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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限位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与包装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防水用各类涂料和防水材料配套用的液体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淮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提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歧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拟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 0 3 3 塑料密度和相对密度试验方法

GB/T 6 7 5 0 色漆和沾漆密度的测定

GB/T 6 7 5 1 色漆利沾漆挥发物和不挥发物的测定

GB/T 6682— 1 9 9 2 分析实验室川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1 8 5 8 2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葙笹物质限量

3 分类

3. 1 建筑防水涂料按有害物质含位分为A 级、B 级。

3. 2 建筑防水涂料拉性质分为水性、反应型、溶剂型，表 1 给出了现有产品的分幾示例。

表 1 防水涂料性质分类示例

分类 产品示例

水性
水乳型沥青基防水涂料、水性有机硅防水剂、水性防水剂、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聚合物乳液防 

水涂料 (含丙烯酸、乙烯醋酸乙烯等）、水乳沏硅橡胶防水涂枓、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等

反应型
聚^ 防水涂料 (含单组分、水固化、双羾分芩 )、聚脲防水涂料、坏氣树脂改性防水涂料、反应型 

职合物水泥防7:〔涂料等

溶剂型 涫剤钡沥竹驻P方水涂料、溶剂劭防水剂、溶剂戤茲足处观剂等

4 要求

4. 1 水性建筑防水涂料

水性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含S 应符合表2 耍求。

表 2 水性违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

序号 . 项目
含量

A B

1 . 挥发性冇机化合物 (VOC)/g/L ^ 80 120

2 游离T 酸 /mg/kg 100 200

3 苯、甲苯、乙5 和二屮苯总和 /mg/kg 300

4 氨 /mg/kg 500 1 000

5 可溶性重金]di ^/mg/kg sS 铅 Pb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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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

序号 项目
含量

A B

5 可溶性重 金属 0Vmg/kg £=

铜 Cd 75

铬 Cr 60

汞 Hg 60

a ) 无 色 、白色、黑色防水涂料不需测定可溶性重金属。

4 . 2 反应型建筑防水涂料

反应型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3 的要求。

表 3 反应型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

序号 项目
含量

A B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 V O C ) / g / L 妥 50 200

2 苯 /mg/kg sS 200

3 甲 苯 + 乙 苯 + 二 甲 苯 / g / k g 彡 1.0 5.0

4 苯酿 ' /mg/kg ^ 200 500

5 蒽 /mg/kg sS 10 100

6 蔡 /mg/kg sS 200 500

7 游离  TDPVg/kg ^ 3 7

8 可溶性重 金属 b)/mg/kg ^

铅 Pb 90

镉 Cd 75

铬 Cr 60

末 Hg 60

a ) 仅适用于聚氨酯类防水涂料。

b ) 无 色 、白色、黑色防水涂料不需测定可溶性重金属。

4 . 3 溶剂型建筑防水涂料

溶剂型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4 的要求。

表 4 溶剂型建筑防水涂料有害物质含量

序号 项目
含量

B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 OC )/g /L  ^ 750

2 苯  /g/kg ^ 2.0

3 甲 苯 + 乙 苯 + 二 甲 苯 /g/kg sS 400

4 苯酿  /mg/kg sS "500

5 蒽 /mg/kg sS 100

6 萘 /mg/kg sS 500

7 可溶性重 金属 "Vmg/kg sS
铅 Pb 90

镉 Cd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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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

序号 项目
含量

B

7 可 溶性 重金属 d/mg/kg ^
铬 & 60

汞 Hg 60

a ) 无 色、白色、黑色防水涂料不需测定可溶性重金属。

5 试验方法

若产品需要稀释时，TVOC、苯系物、苯酚、蒽、萘按推荐的妯大稀释量，TDI应按推荐的最小稀释量 

稀释后进行测定。

对于由液体和固体组分混合成的水性建筑防水涂料 (如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防水砂 

浆），除可溶性重金属检验项目外，其它检验项目仅检测液体组分，结果评定也仅对液体组分。

反应型材料取混合反应后的样品进行试验时，每次混合的样品不宜低于200 g，采用刮刀手工搅拌 

混合，时间约 3 min。对于采用顶空装S 进行试验的，应在混合 5 m in内取样放入顶空瓶内测量。

5.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按附录A 进行。

5 . 2 游离甲醛含量

游离平醛含量按GB 18582进行。

5 . 3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酣、蒽、萘含量

苯、甲苯、乙苯、二 IP苯 、苯酚、蒽、萘含量的测定按附录B 进行。

5.4 氨含量

氨含量的测定按附录C 进行。

5. 5 甲苯二异氰酸酯单体 (T D I)含ffi

甲苯二异氰酸酯单体(TDI)含量的测定按附录D 进行。

5 . 6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制备 (0.2〜0.3) mm厚的涂膜，涂覆后在 (23± 2)°C、相对湿度（30〜70)%条件下养护 72 h，将其剪 

成 (5X5) mm的小块，共称取 2.0 g样品（粘确至 0.000 1 g)。然后按 GB 18582进行试验，测定可溶性重 

金属含量。

6 检验规则

6. 1 型式检验

本标准检验项目为型式检验，型式检验包括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需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投产、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材料有重大改变，或停产六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应进行型式 

检验；

—— 在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6 . 2 抽样

按产品标准规定的组批要求在同一检验批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三份样品，每份不少于 1 kg,并立即 

用不与样品反应的容器密闭包装。

6 . 3 判定规则

在抽取的三份样品中，取一份样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测定，如果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 

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若有两项及以上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不合格。

若仅有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时，应对另外两份样品进行单项复验，两份样品都符合 

标准规定，则判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 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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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说明书与最小包装上应标明符合本标准的类型及级别。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的测定方法

防水涂料中挥发物含量扣除水分含量，即为防水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含量。

A. 2 水性建筑防水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的测定

水性建筑防水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按 GB 18582进行测定。

A . 3 反应型、溶剂型建筑防水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的测定

A.3. 1 挥发物含量 (V)的测定

A.3. 1. 1 对于溶剂型建筑防水涂料将样品搅拌均匀后，按 GB/T 6751测定防水涂料中挥发性物质分 

数 (V)，试验条件：（105±2)°C，保 持 3 h。

A. 3. 1 . 2 对于反应型建筑防水涂料，将样品混合搅拌均匀后，立即取样称量，然后将样品在 (23±2)°C、 

相对湿度（60±15)%的条件下放置 24h ,按 GB/T 6751,再放入（105土2)°C的烘箱中 3 h ,测定防水涂料 

中挥发性物质分数(V)。

A. 3 . 2 密度（p)的测定

将样品搅拌均匀后 ,按 GB/T 6750测定涂料密度(p ) ,试验温度为 (23±2)°C。对于反应型建筑防水 

涂料，若固化时间较长，马上测量混合均匀后的液体密度 ;若固化很快，按 GB/T 1033测量固体的密度。

A. 3. 2.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结果计算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C)按式 (A.1)计算：

\/O C =\^< p样 XI 000 ................................................................................................(A.1)
式中：

VOC—— 防水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单位为克每升 (g/L);

V—— 防水涂料中挥发物的质量分数；

P # —— 防水涂料在 (23±2)°C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 (g/mL)。

试验结果取两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 ,精确到 1 g/L。

A. 1 原理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鼢、蒽、萘含量的测定

称取适量的防水涂料于顶空瓶中，在规定的温度下平衡一定的时间，进样，用气相色谱仪进行分离 

及测定，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B. 2 试剂

B.2. 1 苯、甲苯、乙苯、对（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苯酚、萘、蒽等，纯度至少 99%(质U 百分数），或已知 

纯度。

B . 2 . 2 乙酸乙酯，分析纯。

B. 3 仪器

B. 1 原理

B. 3. 1 微量注射器 :200 }iL、50 i i U I  mL；

B. 3. 2 容量瓶 :50 mL；

B. 3. 3 电热鼓风干燥箱 :精度 (90±2)°C;

B.3. 4 气相色谱仪 :带程序升温及F ID检测器；

15.3.5 毛细管色谱柱 :推荐 SE-30、长 50 m、内径 0.32 mm、膜 厚 1 i±m；

B. 3. 6 顶空瓶 :20 mL；

B. 3. 7 天平 :精 度 0.1 mg；

B. 3.8 载气：氮气，纯度>99.995%;

B. 3. 9 燃气：氢气，纯度>99.995%;

B. 3. 10 助燃气 :空气；

B. 3. 11 辅助气体（隔垫吹气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

B . 4 推荐气相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 :240°C;

检测器 :FID，温度：250°C;

柱温 :程序升温，60°C保 持 1 min，然后以 10°C/min,升至 220°C保 持 15 min。

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和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B. 5 试验步骤

B. 5. 1 标准溶液配制 , 分别称取 0.01 g、0.05 g、0 J g、0.2 g 的苯用乙酸乙酯分别溶解在50 m L的容量 

瓶中，并定容至刻度，摇匀。甲苯、乙苯、对（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蒽、萘也按上述方法进行。苯酚称取 

0.05 g、0.1 g、0.2 g、0.5 g，用乙酸乙酯分别溶解在50 m L的容量瓶中，并定容至刻度 ,摇匀。

B. 5. 2 用微量注射器称取 0.02 m L配置好的标准溶液注入至 20 m L的顶空瓶中，在 （90±2)°C平衡 

1 h ,取 1 mL进样 3 以保留时间定性 ,峰面积定量。

B. 5. 3 以峰面积A 为纵坐标，相应浓度 c(mg/mL)为横坐标，即得标准曲线。标准曲线每三个月测定一 

次。

B . 5 . 4 称取 0.5g样品到有滤纸条的顶空瓶中，在 (90土2)°C平 衡 l h ,取 lm L 进样。以保留时间定性5 

峰面积定量。对于反应型材料按比例混合后马上称取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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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算：

各组分含量按式 (B.1)计算

X - C. VF ...............
1 1 000M

式中：

X-—— 试样中各组分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 (g/kg);

Q —— 从标准曲线上读取得试样溶液中各组分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 (|xg/mL); 

V—— 试样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 (g);

F —— 稀释因子。

(B.1)

7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防水涂料中释放氨的测定蒸馏后滴定法

从碱性溶液中蒸馏出氨，用过 :丨！I硫酸标准溶液吸收，以中基红 - 亚甲基兰混合指示剂为指示剂，采 

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过的硫酸。

C. 2 试剂

C. 2. 1 本方法所涉及的水为蒸馏水或同等纯度的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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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 . 3 盐酸 :1+1溶液。

C. 2. 4 硫酸标准溶液 r c d A H j O X l  mol/L0 

C. 2. 5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〇H)=0.1 mol/L。

C. 2 . 6 甲基红- 亚甲基兰混合指示剂：将 50 m L甲驻红乙眇溶液（2 g/L)和 50 m L亚甲基兰乙醇溶液 

( lg /L )混合。

C. 2 . 7 广泛 p H 试纸。

C. 2. 8 氢氧化钠。

C. 3 仪器 ；
t 1

C. 3 . 1 分析 天 平 度 0.001 g。

C.3.2 500 mL玻璃熬馏瓶。

C. 3.3 300 mL 烧杯。

C. 3.4 500 mL锥形烧瓶。

C. 3.5 20mL 移液管。

C.3. 6 50 mL碱式滴定管。

C . 3 . 7 电炉。

C . 4 试验步骤

C  4 . 1 试样的处理

液体试样直接称量，固体试样不诹测定。

将试样搅拌均匀，分别称取两份各约5 g 的试样 ,粘确至 0.001 g，放入两个 300 mL烧杯中，加水溶 

解 ，如试样中有不溶物，采 用 C.4.1.2步骤。

C. 4 . 1 . 1 可水溶试样

在盛有试样的300 mL烧杯 (C.3.3)中加入水，移 入 500 mL玻璃蒸馏瓶 (C.3.2)中，控制总体积 200 

mL,备蒸馏。

C. 4 . 1 . 2 含有可能保留有氨的水不溶物试样

在盛有试样的300 mL烧杯 (C.3.3)中加入 20 mL水 和 10 m L盐酸溶液 (C.2.3)，搅拌均匀，放置 20 

min后过滤，收集滤液至500 mL玻璃蒸馏瓶 (C.3.2)中，控制总体积200 mL,备蒸馏。

C . 4 . 2 蒸馏

在被蒸馏的溶液中加入数粒氢氧化钠 (C.2.8)，用广泛 pH试纸 (C.2.7)试验，调 整 pH>12，加入几粒 

防爆玻璃珠。

C. 1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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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移取 20 mL硫酸标准溶液 (C.2.4)于 500 mL锥形烧瓶 (C.3.4)中，加 人 3〜4 滴混合指示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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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mL后停止加 

热 ,卸下蒸馏瓶 ,用蒸熘水洗涤冷凝管 ,并将洗涤液收集在锥形瓶中。

C. 4. 3 滴定

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C.2.5)回滴过量的硫酸标准溶液，直至指示剂由亮紫色变为灰绿色，消 

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为Vl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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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为V2。

C . 5 结果计算

防水涂料样品中释放氨的量，以氨 (nh3)质砧分数表示，按式 (C. 1)计算：

X a 二 X 0.017 03. X I  000 ......... .............................. (C.1)
m

式中：

X 妖一一防水涂料中释放铽的贤 ,单位为克每千克 (g/kg)；

C 一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浓度的准确数位，单位为咬尔每升 (mol/L);

Vi —一滴定试样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淮溶液的体积数值，单位为毫升 (mL);

v2 — —空白试验消耗以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数值，单位为皂升 (mL);

0.017 03 —一 与 1.00 m 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〇H)=1.000 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氨的质量 ;

m —一试样质量 5单位为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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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时，

需重新测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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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甲苯二异氰酸酯单体(TDI)含量的测定

D. 1 原理

样品用乙酸乙酯的溶剂溶解后，加人正十四烷作为内标物，将稀释后的溶液称取适量，用气相色谱 

仪进行分离及测定，用峰面积定量测定试样溶液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丁01)含量。

D. 2 试剂

D.2. 1 无水乙酸乙酯：500 m L中加人 100 g5A分子筛 (D.2.4)，放置 24 h 后 ，过滤 ,待用。

D. 2 . 2 正十四烷:色谱纯

D. 2 . 3 甲苯二异氙酸酯 :分析纯

D. 2.4 5A分子筛 :在 500°C的髙温炉中灼烧2 h 5取出置于干燥器中冷却待用。

D. 3 仪器

D. 3. 1 微 量 注 射 器 10 |xL

D . 3 . 2 气 相 色 谱 仪 带 FID检测器

D. 3. 3 色谱柱大口径毛细管柱 :DB-l(30mX0.53mmX1.5|xm)s固定相为聚二甲基硅氧烷。

D . 3 . 4 天 平 精 度 0.1 mg。

D . 4 试验步骤

所有使用的玻璃仪器都必须烘干。

D.4. 1 内标溶液配制

称 取 1.000 6 g 的正十四烷于100 m L的容量瓶中，用除水的乙酸乙酯定容至刻度，摇匀。

D. 4 . 2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的测定

称取 (0.2〜0.3) g 的甲苯二异氰酸酯于50 m L的容量瓶中，加 人 5 m L的内标物，用除水的乙酸乙 

酯定容至刻度，摇匀。取 1 |xL进样 ,测定甲苯二异氰酸酯和正十四烷的峰面积。根据公式 (D.1)计算相对 

质量校正因子。

D. 4 . 3 样品的测定

称取 (2〜3) g 的样品于 50 m L的容量瓶中，加 5 m L的内标物，用除水的乙酸乙酯定容至刻度，摇 

匀。取 1 fxL进样，测定甲苯二异氰酸酯和正十四烷的峰面积。

测定多组分聚氨酯涂料混合后的游离TDI时，将样品混合 3 m in时溶于乙酸乙酯，在混合 5 min时 

进样。

D . 5 结果计算

B. 5. 1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F 的计算按式 (D.1)进行

F=  .............................................(D 1)M/sX A £  ̂ ；

式中：

F —— 质量校正因子；

—— 甲苯二异氰酸酯的质量，单位为克 (g);

I —— 所加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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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甲苯二异氰酸酯的峰面积； 

k  5—— 所加内标物的峰面积。

D . 5 . 2 试样中游离TDI含量的计算按式 (D.2)进行

尸x 4 ^ x 孤 XI 000 .............................................(D.2)

式中：

X —— 试样中甲苯二异氰酸酯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 (g/kg);

F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Wi---待测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 (g )；

VK—— 所加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 (g )；

A ,•—— 待测试样的峰面积；

A , —— 所加内标物的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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