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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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34254—2017《日用陶瓷把手、装饰材料牢固度测试方法》,与 GB/T34254—

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两章(见第2章、第3章);
———更改了把手牢固度的原理(见4.1,2017年版的2.1);
———增加了把手牢固度测试示意图(见4.2);
———更改了把手牢固度的仪器和材料(见4.2,2017年版的2.2);
———更改了把手牢固度的步骤(见4.5,2017年版的2.4);
———更改了装饰材料牢固度的原理(见5.1,2017年版的3.1);
———更改了装饰材料牢固度的设备和材料(见5.2,2017年版的3.2);
———更改了把手牢固度的试样要求(见5.3,2017年版的3.3);
———更改了装饰材料牢固度的步骤(见5.4,2017年版的3.4);
———更改了装饰材料牢固度等级的划分(见5.5,2017年版的3.5);
———更改了试验报告(见第6章,2017年版的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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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江西省陶瓷检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玉川、黄慧超、文圆。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7年首次发布为GB/T34254—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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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陶瓷把手、装饰材料

牢固度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日用陶瓷器把手牢固度及日用陶瓷装饰材料牢固度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带把手的日用陶瓷产品的把手牢固度测试。
本文件适用于有釉上装饰的日用陶瓷产品的装饰材料牢固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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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5000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500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把手牢固度

4.1 原理

通过对日用陶瓷器的把手施加相应的力或载荷,观察日用陶瓷器制品是否出现裂纹或破损,确定其

把手牢固度。

4.2 把手牢固度测试示意图

把手牢固度测试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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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拉力示意图    b) 压力示意图     c) 运动加载荷法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拉力;

2———压力;

3———填充物;

4———夹具。

图1 把手牢固度测试示意图

4.3 仪器和材料

4.3.1 拉压力传感器:具有量程0N~500N,精度为0.05%满量程(F.S)的拉压力传感器。

4.3.2 染色溶液(如墨水、亚甲基蓝溶液等)、刷笔。

4.3.3 填充物:体积密度为(1.5±0.2)g/cm3(如太空沙类)。

4.3.4 玻璃量筒:分度值分别为1mL、5mL和10mL。

4.4 样品

每种检测方法至少取3件相同类型产品为样品,样品应无裂纹、破损缺陷。

4.5 试验步骤

4.5.1 试验前检查

将样品表面涂上合适的染色溶液(4.3.2),待稍干后抹净染色溶液,在距样品25cm~35cm处、照
度约300lx条件下目测,选取无裂纹、无破损缺陷的样品作为试样。

4.5.2 静置加载荷法

4.5.2.1 根据试样的容积大小在试样把手处施加相应的力,见表1。

表1 容积对应力值表

容积/mL <100 100~300 301~600 601~1000 1001~2000 >2000

力值/N 40 70 100 120 150 180

4.5.2.2 将试样固定在试验台上,在主体中心位置施加相应的拉力,当拉力传感器数值达到指定值

时,保持10min。

4.5.2.3 试验结束后取出试样,观察试样的破损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每种类型产品至少取3件相同

批次试样测试。

4.5.2.4 将试样固定在试验台上,在主体中心位置施加相应的压力,当压力传感器数值达到指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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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持10min。

4.4.2.5 试验结束后取出试样,观察试样的破损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每种类型产品至少取3件相同

批次试样测试。

4.4.3 运动加载荷法

4.4.3.1 将试样装满填充物(4.2.4)后密封。

4.4.3.2 将试样固定在试验台上,使试样以加速度5m/s2、路程300mm,分别上下、左右往复运动

50次。

4.4.3.3 试验结束后取出试样,观察试样的破损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每种类型产品至少取三件相同

批次试样测试。

4.5 结果表示

4.5.1 静置加载荷法:记录下每一件试样相应的力及破损情况。

4.5.2 运动加载荷法:记录下每一件试样相应的载荷重量及运动后的破损情况。

5 装饰材料牢固度

5.1 原理

通过对日用陶瓷装饰材料进行酸溶液或碱溶液浸泡及百格测试,观察侵蚀痕迹及装饰面脱落面积

(s),确定其装饰材料牢固度等级。

5.2 设备和材料

5.2.1 体积分数为4% 的乙酸:取40mL密度为1.05g/cm3 的冰乙酸用蒸馏水稀释至1000mL。

5.2.2 质量分数为5%的碳酸钠溶液:称取碳酸钠5g,溶于95g蒸馏水中。

5.2.3 标准刀具:材质为马氏体型不锈钢,刀片硬度应不小于45HRC。

5.2.4 压敏胶带:黏着力为47N/100mm。

5.2.5 烘箱:可控制工作区域的温差在±5℃之间。

5.2.6 恒温箱:可控制工作区域的温差在±2℃之内。

5.3 试样

釉上装饰产品6件。

5.4 步骤

5.4.1 将3件试样,分别注入新配制的4%乙酸溶液(酸液的体积应浸过色块的一半),用玻璃板盖好或

用保鲜膜封好,于室温下浸泡24h后,用清水洗净、晾干。

5.4.2 将3件试样,分别注入新配制的5%碳酸钠溶液(碱液的体积应浸过色块的一半),用玻璃板盖好

或用保鲜膜封好,于(60±2)℃恒温箱内浸泡24h后,用清水洗净、晾干。

5.4.3 将试样放入(100±5)℃的烘箱中烘干,取出后冷却至室温。

5.4.4 目测试样是否有明显的色泽变化时,在距离试样25mm~35mm处,照度约300lx条件下目测。

5.4.5 在装饰表面用标准刀具纵横各划出间隔10mm的划线,以形成百格网格图形,将压敏胶粘带的

一端从百格的边缘,方向与一组划线平行,慢慢平贴在百格上面,用手指轻轻触压,确保压敏胶粘带与试

样之间无残留气泡。压平后,等待(90±30)s,左手压住试样,右手捏住压敏胶粘带的自由端,反方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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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迅速撕除压敏胶粘带。

5.4.6 对浸泡过酸碱溶液的其他未检区域重复5.4.5,每个网格区域只粘贴一次且都应使用新的压敏胶

粘带。

5.5 装饰材料牢固度等级的划分

装饰材料牢固度等级的划分如下:
———第1级:无明显侵蚀痕迹,百格测试无脱落;
———第2级:无明显侵蚀痕迹,百格测试中装饰面脱落面积:s<20%;
———第3级:有轻微侵蚀痕迹,百格测试中装饰面脱落面积:20%≤s≤50%;
———第4级:有明显侵蚀痕迹,百格测试中装饰面脱落面积:50%<s≤80%;
———第5级:有明显侵蚀痕迹,百格测试中装饰面脱落面积:s>80%。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本文件编号。

b) 试样描述(名称、数量、种类、规格等)。

c) 试验地点、试验日期和试验人员。

d) 仪器设备。

e) 试验类型(把手牢固度试验、装饰材料牢固度试验)。

f) 试验结果。

1) 把手牢固度试验。
———静置加载荷法:

● 试样测试的力值;
● 破损试样数和破损情况。

———运动加载荷法:
● 试样测试的载荷重量;
● 破损试样数和破损情况。

2) 装饰材料牢固度试验。
———浸泡溶液。
———试样数量和装饰材料牢固度等级。

g)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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