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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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０９—２００６《工业用氢氧化钠》，与ＧＢ／Ｔ２０９—２００６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２章）；

———调整了工业用氢氧化钠型号规格表示方法：２００６年版为ＩＳＩＴⅠ、ＩＳＩＴⅡ、ＩＬＩＴⅠ、ＩＬＩＴ

Ⅱ（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３章、第４章），本版为ＩＳⅠ、ＩＳⅡ、ＩＬⅠ、ＩＬⅡ、ＩＬⅢ（见第４章表１）；

———增加了５０％规格ＩＬⅠ及技术要求（见第４章表１）；

———删除了ＩＳＤＴⅠ、ＩＳＤＴⅡ、ＩＳＣＴⅠ和ＩＬＤＴⅠ、ＩＬＤＴⅡ、ＩＬＣＴⅠ型号规格及技术要求

（见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４章）；

———删除了“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产品等级划分（见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４章）；

———修改了部分技术指标（见第４章表１，２００６年版的４．３）；

———增加了氢氧化钠含量测定的方法（见６．２）；

———删除了其他规格产品的质量指标折算比例参照的产品型号（２００６年版的４．４、４．５、４．６）；

———增加了氢氧化钠采样可使用自封袋内容（见５．２、５．３）；

———删除了产品型号规格判定（见２００６年版的７．２）；

———删除了检验规则中ＩＳＤＴ、ＩＳＣＴ、ＩＬＤＴ、ＩＬＣＴ型号规格的检验项目内容（见２００６年版的

７．３）；

———删除了用户验收规定（见２００６年版的７．５）；

———删除了安全内容（见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９章）；

———增加了测定氢氧化钠中氯化钠含量的电位滴定法（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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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６）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

司、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天原集团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陕西金泰氯碱

化工有限公司、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三友氯碱

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锦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旭东、许群立、梁斌、宋晓玲、邱素芹、高自建、罗登彦、薛卫东、朱长健、潘华、

钱永纯、乔梁、张友平、郭海军、龚兆鸿、黄志亮、马瑞敏、胡立明。

本标准于１９６３年首次发布，１９８４年第一次修订，１９９３年第二次修订，２００６年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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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用 氢 氧 化 钠

　　警示———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本标准所属产品在生产、运输、装卸、贮运和使用等过程中可

能存在危险。本标准无意对与本产品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用户在使用本标准之前，有责任

建立适当的安全和防范措施，并确定相关规章限制的适用性。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氢氧化钠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用氢氧化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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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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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３４８．１　工业用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４３４８．２　工业用氢氧化钠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汞量法

ＧＢ／Ｔ４３４８．３　工业用氢氧化钠　铁含量的测定　１，１０菲啉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７９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７６９８　工业用氢氧化钠　碳酸盐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９７２５　化学试剂　电位滴定法通则

ＧＢ／Ｔ１１２１３．２　化纤用氢氧化钠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９１５　包装容器　固碱钢桶

３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ＩＬ———液体工业用氢氧化钠；

ＩＳ———固体工业用氢氧化钠。

４　要求

４．１　外观。固体（包括片状、粒状、块状等）氢氧化钠主体为白色，有光泽，允许微带颜色。液体氢氧化

钠为无色透明、稠状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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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工业用氢氧化钠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工业用氢氧化钠指标 ％（质量分数）

项目

型号规格

ＩＳ ＩＬ

Ⅰ Ⅱ Ⅰ Ⅱ Ⅲ

指标

氢氧化钠 ≥ ９８．０ ７０．０ ５０．０ ４５．０ ３０．０

碳酸钠 ≤ ０．８ ０．５ ０．５ ０．４ ０．２

氯化钠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８

三氧化二铁 ≤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５　采样

５．１　产品按批检验。铁桶包装的固体氢氧化钠产品以每锅包装量为一批；袋装的片状、粒状、块状等固

体氢氧化钠产品以每天或每一生产周期生产量为一批；液体氢氧化钠产品以贮槽或槽车为一批。用户

以每次收到的氢氧化钠产品为一批。

５．２　铁桶包装的固体氢氧化钠产品按单批总桶数的５％随机抽样，小批量时不应少于３桶。顺桶竖接

口处剖开桶皮，将氢氧化钠劈开，自上、中、下三处迅速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将采取的样品分装于两个

清洁、干燥、具塞的广口瓶、聚乙烯瓶或自封袋中，密封。每份样品量不少于５００ｇ。

生产企业可在包装前取熔融氢氧化钠为实验室样品，进行检验。

５．３　袋装的固体氢氧化钠产品按 ＧＢ／Ｔ６６７８规定的采样单元数随机采样。拆开包装袋，按

ＧＢ／Ｔ６６７９的规定迅速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将采取的样品混匀，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具塞的广口

瓶、聚乙烯瓶或自封袋中，密封。每份样品量不少于５００ｇ。

生产企业可在包装线上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为实验室样品，进行检验。

５．４　液体氢氧化钠产品按ＧＢ／Ｔ６６８０的规定自槽车或贮槽的上、中、下三处采取等量有代表性的样

品。将采取的样品混匀，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具塞的广口瓶、聚乙烯瓶中，密封。每份样品量不少于

５００ｍＬ。

生产企业可在充分混匀的成品贮槽取样口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为实验室样品，进行检验。

５．５　采取的样品，一份用于检验，一份用于备检。样品容器上应贴上标签，并注明：生产企业名称、产品

名称、规格型号、批号或生产日期、取样日期、取样人、采样量等。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

自然光下目视观察。

６．２　氢氧化钠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４３４８．１规定的方法。也可进行下述一种或两种改变，其他操作相同，出现争议时以

ＧＢ／Ｔ４３４８．１仲裁：

———在试样溶液的制备中，试样质量浓度与 ＧＢ／Ｔ４３４８．１一致的前提下，可减少称样量，精确

至０．０００１ｇ；

———在氢氧化钠含量测定中，可采用电位滴定法滴定，电位滴定按ＧＢ／Ｔ９７２５规定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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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碳酸钠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４３４８．１或ＧＢ／Ｔ７６９８规定的方法。其中ＧＢ／Ｔ７６９８为仲裁法。

６．４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依据其含量不同按ＧＢ／Ｔ４３４８．２或ＧＢ／Ｔ１１２１３．２规定的方法，或采用附录Ａ

规定的方法。其中氯化钠质量分数≤０．０２％时，ＧＢ／Ｔ１１２１３．２为仲裁法；氯化钠质量分数＞０．０２％时，

ＧＢ／Ｔ４３４８．２为仲裁法。

６．５　三氧化二铁含量的测定

按ＧＢ／Ｔ４３４８．３规定的方法。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产品质量指标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中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７．２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全部为型式检验项目，其中氢氧化钠含量、氯化钠含量为型式检验项目中

的出厂检验项目，其余为型式检验项目中抽检项目。如有下述情况：停产后复产、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

（如材料、工艺条件等）、合同规定等，应进行型式检验。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

检验。

７．３　出厂的氢氧化钠产品应由生产企业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检验，并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

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质量指标、批号或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号。

７．４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应重新加倍在包装单元中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中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出厂的氢氧化钠产品外包装上应有明显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执

行标准号、规格型号、生产日期或批号、净质量和生产许可证编号及ＧＢ１９０中规定的“腐蚀性物品”标

志，固体氢氧化钠产品还应有ＧＢ／Ｔ１９１规定的“怕雨”标志。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铁桶包装的固体氢氧化钠产品按ＧＢ／Ｔ１５９１５规定执行。每桶净质量为（２００±２）ｋｇ。

８．２．２　袋装的片状、粒状、块状等固体氢氧化钠产品，内袋宜用聚乙烯、聚丙烯薄膜袋，外袋宜用聚乙

烯、聚丙烯编织袋（或复膜袋）或牛皮纸袋。每袋净质量为（２５．０±０．２５）ｋｇ。也可按相关规定采用其他

包装形式。包装袋及封口应保证产品在正常贮运中不污染、不泄漏、不破损。

８．２．３　液体氢氧化钠产品用专用槽车或贮槽装运，包装容器不应污染产品。

８．３　运输

运输过程中防止撞击。袋装氢氧化钠产品避免包装损坏、受潮、污染。不可与酸性物品混装运输。

８．４　贮存

固体（包括片状、粒状、块状等）氢氧化钠产品应贮存于干燥、清洁的仓库内；液体氢氧化钠产品应用

贮槽贮存。防止碰撞及与酸性物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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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氢氧化钠中氯化钠含量测定　电位滴定法

犃．１　方法原理

将规定的指示电极和参比电极浸入同一被测溶液中，在滴定过程中，参比电极的电位保持恒定，指

示电极的电位随被测物质的浓度的变化而改变。在化学计量点前后，溶液中被测物质浓度的变化会引

起指示电极电位的急剧变化，指示电极电位的突跃点即为滴定终点。

犃．２　试剂和溶液

犃．２．１　本方法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ＧＢ／Ｔ６６８２中规定的三级水

或相当纯度的水。试验中所用的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ＧＢ／Ｔ６０１、

ＧＢ／Ｔ６０３规定制备。

犃．２．２　乙醇。

犃．２．３　硝酸溶液：１＋１。

犃．２．４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０．１ｍｏＬ／Ｌ。

犃．２．５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０．０１ｍｏＬ／Ｌ。

犃．２．６　移取一定量的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Ａ．２．４），用水稀释１０倍。

犃．２．７　溴酚蓝指示液：０．４ｇ／Ｌ。

犃．３　仪器设备

犃．３．１　一般实验室仪器。

犃．３．２　电位滴定仪：具有±２ｍＶ以上的精度。

犃．３．３　电极：２１６型指示银电极，２１７型双盐桥饱和甘汞参比电极。

犃．３．４　微量滴定管：５ｍＬ或１０ｍＬ；或仪器自带滴定装置。

犃．３．５　磁力搅拌器或其他适用搅拌器。

犃．４　试验步骤

犃．４．１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相当于２．５ｇ氢氧化钠的固体或液体氢氧化钠样品，精确至０．０１ｇ，于电位滴定仪的滴定杯中，

加水至约２０ｍＬ，溶解，混匀，加入１～２滴溴酚蓝指示液，溶液呈蓝色，用１＋１硝酸调至溶液蓝色消失，

冷却至室温后加入３０ｍＬ乙醇，摇匀。

犃．４．２　测量

按ＧＢ／Ｔ９７２５规定的方法用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Ａ．２．５）进行测定，滴定终点由仪器自动判定或

用作图法、二级微商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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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试验：不加试样及中和用硝酸溶液，采用与测定试样相同的试验步骤和试剂进行测定。

犃．５　试验数据处理

氢氧化钠中氯化钠（ＮａＣｌ）含量以质量分数狑 计，按式（Ａ．１）计算：

狑＝
（犞１－犞２）犮犕

１０００犿
×１００％ …………………………（Ａ．１）

　　式中：

犞１ ———测定试样溶液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 ———空白试验溶液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 ———氯化钠的摩尔质量的数值（犕＝５８．４４３），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

犿 ———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犃．６　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的绝对值不超过下列数值（狑 为氯化钠的质量分数）：

狑＜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狑≥０．０１％，　　　０．００２％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

５

犌犅／犜２０９—２０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