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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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化工分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婉君、方路、吴华明、方小青、赵燕芳、黄煜、孙小波、刘宏健、谭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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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氟乙酸乙酯（犈犜犉犃）

　　警示———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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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氟乙酸乙酯（简称为ＥＴＦ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羧酸或酰氯为原料，与醇酯化反应后精制而得的三氟乙酸乙酯（ＥＴＦＡ）。

分子式：Ｃ４Ｈ５Ｆ３Ｏ２

结构式：ＣＦ３ＣＯＯＣＨ２ＣＨ３

相对分子质量：１４２．０８（按２０１６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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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Ｔ３１４３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Ｈａｚｅｎ单位———铂钴色号）

ＧＢ／Ｔ６３２４．２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挥发性有机液体水浴上蒸发后干残渣的测定

ＧＢ／Ｔ６３２４．８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８部分：液体产品水分测定　卡尔·费休库仑电量法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６９４４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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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３００００．７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７部分：易燃液体

３　要求

３．１　外观：透明液体、无可见杂质。

３．２　三氟乙酸乙酯（ＥＴＦＡ）指标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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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技术要求

项目
指标

优等品 合格品

三氟乙酸乙酯，狑／％ ≥９９．８ ≥９９．５

水分，狑／％ ≤０．０５ ≤０．１０

酸度 （以ＣＦ３ＣＯＯＨ计），狑／％ ≤０．５ ≤１．０

蒸发残渣，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色度，Ｈａｚｅｎ单位（铂钴色号） ≤１５ ≤２０

游离氟（以 ＨＦ计），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游离氯（以 ＨＣｌ计），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乙醇，狑／％ ≤０．１ ≤０．２

一氯二氟乙酸乙酯，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三级水。分析中所用标

准滴定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３的规定制备。

４．２　外观的测定

量取５０ｍＬ试样置于１００ｍＬ干燥的具塞比色管内，日光灯或自然光下横向透视观察。

４．３　三氟乙酸乙酯、乙醇和一氯二氟乙酸乙酯含量的测定

４．３．１　方法提要

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试样经气化通过色谱柱，使其中的各组分分离，用火焰离子化

检测器检测，校正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４．３．２　试剂

４．３．２．１　氮气：体积分数大于９９．９９５％。

４．３．２．２　氢气：体积分数大于９９．９９５％。

４．３．２．３　空气：经硅胶或分子筛干燥、净化。

４．３．２．４　校准用标准样品：主含量应在９９．９％以上，否则应予以修正。

４．３．３　仪器

４．３．３．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ＦＩＤ），并能满足表２所示条件进行操作的气相色谱仪均

可使用，灵敏度和稳定性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２２的规定，线性范围满足分析要求。

４．３．３．２　记录仪：色谱工作站或色谱数据处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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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３　采样瓶：２５０ｍＬ或５００ｍＬ或１０００ｍＬ聚乙烯瓶或聚四氟乙烯瓶。

４．３．３．４　进样器：１．０μＬ注射器或自动进样器。

４．３．４　色谱分析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见表２。配制样品色谱图和各组分相对保留值见附录Ａ中的图Ａ．１

和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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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

项目 参数

色谱柱 熔融石英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１．０μｍ（柱长×柱内径×膜厚）

固定相 ５％苯基９５％甲基聚硅氧烷

柱温 初始温度４０℃保持６ｍｉｎ，以１０℃／ｍｉｎ升温到１５０℃保持２ｍｉｎ

汽化室温度／℃ ２００

检测器温度／℃ ２２０

载气（Ｎ２）／（ｍＬ／ｍｉｎ） １．０

空气／（ｍＬ／ｍｉｎ） ３００

氢气／（ｍＬ／ｍｉｎ） ３０

进样量／μＬ １．０

分流比 ８０∶１

４．３．５　分析步骤

４．３．５．１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的测定

４．３．５．１．１　校准用标准样品的准备

试验中用到的校准用标准样品其含量应预先准确测定。当用三氟乙酸乙酯作为本底样品制备校准

用标准样品时，需事先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检查，应在待测组分处无杂质峰出现，否则应予

以修正。

４．３．５．１．２　校准用标准样品配制

使用清洁、干燥、可以密封的磨口瓶，用准确称量的方法加入一定量的三氟乙酸乙酯标准样品及被

测组分标准样品，配制与待测样品中各组分含量相近的校准用标准样品。

４．３．５．１．３　校准用标准样品中各杂质组分含量的计算

校准用标准样品中杂质组分犻的质量分数狑犻，按式（１）计算：

狑犻＝
犿犻

犿０＋∑犿犻
×１００％ …………………………（１）

　　式中：

犿犻　———校准用标准样品中杂质组分犻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０ ———校准用标准样品中本底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犻———校准用标准样品中杂质组分犻质量的总和，单位为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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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１．４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的计算

按表２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测定，以校准用标准样品的本底样品三氟乙酸乙酯为参照物，以参照物

三氟乙酸乙酯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为１计，杂质组分犻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犳犻，按式（２）计算：

犳犻＝
狑犻犃Ｒ

犃犻狑Ｒ

…………………………（２）

　　式中：

狑犻 ———校准用标准样品中杂质组分犻的质量分数；

犃Ｒ———参照物三氟乙酸乙酯的峰面积；

犃犻 ———校准用标准样品中杂质组分犻的峰面积；

狑Ｒ———参照物三氟乙酸乙酯的质量分数。

取三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各杂质组分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的三次平行测定结

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１０％。

４．３．５．１．５　其他

未知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犳犻 采用各杂质组分中最大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４．３．５．２　测定

按表２所列色谱操作条件调试仪器，稳定后准备进样分析。用注射器从采样瓶中抽取试样进样分

析；或用自动进样器进样分析，以校正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４．３．６　结果计算

４．３．６．１　三氟乙酸乙酯的质量分数狑１，按式（３）计算：

狑１＝
犃１犳１

∑犃犻犳犻
×１００％ …………………………（３）

　　式中：

犃１　　———三氟乙酸乙酯的峰面积；

犳１ ———三氟乙酸乙酯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犃犻 ———组分犻的峰面积；

犳犻 ———组分犻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犃犻犳犻———各组分峰面积与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乘积的总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三氟乙酸乙酯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

不大于０．１０％。

４．３．６．２　乙醇的质量分数狑２，按式（４）计算：

狑２＝
犃２犳２

∑犃犻犳犻
×１００％ …………………………（４）

　　式中：

犃２　　———乙醇的峰面积；

犳２ ———乙醇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犃犻 ———组分犻的峰面积；

犳犻 ———组分犻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犃犻犳犻———各组分峰面积与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乘积的总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乙醇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

０．０２％。

４．３．６．３　一氯二氟乙酸乙酯的质量分数狑３，按式（５）计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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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３＝
犃３犳３

∑犃犻犳犻
×１００％ …………………………（５）

　　式中：

犃３　　———一氯二氟乙酸乙酯的峰面积；

犳３ ———一氯二氟乙酸乙酯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犃犻 ———组分犻的峰面积；

犳犻 ———组分犻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犃犻犳犻———各组分峰面积与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乘积的总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一氯二氟乙酸乙酯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应不大于０．０００５％。

４．４　水分的测定

按ＧＢ／Ｔ６３２４．８的规定进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０．００２％。

４．５　酸度（以犆犉３犆犗犗犎计）的测定

４．５．１　方法原理

用电位滴定法，用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滴定，电位值的突跃点作为确定滴定终点，标准滴定溶液消

耗体积计算试样的酸度（以ＣＦ３ＣＯＯＨ计）。

４．５．２　试剂

４．５．２．１　三乙胺。

４．５．２．２　异丙醇。

４．５．２．３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犮（ＨＣｌ）＝０．１ｍｏｌ／Ｌ。

４．５．２．４　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犮［Ｎ（ＣＨ２ＣＨ３）３］＝０．１ｍｏｌ／Ｌ。

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按以下步骤进行配制、标定和计算浓度：

ａ）　配制：量取７ｍＬ三乙胺置于预先装有４００ｍＬ异丙醇的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充分混合均匀后，

定容，摇匀。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配制应在通风橱中完成，密封避光保存，有效期为４８ｈ。

ｂ） 标定：移取２５．０ｍＬ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置于滴定杯中，加入２５ｍＬ异丙醇，混合均匀后，用配

制的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进行电位滴定，所消耗的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数犞１。

ｃ） 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犮２ 按式（６）计算：

犮２＝
２５．０×犮１

犞１
…………………………（６）

　　式中：

２５．０———移取的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１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１ ———消耗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４．５．３　仪器

４．５．３．１　电极：复合玻璃智能电极（ｐＨ测量范围：０～１２）。

４．５．３．２　电位滴定仪：精度为０．１ｍＶ／格；量程为－２０００ｍＶ～＋２０００ｍＶ；配１０ｍＬ微量滴定管（分

度值为０．０１ｍＬ或０．０２ｍＬ）和１００ｍＬ滴定杯。

４．５．３．３　电子天平：最大称样量不小于２００ｇ，感量为０．０００１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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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　分析步骤

称取１０ｇ试样置于１００ｍＬ滴定杯中，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再加入４０ｍＬ异丙醇，充分搅拌，用三乙

胺标准滴定溶液电位滴定至终点，所消耗的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数犞２，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４．５．５　结果计算

酸度（以ＣＦ３ＣＯＯＨ计）的质量分数狑４，按式（７）计算：

狑４＝
（犞２－犞０１）×犮２×犕１

犿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７）

　　式中：

犞２　 ———测定试样时所消耗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１ ———空白试验时所消耗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２ ———三乙胺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１ ———三氟乙酸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ＣＦ３ＣＯＯＨ）＝１１４．０２］；

犿１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１０００———毫升与升的转换系数。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０．０５％。

４．６　蒸发残渣的测定

按ＧＢ／Ｔ６３２４．２的规定方法进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０．００１％。

４．７　色度的测定

按ＧＢ／Ｔ３１４３的规定方法进行。

４．８　游离氟（以犎犉计）的测定

４．８．１　方法原理

在ｐＨ值为５．５～６．０的酸性介质中，以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氟离子选择电极为测量电极，用

工作曲线法测定氟离子含量。

４．８．２　试剂

４．８．２．１　盐酸溶液：１＋４。

４．８．２．２　硝酸溶液：１＋１２。

４．８．２．３　氢氧化钠溶液：４００ｇ／Ｌ。

４．８．２．４　缓冲溶液：将２７０ｇ二水合柠檬酸钠（Ｎａ３Ｃ６Ｈ５Ｏ７·２Ｈ２Ｏ）和２４ｇ柠檬酸（Ｃ６Ｈ５Ｏ７·２Ｈ２Ｏ）

溶于８００ｍＬ水中，然后用水稀释到１０００ｍＬ。

４．８．２．５　溴甲酚绿指示液：１ｇ／Ｌ。

４．８．２．６　酚酞指示液：１０ｇ／Ｌ。

４．８．２．７　氟标准溶液Ⅰ：１ｍＬ溶液含１０００μｇ氟（Ｆ）。

称取２．２１１ｇ在１２０℃干燥的氟化钠，以水溶解，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转入塑料瓶中保存。

４．８．２．８　氟标准溶液Ⅱ：１ｍＬ溶液含１０μｇ氟（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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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取１．０ｍＬ氟标准溶液Ⅰ置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转入塑料瓶中保存。

４．８．３　仪器

４．８．３．１　氟离子选择电极。

４．８．３．２　饱和甘汞电极。

４．８．３．３　电位计。

４．８．３．４　电磁搅拌器和搅拌子。

４．８．３．５　电子天平：同４．５．３．３。

４．８．４　分析步骤

４．８．４．１　标准工作曲线

用移液管移取氟标准溶液Ⅱ０．００ｍＬ、１．００ｍＬ、２．００ｍＬ、３．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分别置于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１ｍＬ盐酸溶液、５滴缓冲溶液和２滴溴甲酚绿指示液。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

为蓝色，再用硝酸溶液调节为黄色，加１０ｍＬ缓冲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将溶液倒入干燥的

５０ｍＬ塑料烧杯中，置于电磁搅拌器上，放入搅拌子，插入氟离子选择电极和饱和甘汞电极，连接电位

计接线，连续搅拌溶液，调节电位计零点，当电位值达到平衡时停止搅拌（电位变化在５ｍｉｎ内不大于

０．５ｍＶ），停止搅拌，１５ｓ后记录电位值犈狓。其对应的氟质量依次为０．００μｇ、５．００μｇ、１０．００μｇ、３０．００μｇ、

５０．００μｇ、１００．００μｇ。以氟质量ｍＦ的对数为横坐标，相应的电位值为纵坐标，绘制犈狓（ｍＶ）ｌｏｇ１０ｍＦ

（μｇ）标准工作曲线。

测量每个溶液时，电极插入的深度、搅拌速度、溶液温度应保持一致。

４．８．４．２　测定

４．８．４．２．１　试样预处理

称取２０ｇ试样置于干燥的１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加入２０ｍＬ水震荡摇匀，静置分

层，移出水层至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再对有机层重复萃取一次，合并水层，加入２滴酚酞指示液，用氢氧化

钠溶液调节溶液成红色，用硝酸溶液调节溶液至无色，再加入缓冲溶液２０ｍＬ，再将烧杯的溶液全部转

移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备用。该溶液即为萃取液。

４．８．４．２．２　试样测定

移取萃取液１０ｍＬ，置于预先盛有５ｍＬ水的５０ｍＬ容量瓶中，以下操作按４．８．４．１中自“加１ｍＬ

盐酸溶液……”至“记录电位值犈狓”为止。由测得的相应的电位值，从标准工作曲线上查出所测试样溶

液中的氟质量犿２。

４．８．５　结果计算

游离氟（以 ＨＦ计）含量的质量分数为狑５，按式（８）计算：

狑５＝
犿２×１．０５３×１００

犿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１００％ …………………………（８）

　　式中：

犿２　　　———从标准工作曲线上查出所测试样溶液中的氟质量，单位为微克（μｇ）；

１．０５３ ———氟与氟化氢的转换系数；

１００ ———萃取液定容的体积数，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３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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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００———微克与克的转换系数；

１０ ———移取萃取液的体积数，单位为毫升（ｍ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两次平行

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的２０％。

４．９　游离氯（以犎犆犾计）的测定

４．９．１　方法原理

用电位滴定法，用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滴定，电位值的突跃点作为确定滴定终点，标准滴定溶液消

耗体积计算试样中游离氯（以 ＨＣｌ计）的含量。

４．９．２　试剂

４．９．２．１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Ⅰ：犮（ＡｇＮＯ３）＝０．１ｍｏｌ／Ｌ。

４．９．２．２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Ⅱ：犮（ＡｇＮＯ３）＝０．０２ｍｏｌ／Ｌ，移取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Ⅰ２０ｍＬ～１００ｍＬ，

用水稀释至刻度，临用前制备。

４．９．３　仪器

４．９．３．１　测量电极：复合银环智能电极。

４．９．３．２　电位滴定仪：同４．５．３．２。

４．９．３．３　电子天平：同４．５．３．３。

４．９．４　分析步骤

移取萃取液（４．８．４．２．１）１０ｍＬ置于１００ｍＬ滴定杯中，充分搅拌，用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Ⅱ滴定至

终点，所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Ⅱ的体积数犞３，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４．９．５　结果计算

游离氯（以 ＨＣｌ计）的质量分数狑６，按式（９）计算：

狑６＝
（犞３－犞０２）×０．００１×犮３×犕２×１００

１０×犿３

×１００％ ……………………（９）

　　式中：

犞３　 ———测定试样时所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Ⅱ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２ ———空白试验时所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Ⅱ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０．００１———升与毫升的转换系数；

犮３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Ⅱ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２ ———盐酸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ＨＣｌ）＝３６．４５］；

１００ ———氟离子萃取液的体积数，单位为毫升（ｍＬ）；

１０ ———移取氟离子萃取液的体积数，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３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两次平行

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的２０％。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其中外观、三氟乙酸乙酯含量、水分、酸度、乙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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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氯二氟乙酸乙酯含量和色度为出厂检验项目。在正常情况下，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当遇到

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ｂ） 主要原料有变化；

ｃ） 停产后又恢复生产；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ｅ）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ｆ） 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要求时。

５．２　三氟乙酸乙酯以同等质量的均匀产品为一批，桶装产品以不大于２０ｔ为一批，槽罐产品以一槽车

为一批。

５．３　采样按ＧＢ／Ｔ６６７８和ＧＢ／Ｔ６６８０的规定进行。用聚乙烯或聚四氟乙烯采样瓶进行采样，采样总

量应保证检验的要求，采样后将样品瓶密封贴上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产品等级、批号、采样

时间和采样人姓名。

５．４　检验结果判定按ＧＢ／Ｔ８１７０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时，产品应重新自两倍数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

准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６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６．１　标志

６．１．１　产品的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其内容包括：

ａ）　产品名称；

ｂ） 生产厂名称；

ｃ） 厂址；

ｄ） 批号或生产日期；

ｅ） 净含量；

ｆ） 产品等级；

ｇ） 本标准编号；

ｈ） ＧＢ３００００．７中规定的“易燃液体”标签１
）。

１）　本产品有关安全信息的提示参见附录Ｂ。

６．１．２　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合格证明，内容至少包括：

ａ）　生产厂名称；

ｂ） 产品名称；

ｃ） 生产日期和／或批号；

ｄ） 产品质量检验结果或检验结论；

ｅ） 本标准编号。

６．２　包装

三氟乙酸乙酯应放置在符合ＧＢ６９４４包装规定的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塑料包装桶或衬塑铁桶

或槽罐中，常用２５Ｌ、５０Ｌ、１００Ｌ、２５０Ｌ。如有特殊要求，可按销售协议另行规定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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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运输

三氟乙酸乙酯产品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避免直接曝晒。运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路、公路等对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６．４　贮存

三氟乙酸乙酯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不得靠近热源、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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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三氟乙酸乙酯含量测定配制样品色谱图和各组分相对保留值

犃．１　三氟乙酸乙酯的典型配制色谱图

典型配制色谱图见图Ａ．１。

说明：

１ ———三氟乙酸甲酯；

２ ———乙醇；

３ ———三氟乙酸乙酯；

４ ———１，１，１三氯三氟乙烷；

５ ———三氟乙酸异丙酯；

６ ———三氟乙酸正丙酯；

７ ———乙酸乙酯；

８ ———二氟乙酸乙酯；

９ ———１，２二氯乙烷；

１０———一氯二氟乙酸乙酯；

１１———三氟乙酸；

１２———碳酸酯。

图犃．１　三氟乙酸乙酯含量测定配制样品色谱图

犃．２　各组分相对保留值

各组分相对保留值见表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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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各组分相对保留值

峰序 组分名称 保留时间／ｍｉｎ 相对保留值

— 甲烷ａ ２．０２０ —

１ 三氟乙酸甲酯 ２．８５４ ０．４３７

２ 乙醇 ３．０８６ ０．５５８

３ 三氟乙酸乙酯 ３．９２９ １．０００

４ １，１，１三氯三氟乙烷 ４．３４１ １．２１６

５ 三氟乙酸异丙酯 ４．７３０ １．４２０

６ 三氟乙酸正丙酯 ６．２０６ ２．１９３

７ 乙酸乙酯 ７．０７６ ２．６４９

８ 二氟乙酸乙酯 ７．２２７ ２．７２８

９ １，２二氯乙烷 ８．３４４ ３．３１３

１０ 一氯二氟乙酸乙酯 ８．７６６ ３．５３４

１１ 三氟乙酸 １０．６００ ４．４９４

１２ 碳酸酯 １２．３２４ ５．３９８

　　
ａ 甲烷仅用于死时间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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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三氟乙酸乙酯有关安全信息的提示

犅．１　按ＧＢ６９４４的规定，三氟乙酸乙酯属于易燃液体。遇明火、高热会引起燃烧，放出有毒气体；装有

三氟乙酸乙酯的包装容器，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力增大，有开裂的危险。

犅．２　三氟乙酸乙酯具有腐蚀性，对眼睛、皮肤、黏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如不慎接触，用大量清

水冲洗，就医。操作时需要穿戴适当防护手套、防护眼镜和其他必需的防护装备。

犅．３　生产厂应提供三氟乙酸乙酯安全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犅．４　三氟乙酸乙酯着火时，应用抗溶性泡癎、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灭火。用水灭火无效，但可用水保持

火场中容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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