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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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7529《工业用丙烯酸及酯》的第1部分。GB/T1752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工业用丙烯酸;
———第2部分:工业用丙烯酸甲酯;
———第3部分:工业用丙烯酸乙酯;
———第4部分:工业用丙烯酸正丁酯;
———第5部分:工业用丙烯酸2-乙基己酯。
本文件 代 替 GB/T17529.1—2008《工 业 用 丙 烯 酸 及 酯  第 1 部 分:工 业 用 丙 烯 酸》,与

GB/T17529.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精丙烯酸型的丙烯酸含量和水分指标要求(见表1,2008年版的表1);

b) 取消了丙烯酸型产品分等,删除了一等品指标,并更改了丙烯酸含量指标要求(见表1,2008年

版的表1);

c) 增加了丙烯酸二聚体项目“供需双方商定”的技术要求(见表1);

d) 增加了外观的试验方法(见6.1);

e) 更改了丙烯酸和总醛含量的测定试验方法(见6.2,2008年版的6.3);

f) 删除了水分测定卡尔·费休法中的样品称样量的要求(见2008年版的6.5.1);

g) 更改了色度的测定方法(见6.3,2008年版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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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有限公司、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平湖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三蝶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开泰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滨海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恒正新材料有限公司、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军、张政、罗莎、李骏、杨卫东、马艳、张爱东、崔耀森、王志刚、孙志俊、朱凡、

杨光友、李乃伟、钱桂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8年首次发布为GB/T17529.1—1998;
———2008年第一次修订时,并入了GB/T17530.1—1998《工业丙烯酸纯度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的内容(GB/T17530.1—1998代替的文件及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ZB/TG17010—1987《工
业丙烯酸》);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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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7529包括了工业用丙烯酸及酯的产品标准,结合多年工业用丙烯酸及酯的生产经验制

定,并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检验项目要求的普遍性程度进行更新和完善。GB/T17529由5个

部分构成。
———第1部分:工业用丙烯酸。目的在于确立工业用丙烯酸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第2部分:工业用丙烯酸甲酯。目的在于确立工业用丙烯酸甲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第3部分:工业用丙烯酸乙酯。目的在于确立工业用丙烯酸乙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第4部分:工业用丙烯酸正丁酯。目的在于确立工业用丙烯酸正丁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第5部分:工业用丙烯酸2-乙基己酯。目的在于确立工业用丙烯酸2-乙基己酯的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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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丙烯酸及酯
第1部分:工业用丙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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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

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丙烯酸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丙烯催化氧化法制得的丙烯酸。

  注:丙烯酸分子式为C3H4O2,结构式如下,相对分子质量为72.06(按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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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2366 化工产品中水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6324.6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6部分:液体色度的测定 三刺激值比色法

GB/T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9722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GB/T17530.3 工业丙烯酸及酯色度的测定

GB/T17530.5 工业丙烯酸及酯中阻聚剂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工业用丙烯酸按用途分为精丙烯酸型和丙烯酸型。精丙烯酸型产品和丙烯酸型产品均可用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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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乳液和丙烯酸酯等,精丙烯酸型产品主要用作生产高吸水性树脂等。

5 要求

5.1 外观:无色透明液体,无悬浮物和机械杂质。

5.2 工业用丙烯酸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技术要求

项目
指标

精丙烯酸型 丙烯酸型

丙烯酸a,w/% ≥99.7 ≥99.5

色度(铂-钴色号)/Hazen单位 ≤10 ≤15

水分,w/% ≤0.10 ≤0.10

总醛,w/% ≤0.001 —

阻聚剂(4-甲氧基苯酚)/(mg/kg) 180~220b

丙烯酸二聚体[β-(丙烯酰氧)丙酸],w/% 供需双方商定

  a 丙烯酸含量未扣除丙烯酸二聚体含量。
b 阻聚剂4-甲氧基苯酚(简称 MEHQ)含量可与需方商定。

6 试验方法

警示———试验方法规定的一些试验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操作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和防护措施。

6.1 外观的测定

在透明玻璃容器内,对液态样品直接观察测定。

6.2 丙烯酸和总醛含量的测定

6.2.1 方法提要

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丙烯酸样品通过色谱柱,各杂质得到分离,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用校

正面积归一化法(仲裁法)或内标法定量各杂质含量,丙烯酸含量为100%减去色谱杂质(不包括丙烯酸

二聚体)和水的质量分数;总醛含量为丙烯醛、糠醛和苯甲醛的质量分数总和。

6.2.2 试剂和材料

6.2.2.1 癸二酸二甲酯:质量分数不小于99.4%,内标物。

6.2.2.2 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99.99%。使用前用脱水装置、硅胶、分子筛或活性炭等进行净化处理。

6.2.2.3 氢气:体积分数不低于99.99%。使用前用脱水装置、硅胶、分子筛或活性炭等进行净化处理。

6.2.2.4 空气:无腐蚀性杂质。使用前进行脱油、脱水处理。

6.2.3 仪器和设备

6.2.3.1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应符合GB/T9722中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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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仪器的线性范围应满足定量分析要求。对样品中的丙烯醛、糠醛、苯甲醛组分的最小检测范围不应

大于0.0003%(质量分数)。

6.2.3.2 记录仪:色谱数据处理机或色谱工作站。

6.2.3.3 进样器:自动进样器或微量注射器,1μL或10μL。

6.2.4 色谱分析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及色谱操作条件见表2。毛细管柱典型色谱图见附录A中图A.1和图A.2,各组分

的保留时间见表A.1。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均可使用。

表2 校正面积归一化法与内标法推荐分析条件

项目 校正面积归一化法 内标法

固定液 硝基对苯二甲酸改性的聚乙二醇 硝基对苯二甲酸改性的聚乙二醇

柱长×柱内径×液膜厚度 30m×0.53mm×1.0μm 10m×0.53mm×1.0μm

汽化室温度/℃ 200 230

柱温

初始温度120℃,保持3min,

以20℃/min升温至190℃,

保持22min

初始温度130℃,保持2min,

以20℃/min升温至200℃,

保持7min

检测器温度/℃ 220 260

载气(氮气)流量/(mL/min) 5 8

氢气流量/(mL/min) 30 45

空气流量/(mL/min) 400 300

分流比 10∶1 8∶1

进样量/μL 1.0 1.0

6.2.5 分析步骤

6.2.5.1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方法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

6.2.5.2 样品测定

在与测定相对校正因子同样的操作条件下,对样品进行测定,分别得到主组分和各杂质组分的峰

面积。

6.2.6 杂质含量结果计算

6.2.6.1 校正面积归一化法各杂质组分的质量分数wi,数值以%表示,按式(1)计算:

wi=
Aifi

∑ Aifi  +A ×(100-wa) …………………………(1)

  式中:

Ai ———杂质i组分的峰面积;

fi ———杂质i组分的相对校正因子;

A ———丙烯酸的峰面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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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水的质量分数的数值,%。

  注:出现未知组分时,以邻近相对校正因子计算。

6.2.6.2 内标法各杂质组分的质量分数wi,数值以%表示,按式(2)计算:

wi=
Aims

As+m ×fi×100 …………………………(2)

  式中:

Ai ———杂质i组分的峰面积;

ms———内标物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As———内标物的峰面积;

m ———样品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fi ———杂质i组分相对内标物的校正因子。

  注:出现未知组分时,以邻近相对校正因子计算。

6.2.7 丙烯酸含量计算

丙烯酸的质量分数w1,数值以%表示,按式(3)计算:

w1=100-wa-∑wi …………………………(3)

  式中:

wa ———水的质量分数的数值,%;

∑wi———样品中色谱杂质质量分数数值的总和(不包含丙烯酸二聚体),%。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不大于0.05%。所

得结果应保留至一位小数。

6.2.8 总醛含量计算

总醛的质量分数w2,数值以%表示,按(4)计算:

w2=wb+wc+wd …………………………(4)

  式中:

wb———样品中丙烯醛质量分数的数值,%;

wc ———样品中糠醛质量分数的数值,%;

wd———样品中苯甲醛质量分数的数值,%。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不大于0.0003%。

6.3 色度的测定

6.3.1 目视比色法

按GB/T17530.3的规定进行。

6.3.2 三刺激值比色法(仲裁法)

按GB/T6324.6的规定进行。

6.4 水分的测定

6.4.1 卡尔·费休法(仲裁法)

称取适量样品,精确至0.001g,按GB/T6283的规定进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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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气相色谱法

按GB/T2366的规定进行,采用外标法定量。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2%。

6.5 阻聚剂的测定

按GB/T17530.5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本文件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

7.2 工业用丙烯酸同等质量的均匀产品为一批。桶装产品以每天包装量为一批,贮罐/槽车装产品可

以一贮罐或一槽车为一批。

7.3 采样按GB/T6678和GB/T6680的规定进行。每批采取1份样品,采样总量应保证检验的需

要,所取样品混合均匀后分别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试剂瓶中,一瓶用作检测,另一瓶保存备查,每瓶样

品不少于200mL。

7.4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8170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要

求时,桶装产品应重新自两倍数量的采样单元中采样进行复验,贮罐装产品及槽车装产品应重新采取两

倍量样品进行复验。复验结果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每个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明显和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

a) 生产厂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

c) 批号或生产日期;

d) 净含量;

e) 本文件编号;

f) 符合GB190规定的“腐蚀性物质”和“易燃液体”标志,符合GB/T191规定的“向上”“怕晒”
标志。
注:工业用丙烯酸有关安全信息的提示见附录C。

8.1.2 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

a) 生产厂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

c) 批号或生产日期;

d) 产品质量检验结果或检验结论;

e) 本文件编号。

8.2 包装

工业用丙烯酸装于适合丙烯酸特性的不锈钢制、铝制或塑料桶等容器中,包装容器应清洁、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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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运输

运输时按危险化学品的有关规定进行,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防止碰撞。

8.4 贮存

工业用丙烯酸易冻、易聚合,应贮存在15℃~30℃的库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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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工业用丙烯酸的典型色谱图及保留时间

A.1 典型色谱图

A.1.1 校正面积归一化法典型色谱图见图A.1。

  标引序号说明:

1 ———丙烯醛;

2 ———丙烯酸甲酯;

3 ———甲苯;

4 ———乙酸;

5 ———糠醛;

6 ———丙酸;

7 ———苯甲醛;

8 ———丙烯酸;

9 ———马来酸酐;

10———4-甲氧基苯酚;

11———苯甲酸;

12———丙烯酸二聚体[β-(丙烯酰氧)丙酸]。

图A.1 丙烯酸和总醛含量测定的校正面积归一化法典型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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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内标法典型色谱图见图A.2。

  标引序号说明:

1 ———丙烯醛;

2 ———丙烯酸甲酯;

3 ———甲苯;

4 ———乙酸;

5 ———糠醛;

6 ———丙酸;

7 ———苯甲醛;

8 ———丙烯酸;

9 ———马来酸酐;

10———癸二酸二甲酯(内标物);

11———4-甲氧基苯酚;

12———苯甲酸;

13———丙烯酸二聚体[β-(丙烯酰氧)丙酸]。

图A.2 丙烯酸和总醛含量测定的内标法典型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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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保留时间

保留时间见表A.1。

表A.1 保留时间

组分 校正面积归一化法保留时间/min 内标法保留时间/min

丙烯醛 1.25 0.24

丙烯酸甲酯 1.33 0.25

甲苯 1.53 0.28

乙酸 3.79 0.61

糠醛 4.11 0.69

丙酸 4.61 0.80

苯甲醛 4.78 0.88

丙烯酸 5.24 1.00

马来酸酐 6.44 1.58

内标物 — 3.31

4-甲氧基苯酚 17.56 4.01

苯甲酸 18.82 4.16

丙烯酸二聚体[β-(丙烯酰氧)丙酸] 20.32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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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B.1 试剂

B.1.1 丙烯酸:色谱纯或质量分数不小于99.7%的精丙烯酸。

B.1.2 丙烯醛:质量分数不小于99.0%。

B.1.3 丙烯酸甲酯:质量分数不小于99.5%。

B.1.4 甲苯:质量分数不小于99.5%。

B.1.5 乙酸:质量分数不小于99.5%。

B.1.6 糠醛:质量分数不小于99.0%。

B.1.7 丙酸:质量分数不小于99.5%。

B.1.8 苯甲醛:质量分数不小于98.0%。

B.1.9 马来酸酐:质量分数不小于99.5%。

B.1.10 苯甲酸:质量分数不小于99.5%。

B.1.11 丙烯酸二聚体:分析纯。

B.1.12 癸二酸二甲酯:质量分数不小于99.4%,内标物。

B.1.13 4-甲氧基苯酚:质量分数不小于99.0%。

B.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在预先精确称量的100mL洁净、干燥容量瓶中,分别加入适量的表A.1中各已知杂质和内标物组

分,其加入量分别称量(精确至0.0001g),用相应的丙烯酸基液稀释至刻度后称量其质量(精确至

0.0001g),充分摇匀。此标样杂质含量应与待测样品接近。
在表2推荐的色谱分析条件下,将上述标样和稀释用丙烯酸基液重复测定3次,分别测得各杂质组

分及主组分的峰面积,校正面积归一化法按式(B.1)计算各组分的相对校正因子fi,内标法按式(B.2)
计算各组分的相对校正因子fi。

B.3 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

B.3.1 校正面积归一化法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

各组分相对丙烯酸的校正因子fi,按式(B.1)计算:

fi=
Ami

Ai-Aio  m
…………………………(B.1)

  式中:

A ———丙烯酸的峰面积;

mi ———标样中i组分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 ———杂质i组分的峰面积;
Aio———本底中杂质i组分测定3次峰面积的平均值;

m ———标样中丙烯酸的质量,单位为克(g)。

B.3.2 内标法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

各组分相对丙烯酸的校正因子fi,按式(B.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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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Ami

Ai-Aio  m
…………………………(B.2)

  式中:

A ———内标物的峰面积;

mi ———标样中i组分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 ———杂质i组分的峰面积;

Aio———本底中杂质i组分测定3次峰面积的平均值;

m ———标样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B.4 推荐相对校正因子

B.4.1 工业用丙烯酸推荐相对校正因子见表B.1。

表B.1 推荐相对校正因子值

组分 内标法推荐相对校正因子

丙烯醛 0.94

丙烯酸甲酯 0.88

甲苯 0.34

乙酸 1.75

糠醛 0.91

丙酸 1.13

苯甲醛 0.62

丙烯酸 —

马来酸酐 3.65

内标物 1.00

4-甲氧基苯酚 —

苯甲酸 0.45

丙烯酸二聚体 4.61

B.4.2 相对校正因子应实际测定并定期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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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安  全

C.1 危险警告

工业用丙烯酸产品为无色透明有刺激性气味的易燃、易爆、易聚合液体,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

应,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其蒸气与空气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为2.4%~8.0%(体积

比)。摄入、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后会中毒,可引起严重的皮肤灼伤和眼睛损伤,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对

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C.2 安全措施

C.2.1 工业用丙烯酸结冻时,如果采取不恰当的解冻方法,会导致激烈聚合,建议用不超过35℃的温

水对丙烯酸进行解冻,待完全解冻后才可移取液体。在任何情况下均避免使用蒸汽或电加热解冻丙

烯酸。

C.2.2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和化学安全防护面罩,穿戴防火防毒工作服和

橡胶耐腐蚀手套,避免产品与皮肤接触。如溅到皮肤或眼睛上,立即用大量清水清洗患处至少

15min,并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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