｇ燉Ｌ；
配制：称取 ３．４ｇ四苯硼钠，溶于 １００ｍＬ无水乙醇中，必要时过滤后使用。
ｆ）四苯硼钾；
制备：称取 ０．２ｇ碳酸钾，精确至 ０．００１ｇ。溶于 ３００ｍＬ水中，加入 ５滴甲基红指示，用乙酸溶液调

至红色，于水浴上加热到 ４０℃，在搅拌下加入 ４５ｍＬ四苯硼钠乙醇溶液，放置 １０ｍｉｎ。取下，冷至室温，
用清洁的玻璃砂坩埚抽滤，用 ５％的乙醇溶液转移沉淀，抽干，取下玻璃砂坩埚，用 １０ｍＬ无水乙醇分五

次沿玻璃砂坩埚洗涤，抽干。
ｇ）四苯硼钾乙醇饱和溶液；
配制：将制得的四苯硼钾，加入 ５０ｍＬ９５％乙醇，９５０ｍＬ水，充分振荡使之饱和。使用前干过滤。
ｈ）甲基红乙醇溶液：１ｇ燉Ｌ。

．．． 仪器、设备

ａ）玻璃砂坩埚：滤板孔径 ５μｍ～１５μｍ；
ｂ）高温炉：能控制在 ２７０℃～３００℃下工作。

．．． 分析步骤

称取 ０．８ｇ～０．８５ｇ于 ２７０℃～３００℃灼烧至恒重的试样（精确至 ０．０００２ｇ），溶于水，移入 ５００ｍＬ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如试验溶液浑浊，则需干过滤，弃去初始 １０ｍＬ～１５ｍＬ滤液。用移

液管移取 ２５ｍＬ试验溶液于 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加 ３５ｍＬ水，１滴甲基红指示液，用乙酸溶液调至红色。于

水浴上加热到 ４０℃。在搅拌下逐滴加入 ８．５ｍＬ四苯硼钠乙醇溶液，放置 １０ｍｉｎ。取下，冷至室温。用

已于 １２０℃～１２５℃下恒重的玻璃砂坩埚抽滤。用四苯硼钾乙醇溶液转移沉淀，并每次用 １５ｍＬ四苯硼

钾乙醇饱和溶液洗涤 ３～４次，抽干。取下玻璃砂坩埚。用 ２ｍＬ无水乙醇沿玻璃砂坩埚壁洗一次，抽干。
于 １２０℃～１２５℃下干燥至恒重。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碳酸钾（Ｋ２ＣＯ３）含量 牀２按式（２）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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牀２（％）＝牔１× ０．１９２８

牔× ２５
５００

× １００－ （０．９２６９牀５＋ ０．７９３１牀６）

＝３８５．６牔１

牔 － （０．９２６９牀５＋ ０．７９３１牀６）

……………（２）

式中：牔１——四苯硼钾沉淀的质量，ｇ；
牔——试料的质量，ｇ；

０．１９２８——将四苯硼钾换算为碳酸钾的系数；
牀５——按照本标准 ５．４测得的氯化物（以 ＫＣｌ计）的含量，％；

牀６——按照本标准 ５．５测得的硫化合物（以 Ｋ２ＳＯ４计）含量，％；
０．９２６９——将氯化钾换算为碳酸钾的系数；
０．７９３１——将硫酸钾换算为碳酸钾的系数。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０．３％。
． 钠含量的测定

．． 方法提要

钠在高温火焰中发射具有确定波长的特征光，其光强度与试验溶液中钠离子浓度成正比。通过测量

发射光的强度测定试样中钠的含量。
．． 试剂和材料

．．． 碳酸钾（光谱纯）溶液：２０ｇ燉Ｌ；
．．． 钠标准溶液：１ｍＬ溶液含有 ０．１ｍｇＮａ。
．． 仪器、设备

火焰分光光度计。
．． 工作曲线的绘制

在 一 系 列 ２５０ｍＬ的 容 量 瓶 中，各 加 入 １０ｍＬ碳 酸 钾 溶 液。再 分 别 加 入 ０，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ｍＬ的钠标准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使用火焰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５８９ｎｍ处，以水调零，测量发射光的强度。以钠含量为横坐标，对应的发射光的强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

曲线。
．． 分析步骤

称取约 ０．２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００２ｇ），置于烧杯中。加少量水溶解，转入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

释至刻度，摇匀。使用火焰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５８９ｎｍ处，以水调零，测量试验溶液的发射光的强度。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钠（Ｎａ）含量 牀３按式（３）计算：

牀３（％）＝ 牔１× ０．００１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牔１

牔（１００－ 牀１０） ………………（３）

式中：牔１——从工作曲线上查得的试验溶液中钠的含量，ｍｇ；
牔——试料的质量，ｇ；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测定值在 ０．０１％～０．１０％为不大于 ０．００２％；测定值在 ０．１０％以上为不大于 ０．０２％。

． 钙、镁含量的测定

．． 方法提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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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ｐＨ≈１０时，在氨氯化铵缓冲溶液中，Ｃａ２＋、Ｍｇ２＋与 ＥＤＴＡ生成络合物。根据 ＥＤＴＡ标准滴定

溶液的消耗量确定钙、镁总量。
．． 试剂和材料

．．． 盐酸溶液：１＋１；
．．． 氨水溶液：２＋３；
．．． 氨氯化铵缓冲溶液甲：ｐＨ≈１０；
．．． 镁标准溶液：１ｍＬ溶液含有 １ｍｇＭｇ；

配制：称取 １．６６０ｇ于 ８００℃灼烧至恒重的氧化镁。溶于 ２５ｍＬ盐酸及少量水中，移入 １０００ｍＬ容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滴定溶液：牅（ＥＤＴＡ）约为 ０．０５ｍｏｌ燉Ｌ；
．．． 铬黑 Ｔ指示剂。
．． 仪器、设备

微量滴定管：分度值为 ０．０２ｍＬ。
．． 分析步骤

称取约 ５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１ｇ），置于 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加 ９０ｍＬ水溶解。加盐酸溶液中和至 ｐＨ
≈４（以 ｐＨ试纸检验）。加热煮沸 ５ｍｉｎ，冷却。用移液管移取 ５ｍＬ镁标准溶液置于上述溶液中，用氨水

调节 ｐＨ≈８（以 ｐＨ试纸检验）。加入 ５ｍＬ氨氯化铵缓冲溶液甲，加 ０．１ｇ铬黑 Ｔ指示剂，摇匀。用 ＥＤ
ＴＡ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由紫红变为蓝色。在 ３０ｓ内不褪色即为终点。

除不加试样外，与试样同时同样条件下做空白试验。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钙、镁（以 Ｍｇ计）含量 牀４按式（４）计算：

牀４（％）＝ 牅（爼－ 爼０）× ０．０２４３０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０＝ 牅（爼－ 爼０）× ２４３．０
牔（１００－ 牀１０） …………（４）

式中：爼——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 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ｍＬ；

爼０——滴定空白试验溶液所消耗的 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ｍＬ；

牅——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ｍｏｌ燉Ｌ；
牔——试料的质量，ｇ；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０．０２４３０——与 １．００ｍＬＥＤＴＡ标准滴定溶液［牅（ＥＤＴＡ）＝１．０００ｍｏｌ燉Ｌ］相当的以克表示的钙、镁（以

镁计）的质量。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测定值在 ０．０１％～０．１０％为不大于 ０．００５％；测定值在 ０．１０％以上为不大于 ０．０２％。

． 氯化物含量的测定

．． 比浊法

．．． 方法提要

在硝酸介质中，氯化物与硝酸银反应生成白色沉淀，与标准比浊溶液比较。
．．． 试剂和溶液

ａ）无水乙醇；
ｂ）丙三醇；
ｃ）硝酸溶液：１＋１；
ｄ）稳定剂：取 ２００ｍＬ丙三醇，２００ｍＬ无水乙醇，加 １００ｍＬ水，充分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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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氯化钾标准溶液：１ｍＬ溶液含有 ０．１ｍｇＫＣｌ；
配制：准确称取 ０．１０００ｇ于 ５００℃～６００℃灼烧至恒重的氯化钾（优级纯），溶于水，移入 １０００ｍＬ

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
ｆ）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牅（ＡｇＮＯ３）约为 ０．１ｍｏｌ燉Ｌ。

．．． 分析步骤

Ⅰ型优等品、Ⅱ型称取约 １０ｇ试样，Ⅰ型一等品、合格品称取约 １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１ｇ），溶于水，
移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备用。

用移液管移取 １０ｍＬ试验溶液于 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加 １０ｍＬ水。逐滴加入 ２ｍＬ硝酸溶液，加热煮

沸。冷却后，移入 ５０ｍＬ比色管中，加 １ｍＬ硝酸溶液，１０ｍＬ稳定剂，１ｍＬ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稀释

至刻度，摇匀。放置 １０ｍｉｎ，与标准比浊溶液比较。
标准比浊溶液是于 ５０ｍＬ比色管中，加入氯化钾标准溶液 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ｍＬ，加 ２０ｍＬ水，自“加 １ｍＬ硝酸溶液”开始，与试验溶液同时同样处理。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氯化物（以 ＫＣｌ计）含量 牀５按式（５）计算：

牀５（％）＝ 爼× ０．０００１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爼
牔（１００－ 牀１０） ………………（５）

式中：爼——与试验溶液的浊度相对应的标准比浊溶液中氯化钾标准溶液的体积，ｍＬ；
牔——试料的质量，ｇ；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ｍＬ氯化钾标准溶液中氯化钾的质量，ｇ。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测定值在 ０．０１％～０．１０％为不大于 ０．００５％；测定值在 ０．１０％以上为不大于 ０．０５％。

．． 汞量法（仲裁法）
安全提示：硝酸汞有毒，必须小心处理。滴定所得残液应贮存起来，按 ﹩﹣燉—中附录 ﹢

的规定处理，以避免汞污染废水。
．．． 方法提要

同 ＧＢ燉Ｔ３０５１—２０００的第 ３章。
．．． 试剂和材料

ａ）硝酸溶液：１＋１；
ｂ）硝酸溶液：１＋１５；
ｃ）硝酸汞标准滴定溶液：牅［１燉２Ｈｇ（ＮＯ３）２］约为 ０．０２ｍｏｌ燉Ｌ；
其他同 ＧＢ燉Ｔ３０５１—２０００的第 ４章。

．．． 仪器、设备

微量滴定管：分度值 ０．０２或 ０．０１ｍＬ。
．．． 分析步骤

Ⅰ型优等品、Ⅱ型称取约 １０ｇ试样，Ⅰ型一等品、合格品称取约 ２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１ｇ），溶于水，
缓慢加入硝酸溶液［５．４．２．２ａ）］，冷却至室温，加 ３滴溴酚蓝指示液，则溶液呈蓝色，再小心滴加硝酸溶

液［５．４．２．２ａ）］至恰呈黄色，以下按 ＧＢ燉Ｔ３０５１—２０００的第 ６章操作。
．．． 结果的表示和计算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氯化物（以 ＫＣｌ计）含量 牀６按式（６）计算：

牀６（％）＝牅（爼－ 爼０）× ０．０７４５５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０

６

﹩﹣燉—



＝牅（爼－ 爼０）× ７４５．５
牔（１００－ 牀１０） ……………………（６）

式中：牅——硝酸汞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ｍｏｌ燉Ｌ；
爼——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硝酸汞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ｍＬ；

爼０——空白试验所消耗的硝酸汞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ｍＬ；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０．０７４５５—— 与 １．００ｍＬ硝酸汞标准滴定溶液｛牅［１燉２Ｈｇ（ＮＯ３）２］＝１．０００ｍｏｌ燉Ｌ｝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氯

化钾的质量。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测定值在 ０．０１％～０．１０％为不大于 ０．００５％；测定值在 ０．１０％以上为不大于 ０．０２％。

． 硫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 方法提要

用过氧化氢将碳酸钾中硫化合物全部转化为硫酸盐；在酸性介质中，硫酸根离子与钡离子生成硫酸

钡沉淀。将悬浮液与标准比浊溶液比较，从而确定硫化合物含量。
．． 试剂和材料

．．． ３０％过氧化氢；
．．． ９５％乙醇；
．．． 盐酸溶液：１＋１１；
．．． 氯化钡溶液：１００ｇ燉Ｌ；
．．． 硫酸钾标准溶液：１ｍＬ溶液含有 ０．１ｍｇＫ２ＳＯ４。

配 制：准 确 称 取 ０．１０００ｇ于 １０５℃～１１０℃干 燥 至 恒 重 的 无 水 硫 酸 钾（Ｋ２ＳＯ４）。溶 于 水，移 入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 分析步骤

Ⅰ型优等品、Ⅱ型称取约 １０ｇ试样，Ⅰ型一等品、合格品称取约 ２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１ｇ），溶于水，
移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用移液管移取 １０ｍＬ试验溶液置于 ５０ｍＬ烧杯中。加

２滴过氧化氢。Ⅰ型优等品和Ⅱ型用 １５ｍＬ盐酸溶液，Ⅰ型一等品、合格品用 ３ｍＬ盐酸溶液中和。加热

煮沸 ２ｍｉｎ。冷却后，移入 ５０ｍＬ比色管中，以少量水冲洗烧杯，倾入比色管中。加 ２ｍＬ盐酸溶液，用水

稀释至 ４０ｍＬ。再加 ５ｍＬ乙醇、３ｍＬ氯化钡溶液，摇匀。在 ３０℃～３５℃水浴中保持 １０ｍｉｎ。用水稀释

到刻度，摇匀，与标准比浊溶液进行比较。
标准比浊溶液是于 ５０ｍＬ比色管中，分别加 入 硫 酸 钾 标 准 溶 液 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

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４．５０ｍＬ，各加 １０ｍＬ水，２滴过氧化氢，自“加 ２ｍＬ盐酸溶液……”起与试样同时同

样操作。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硫化合物（以 Ｋ２ＳＯ４计）含量 牀７按式（７）计算：

牀７（％）＝ 爼× ０．０００１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爼
牔（１００－ 牀１０） ………………（７）

式中：爼——与试验溶液的浊度相对应的标准比浊溶液中硫酸钾标准溶液的体积，ｍＬ；
牔——试料的质量，ｇ；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ｍＬ硫酸钾标准溶液中硫酸钾的质量，ｇ。
．． 允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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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测定值在 ０．０１％～０．１０％为不大于 ０．００５％；测定值在 ０．１０％以上为不大于 ０．０３％。

． 铁含量的测定

．． 方法提要

同 ＧＢ燉Ｔ３０４９—１９８６的第 ２章。
．． 试剂和材料

．．． 盐酸；
．．． 氨水溶液：１＋１；

其他同 ＧＢ燉Ｔ３０４９—１９８６的第 ３章。
．． 仪器、设备

分光光度计：带有 ３ｃｍ的吸收池。
．． 工作曲线的绘制

按 ＧＢ燉Ｔ３０４９—１９８６中 ５．３规定的使用 ３ｃｍ吸收池及相应的铁标准溶液用量，绘制工作曲线。
．． 分析步骤

．．． 试验溶液的制备

Ⅰ 型 优 等 品、一 等 品、Ⅱ型 称 取 约 ２ｇ试 样，Ⅰ型 合 格 品 称 取 约 １ｇ试 样（精 确 至 ０．０１ｇ），置 于

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３０ｍＬ水溶解，加入 ８ｍＬ盐酸溶液，加热煮沸 ３ｍｉｎ，冷却。
．．． 空白试验溶液的制备

在 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３０ｍＬ水，加入 ８ｍＬ盐酸溶液，用氨水溶液调节 ｐＨ值至中性（用 ｐＨ试纸

检验），加热煮沸 ３ｍｉｎ，冷却。
．．． 测定

将试验溶液和空白试验溶液，按 ＧＢ燉Ｔ３０４９—１９８６的 ５．４的规定从“必要时，加水至 ６０ｍＬ……”
开始进行操作。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铁（Ｆｅ）含量 牀８按式（８）计算：

牀８（％）＝ （牔１－ 牔０）× １０－３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牔１－ 牔０）
牔（１００－ 牀１０） ………………（８）

式中：牔１——从工作曲线上查出的试验溶液中铁的质量，ｍｇ；

牔０——从工作曲线上查出的空白试验溶液中铁的质量，ｍｇ；

牔——试料的质量，ｇ；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Ⅰ型优等品、一等品、Ⅱ型为不大于 ０．０００２％；Ⅰ型合格品为不大于 ０．００５％。

． 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 方法提要

以水溶解试样，用古氏坩埚抽滤，再将不溶物干燥至恒重，根据不溶物的质量确定水不溶物含量。
．． 试剂和材料

．．． 酚酞乙醇溶液：１０ｇ燉Ｌ；
．．． 盐酸溶液：１＋３；
．．． 碳酸钾溶液：７０ｇ燉Ｌ；
．．． 酸洗石棉：取适量酸洗石棉浸泡在盐酸溶液中，煮沸 ２０ｍｉｎ，用布氏漏斗过滤并用水洗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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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再用碳酸钾溶液浸泡并煮沸 ２０ｍｉｎ，用布氏漏斗过滤并用水洗涤至中性。用水调成糊状，备用。
．． 仪器、设备

古氏坩埚。
．． 分析步骤

．．． 过滤坩埚的处理

将古氏坩埚置于抽滤瓶上，在筛板上下各均匀铺一层石棉。每层厚约 ３ｍｍ。用蒸馏水洗至滤液不

含棉毛。将古氏坩埚移入电烘箱内，于 １０５℃～１１０℃下烘干后称量。再用蒸馏水洗石棉层至滤液不含棉

毛，烘干，称重，重复操作，直至古氏坩埚恒重。
将古氏坩埚装置于抽滤瓶上，用水润湿石棉层，备用。

．．． 试样的测定

称量约 ２０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１ｇ，置于 ４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３００ｍＬ水使之溶解，用已备好的古氏

坩 埚过滤。用蒸馏水洗涤不溶物，直至 ２０ｍＬ洗液加 ２滴酚酞后不显红色为止。将不溶物同古氏坩埚一

并于 １０５℃～１１０℃下干燥至恒重。
．． 分析结果的表示和计算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水不溶物含量 牀９按式（９）计算：

牀９（％）＝ 牔２－ 牔１

牔 １００－ 牀１０槏 槕１００

× １００ ……………………（９）

式中：牔１——古氏坩埚的质量，ｇ；

牔２——古氏坩埚和不溶物的质量，ｇ；

牔——试料的质量，ｇ；

牀１０——按照本标准 ５．８测得的灼烧失量，％。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Ⅰ型优等品、一等品、Ⅱ型为不大于 ０．００５％；Ⅰ型合格品为不大于 ０．０３％。

． 灼烧失量的测定

．． 方法提要

将试样在 ２７０℃～３００℃下灼烧，根据灼烧前后的减量确定灼烧失量。
．． 仪器、设备

高温炉：能控制在 ２７０℃～３００℃下工作。
．． 分析步骤

称取约 ５ｇ试样（精确至 ０．０００２ｇ），置于已恒重的瓷坩埚中，在 ２７０℃～３００℃下灼烧至恒重。
．．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灼烧失量 牀１０按式（１０）计算：

牀１０（％）＝ 牔－ 牔０

牔 × １００ …………………………（１０）

式中：牔——灼烧前试料的质量，ｇ；

牔０——灼烧后试料的质量，ｇ。

．．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０．０５％。

 检验规则

． 本标准采用型式检验和常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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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式检验

要求中规定的工业碳酸钾所有六项指标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三个月至少进行一次

型式检验。
．． 常规检验

碳酸钾、氯化物、硫化合物、铁、灼烧失量为常规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 每批产品不超过 １００ｔ。
． 按 ＧＢ燉Ｔ６６７８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每一袋为一包装单元。

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斜插至料层的 ３燉４处采样。将采得的样品混匀后，按四分法缩分

至约 ５００ｇ，立即装入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广口瓶中，密封。瓶上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

称、等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作为实验室样品，另一瓶保存三个月备查。
． 工业碳酸钾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部门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的产

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所收到的工业碳酸钾进行验收，验收时间在货到一个月内进

行。
．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重新进行复验，复验结果

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 采用 ＧＢ燉Ｔ１２５０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试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

 标志、标签

． 工业碳酸钾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商标、净含量、
批号或生产日期、本标准编号及 ＧＢ１９１—１９９０中规定的“怕湿”标志。
． 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商标、净含量、批号或

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和本标准编号。

 包装、运输、贮存

． 工业碳酸钾用内衬二层塑料薄膜袋、外套塑料编织袋包装。每袋净含量 ２５ｋｇ或 ５０ｋｇ。如果用户

对包装另有要求，协商解决。
． 工业碳酸钾包装时内包装塑料袋使用尼龙绳两次扎紧，或用与其相当的其他方式封口；外袋在距

袋边不小于 １５ｍｍ处用维尼龙线或其他质量相当的线缝口。缝线整齐，针距均匀。无漏缝和跳线现象。
． 工业碳酸钾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日晒、雨淋、受潮。
． 工业碳酸钾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雨淋、受潮。

０１

﹩﹣燉—





 櫽
燋櫫

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工 业 碳 酸 钾

ＧＢ燉Ｔ １５８７—２０００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电 话：６８５２２１１２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燉１６ 印张 １ 字数 ２２千字

２００１年 １月第一版 ２００１年 １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１－１５００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１７２２１ 定价 ． 元


标 目 ４３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