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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吾GB／T26734--2011／ISO15039：2003(E)本标准按照GB／T1．1—2009和GB／T20000．2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15039：2003((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浸润剂溶解度的测定》。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在采用时进行了以下编辑性修改，主要有：——删除了目次；——删除了ISO前言。与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GB／T9914．12001增强制品试验方法第1部分：含水率的测定(Is03344：1997，IDT)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本标准由全国玻璃纤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5)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方允伟、陈尚、王玉梅、葛敦世、黄英。



1范围GB／T26734—2011／ISO15039：2003(E)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浸润剂溶解度的测定本标准规定了两种测定玻璃纤维浸润剂在丙酮中溶解度的方法。本标准仅适用于玻璃纤维无捻粗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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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3344增强制品含水率的测定(Rein{orcementproducts--DeterminationofmoistureCOIl—tent)3原理3．1概述本标准规定了两种以丙酮为溶剂的试验方法：a)方法1，用索氏萃取器萃取试样的浸润剂。b)方法2，在室温下进行较长时间的浸泡，3．2浸润剂溶解度在规定的时间内，溶解于丙酮中的玻璃纤维浸润剂的量与浸润剂总量之比。注：不同实验室，采用两种方法获得的结果平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方法1(索氏萃取法)在测试前没有对试样进行干燥，而方法2(室温浸泡法)进行了干燥处理，但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平均值分布是相似的。4仪器和材料4．1方法1(索氏萃取法)4．1．1索氏萃取器，容积为(100～125)mL。4．1．2锥形瓶或圆底烧瓶，容积为250mL。4．1．3电加热装置(加热板，加热罩或油浴)。4．1．4沸石，每个锥形瓶或圆底烧瓶至少放人5片。4．2方法2(室温浸泡法)玻璃烧瓶，容积为1000mL。4．3两种方法都要用到的仪器和材料4．3．1丙酮，纯度不低于98％。4．3．2塑料袋，可密封。



GB／T26734—2011／ISO15039：2003(E)4．3．3剪刀。4．3．4试样皿(可放人烘箱和马弗炉内的皿或坩埚)。4．3．5分析天平，量程为100g，最小分度值0．1mg，极限允差1mg。注：所有的称量采用同一分析天平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所有天平的绝对误差将累计并影响结果的准确度。4．3．6通风烘箱，能使温度控制在105：；℃的范围。4．3．7干燥器，应含有硅胶和饱和指示剂。4．3．8马弗炉，能使温度维持在(625士20)℃。4．3．9秒表。4．3．10安全罐，贮存用过的丙酮以便废弃或回收处理。4．3．11吸水纸巾。5安全与环境保护5．1丙酮，与大多数有机溶剂一样是极其易燃的。挥发出的丙酮与空气混合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因此要远离火花及明火，严禁吸烟。5．2其他任何附加信息参考安全应用说明书。5．3丙酮应贮存在经确认并贴有标识的安全罐内。使用过的丙酮也应收集在经确认并贴有标识的安全罐内，依据实验室或相关法规的要求来处理使用过的丙酮。6操作与计算6．1方法1(索氏萃取法)6．1．1依据以下步骤安装好索氏萃取装置。6．1．1．1在每个锥形瓶或烧瓶内加入200mL丙酮，以及至少5片沸石。必要时补充适量的丙酮。在丙酮使用5次或发现有明显的污染物时更换。6．1．1．2打开冷却水。应有进水指示器显示在提供冷却水。6．1．1．3确保锥形瓶或烧瓶与加热装置接触。用空白试验来调节加热功率，使每个循环的时间在(8士1)min。6．1．2从待测的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样品中连续取两份质量为(25土2)g的试样。6．1．3将第1份试样折叠成长度约75mm，并且打一个宽松结，不应太紧。注：打结太紧不易充分萃取。6．1．4按照ISO3344测定第2份试样的含水率。如在取样1h之内不进行含水率的测定，应将试样密封于塑料袋中。建议含水率在同一天内进行测试。结果表示精确到士0．001％。6．1．5用分析天平称取第1份试样的质量，精确到0．1mg(m。)然后放入索氏萃取器内，确保试样在每一个萃取循环过程中都能完全浸没在溶剂中。6．1．6萃取(120～125)min，丙酮完成(15土2)次循环。经验表明，对于SMC类型的无捻粗纱，120min的萃取时间足够使可被丙酮萃取的浸润剂的量不低于95％。若能证实可被丙酮萃取的浸润剂的萃取量不低于95％，可缩短萃取时间否则应延长萃取时间。当萃取时间不是120min时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6．1．7经过规定的时间后，关掉加热装置，从索氏萃取器中取出试样，倒出丙酮，继续冷却(20～25)min。用吸水纸轻轻地去除试样表面的丙酮。6．1．8将试样放到合适的皿中，并放人105℃烘箱中干燥(60土5)min。6．1．9将试样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min，至室温后，立即称取其质量m。，精确到0．1mg。2



GB／T26734—2011／iso15039：2003(E)6．1．10将试样放人625℃的马弗炉中(25士5)min。6．1．11将试样放人到干燥器中冷却30min，至室温后，立即称取其质量m。，精确到0．1mg。6．1．12按式(1)计算第1份试样的干质量mo，单位为克(g)，精确到o．1mg：mn—m。1一蒜)⋯⋯⋯⋯⋯⋯(1)式中：m。——第1份试样的初始质量，单位为克(g)；H——测得的第2份试样的含水率。6．1．13按式(2)计算浸润剂溶解度S：S：mD--mI×i00⋯⋯⋯⋯⋯⋯⋯⋯⋯⋯(2)mD—m2式中：m。——第1份试样的于质量，单位为克(g)；m。——经萃取并干燥后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m。——灼烧后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6．2方法2(室温浸泡法)6．2．16．2．2e．2．36．2．46．2．524h，6．2．66．2．76．2．86．2．96．2．106．2．116．2．12从待测的无捻粗纱中连续取3份质量为(20±3)g的试样。将每份试样打成一个宽松的结，以便于放在天平上称量。将试样(3个“结”)放在105℃烘箱干燥(60±5)rain。将试样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少30rain，然后称其质量，精确到0．1mg，记为m—t。将试样放人1000mL的烧瓶中倒人700mL的丙酮。将烧瓶盖上，在温度(23±3)℃下浸泡将丙酮倒人安全罐内，试样留在烧瓶中。倒人300mL的丙酮使试样完全浸没，盖上盖子摇晃烧瓶。然后将丙酮小心地倒入安全罐内。用吸水纸巾轻轻地去除试样表面的丙酮。将试样放在105℃的烘箱中干燥(60士5)min。将试样放入到干燥器中冷却至少30min，称其质量，精确到0．1mg，记为m，．RT。将试样放人625℃马弗炉中(30土5)min。将试样放人干燥器中至少冷却30rain，称取其质量，精确到0．1mg，记为mz一。按式(3)计算浸润剂溶解度s：S—T—rL0*RT--—”I．RT×i00mORT一优2．RT式中：m。．RT——试样的干质量，单位为克(g)；m。．”——经浸泡并干燥后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m。．RT——灼烧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7精密度已经有6个实验室对三种不同样品进行了试验。表1和表2给出了三种不同样品浸润剂溶解度的平均值及两种试验方法的重复性标准差和再现性标准差。



GB／T26734--20lT／[so15039：2003(E)表1索氏萃取法测得的溶解度索氏萃取法样品A样品B样品c溶解度平均值S／％28．738．766．9重复性标准差0．631．87119再现性标准差o．962．601．96表2室温浸泡法测得的溶解度室温程泡法样品A样品B样品c溶解度平均值s／％27．831．263．0重复性标准差0．410．99o．70再现性标准差0．994．541．968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a)采用本标准；b)萃取方法；c)所测样品的详细说明；d)浸润剂溶解度，如采用方法1(索氏萃取法)，则需提供含水率；e)对于方法1，如萃取时间不是120rain时需注明时间；f)本标准中未规定的任何操作细节，以及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任何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