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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化学建材中可迁移易黄

变有机物析出造成外观污染的风险程度的检测

方法，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以下步骤：a)将溶剂

与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接触，得到浸出液；

b)将步骤a)所得浸出液进行老化，得到老化后浸

出液；c)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老化后浸出

液的色度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黄风险

的大小；或者，所述化学建材透黄风险的评价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腻子涂在含有待测化学建材

的固体表面，放置不少于3d后进行加速老化后，

测量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

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黄风险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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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学建材透黄风险评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a)将溶剂与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接触，得到浸出液；

b)将步骤a)所得浸出液进行老化，得到老化后浸出液；

c)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黄风

险的大小；

或者，所述化学建材透黄风险的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腻子涂在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表面，放置不少于3d后进行加速老化后，测量腻

子表面的颜色变化，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黄风险的大小，

所述步骤a)中所述溶剂是水和/或乙醇；

步骤b)中所述老化包括自然老化和/或加速老化；

所述自然老化的方式为将浸出液放置老化；

所述加速老化的方式为光照和/或加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化学建材选自环氧树脂胶粘

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固体中含有固化后的环氧树脂胶粘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是在符合给定的温度和湿

度条件下将待测固体浸渍于溶剂中24h～7d，得到浸出液；或

将待测化学建材在鼓风干燥箱中40～80℃固化3h～10h后，将固化后的待测化学建材

浸渍于溶剂中8h～7d，得到浸出液；所述化学建材选自环氧树脂胶粘剂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的溶剂是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要求的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进行加速老化为将步骤

a)中所得浸出液置于试验箱中进行老化；

或者所述进行加速老化是将涂覆了腻子的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置于试验箱中，采

用紫外照射腻子表面的方式进行老化。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进行加速老化包括以下步骤：

b1)将步骤a)中所得浸出液置于给定材质和厚度的密封玻璃容器中后，放置在样品架

上；或者将涂覆了腻子的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放置在样品架上；

b2)在带有辐射计的老化机中进行荧光紫外老化和热老化等人工加速老化，保持黑板

温度(60±3)℃、辐照度为0.68W/m2，连续老化≥24h；即得到老化后浸出液。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

度的方法为目视法和/或仪器测量法；

所述测量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的方法为目视法和/或白度计测量法；

所述目视法采用GB/T  9282.1-2008、GB/T3143-1982或GB/T  24148.8-2014中的方法；

所述仪器测量法符合GB/T  6324.6-2014中6的要求，所采用的仪器符合GB/T  6324.6-

2014中5的要求；或者所述仪器测量法采用GB/T4928-2008《啤酒分析方法》中5.6章的比色

计法和/或分光光度计法。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

度为黄色指数YI；测定的仪器符合HG/T  3862-2006(2012)中五的要求；测定方法符合HG/T 

3862-2006(2012)中六的要求；结果计算和表示方法符合HG/T  3862-2006(2012)中七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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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

度采用罗维朋比色计按照GB/T  22460-2008《动植物油脂罗维朋色泽的测定进行测量》中合

适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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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学建材透黄风险评价的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含有易黄变可迁移有机物的固体材料造成透黄风险的评价的检

测方法，属于建筑材料检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室内涂料表面透黄是实际应用中不希望产生的现象。

[0003] 环氧树脂接缝胶由环氧树脂(A组分)与多元胺类固化剂(B组分)组成，主要用于室

内装修中的水泥砂浆、木材、硅酸钙板、石膏板等建筑材料拼接缝处的填充与修补，能有效

防止接缝处开裂，施工简易并且其抗裂防裂效果大大优于其它材料。

[0004] 环氧树脂接缝胶中可能存在容易渗透出的易黄变物质，这些物质会随水经过腻子

层迁移到涂料外表面而造成透黄污染。由于产品施工条件、干燥条件、应用环境不同，不可

能完全判断实际应用中透黄情况。

[0005]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环氧树脂接缝胶中易黄变有机物析出稳定性的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化学建材透黄风险的评价方法，该方法通过采

用荧光紫外照射和/或加热方式对其浸出液进行人工加速老化处理后，再进行测定，解决了

长期以来由于产品施工条件、干燥条件、应用环境不同，无法完全判断实际应用中透黄情况

的问题；并大幅提高了易黄变物质的检测灵敏度和精度和评价环氧树脂接缝胶透黄风险的

灵敏度和精度。

[0007] 所述化学建材透黄风险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将溶剂与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接触，得到浸出液；

[0009] b)将步骤a)所得浸出液进行老化，得到老化后浸出液；

[0010] c)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

黄风险的大小；

[0011] 或者，所述化学建材透黄风险的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将腻子涂在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表面，放置不少于3d后进行加速老化后，测

量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黄情况风险的

大小。

[0013] 所述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既可以由待测化学建材制备得到，也可以由待测

化学建材和其他没有透黄风险的材料制备得到。

[0014] 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或者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越大，固体中化学建材易黄变有机

物析出造成的透黄污染的程度越高，其透黄风险越大；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越小，其透黄风

险越小。比如，当化学建材是环氧树脂接缝胶时，当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或者腻子表面的颜

色变化越大，其析出造成的透黄污染的程度越大，透黄风险越大；当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或

者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越小，其析出造成的透黄污染的程度越小，透黄风险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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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待测化学建材选自环氧树脂胶粘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

固体中含有固化后的环氧树脂胶粘剂。优选地，所述固化后的环氧树脂胶粘剂由含有环氧

树脂和多元胺类固化剂的原料混合固化后得到。优选地，所述待测化学建材为环氧树脂接

缝胶。用水或有机溶剂浸泡已固化规定时间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接缝胶试块，采用荧光紫

外照射和加热方式对其浸出液进行人工加速老化处理，在测色仪上测定浸出液的铂-钴色

度，以测定结果评估环氧树脂接缝胶的透黄风险。

[001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步骤a)是在符合给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将含有待测化

学建材的固体材料浸渍于溶剂中24h～7d。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给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是在商定的试验环境条件下，如标准条件：温度(23±2)℃，相对湿度(50±5)％。将含有待

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材料浸渍于溶剂中48h～96h，得到浸出液。

[0017] 作为一种快速测定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a)是将待测化学建材在鼓风干燥箱中40

～80℃固化3h～10h后，将固化后的待测化学建材浸渍于溶剂中8h～7d，得到浸出液；所述

化学建材选自环氧树脂胶粘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8] 优选地，步骤a)所述溶剂是水和/或有机溶剂。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步骤a)中所述

溶剂是水和/或乙醇。再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步骤a)中的溶剂是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要

求的水。

[0019] 优选地，步骤b)中所述老化包括自然老化和/或加速老化；

[0020] 所述自然老化的方式为将浸出液放置老化；

[0021] 所述加速老化的方式为光照和/或加热。

[002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自然老化是将浸出液至于室温下，老化30～180天。

[002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步骤b)中所述进行加速老化为将步骤a)中所得浸出液置于试

验箱中进行老化；

[0024] 或者所述进行加速老化是将涂覆了腻子的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置于试验箱

中，采用紫外照射腻子表面的方式进行老化。

[0025] 所述试验箱包括荧光紫外灯管、加热水槽或喷嘴和样品架、辐射计；试验箱符合

GB/T  23983-2009中4.1的要求；

[0026] 所述荧光紫外灯管符合GB/T  23983-2009中4.2的要求。

[0027] 优选地，所述进行加速老化包括以下步骤：

[0028] b1)将步骤a)中所得浸出液置于给定材质和厚度的密封玻璃容器中后，放置在样

品架上；或者将涂覆了腻子的含有待测化学建材的固体，放置在样品架上；

[0029] b2)在带有辐射计的老化机中进行荧光紫外老化和热老化等人工加速老化，保持

黑板温度(60±3)℃、辐照度为0.68W/m2，连续老化≥24h；即得到老化后浸出液。

[0030]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给定材质和厚度的密封玻璃容器中所述的给定材质为八

一料硬质玻璃，厚度为1mm。

[0031]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的方法为仪器测量法

和/或目视法。

[003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测量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的方法为目视法和/或白度计

测量法。

[003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目视法采用GB/T  9282.1-2008、GB/T3143-1982或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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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8.8-2014中的方法。

[0034]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的方法是采用GB/

T4928-2008《啤酒分析方法》中5.6章的第一法(比色计法)和/或第二法(分光光度计法)。

[0035]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仪器测量法中所采用的仪器符合GB/T  6324.6-2014中5

的要求，测定方法符合GB/T  6324.6-2014中6的要求。

[003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为黄色指数YI；测定

的仪器符合HG/T  3862-2006(2012)中五的要求；测定方法符合HG/T  3862-2006(2012)中六

的要求；结果计算和表示方法符合HG/T  3862-2006(2012)中七的要求。

[0037]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步骤c)中所述测定老化后浸出液的色度采用罗维朋比色计进

行测量。

[0038] 采用GB/T4928-2008《啤酒分析方法》中5.6章的第一法(比色计法)和第二法(分光

光度计法)。

[003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化学建材透黄风险的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将腻子涂在含有化学建材的固体表面，放置不少于3d后进行加速老化后，测量腻

子表面的颜色变化，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的大小反映了化学建材出现透黄风险的大小。

[0041] 优选地，所述化学建材选自环氧树脂接缝胶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环氧树脂接缝胶

透黄风险的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i)将环氧树脂接缝胶涂在基材上，厚度为3mm～7mm，在标准环境下放置12～36h；

[0043] ii)在环氧树脂接缝胶表面涂覆一层腻子，厚度为1mm～3mm，在标准环境下放置3

～10d；

[0044] iii)采用紫外光照射不少于2h后，得到加速老化后的待测腻子；

[0045] iv)采用目视法和/或白度计测量法测量和对比加速老化后的待测腻子与直接涂

覆在基材上的腻子的颜色差异，判断环氧树脂出现透黄风险的大小。

[0046] 标准环境：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0047] 本申请中，接缝的定义参见GB/T  14682-2006《建筑密封材料术语》中2.3.9章“接

缝在建筑结构中，两个或更多相邻表面之间预留或装配形成的间隙”，用于室内装修中的水

泥砂浆、木材、硅酸钙板、石膏板等建筑材料拼接缝处的填充与修补，能有效防止接缝处开

裂的物质为环氧树脂接缝胶。

[0048] 本申请的有益效果包括但不限于：

[0049] (1)本申请所提供的评价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由于环氧接缝胶等化学建材产品

施工条件、干燥条件、应用环境不同，无法完全判断实际应用中透黄情况的问题。有效解决

长期以来制约接缝胶行业发展的疑难质量争议问题，结合试验数据给出了质量评价方法。

[0050] (2)本申请所提供的评价方法，用加速方式模拟来评价环氧树脂接缝胶中可能渗

透出的易黄变物质随水经过腻子层迁移到涂料外表面而造成透黄污染的可能性。易透黄化

学建材的配方设计和生产过程采用该检测方法进行质量控制可以有效避免产品出现透黄

污染情况。

[0051] (3)本申请所提供的评价方法，大幅提高了易黄变物质的检测灵敏度和精度和评

价环氧树脂接缝胶透黄风险的灵敏度和精度。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7192672 B

6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结合实施例详述本申请，但本申请并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53] 实施例中，所采用的仪器和试剂如下：

[0054] 仪器设备

[0055] 干相(无凝露)荧光紫外老化机：应符合GB/T  23983-2009中4.1要求，装有试验箱、

UVA(340)荧光紫外灯管、加热管和样品架、辐射计、灯管。灯管应符合GB/T  23983-2009中

4.2要求。作为一种优选的方式，实施例中采用美国Q-LAB公司型号为QUV/SPRAY的加速耐候

试验机。

[0056] 分光色度仪:双光路设计，波长范围360～780nm，波长间隔10nm，带有校准数据的

白板绿板和钕镨滤色片。作为一种优选的方式，实施例中采用美国HunterLab公司生产的

ColorQuest  XE全自动测色色差计，为双光束闪光氙灯光谱光度计，波长范围400-700nm。

[0057] 高速离心机：转速不低于4000r/min。作为一种优选的方式，实施例中采用江苏大

地自动化仪器厂生产的80-2型离心机。

[0058] 可调转速分散机：最高转速不低于600r/min，装配有直径为55mm的分散盘。作为一

种实施方式，实施例中采用上海现代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SFJ  400砂磨分散搅拌多用

机。

[0059] 高速行星式搅拌机：最高转速不低于2000r/min。

[0060] 实验器具

[0061] 50mL具塞玻璃试管：装去离子水后铂-钴色度值测定值不超过5.0。

[0062] 未涂脱模剂的清洁塑料圆型样品模。

[0063] 尼龙滤网：300目。

[0064] 其他：刮刀、25mL移液管。

[0065] 材料和试剂

[0066] 所用水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的要求。

[0067] 标准铂-钴对比溶液及标准样品：应符合GB/T  6324.6-20146.1要求。

[0068] 待测样品环氧树脂A/B胶中，环氧树脂接缝胶主剂A组分：购自南亚环氧树脂(昆

山)有限公司；环氧树脂接缝胶固化剂B组分：购自厦门百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0069] 实施例1待测样品的制备

[0070] 1、胶块的制备

[0071] (1)称样

[0072] 按产品说明比例准确称取环氧树脂接缝胶A组分和B组分(B组分比例如为范围时

取最大值)，样品总量为(300±50)g。

[0073] (2)样品混合

[0074] 样品混合可采用行星式搅拌机或者可调转速分散机，具体步骤为：

[0075] 行星式搅拌机法

[0076] 样品装入样品罐内，置于行星式搅拌机内以1000-1500r/min速度运行30s后取出。

可适当提高速度或延长搅拌时间，以保证A组分和B组分充分混合均匀。

[0077] 可调转速分散机法

[0078] 样品装入样品罐中，用可调转速分散机以400r/min混合均匀8min后取出。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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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速度或延长搅拌时间，以保证A组分和B组分充分混合均匀。

[0079] (3)胶块成型

[0080] 将混合后的样品均匀填入圆型样品模，制备5个直径80mm，高度4mm的一组平行样

品胶块，分别在样品编号后面加入-1、-2、-3、-4和-5标记，如样品1#的样品组，可分别记为

样品1#-1、样品1#-2、样品1#-3、样品1#-4和1#-5。

[0081] 待测样品的编号与样品混合方式的关系如表1所示。

[0082] 表1

[0083]

[0084] 实施例2透黄风险的检测(加速老化)

[0085] (1)样品胶块浸出液的制备

[0086] 将样品胶块置于温度(23±2)℃，相对湿度(50±5)％的标准试验环境条件下养护

48h后，小心将胶块从塑料样品模完好脱出装入合适清洁容器中，加入35mL去离子水后密闭

容器开口。在温度(23±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48h后，用无纺布滤网过滤除去浸

出液中可见机械杂质。每个样品胶块的全部浸出液分别装入一只50mL具塞玻璃试管中。

[0087] (2)浸出液人工加速老化

[0088] 将装有浸出液的具塞玻璃试管固定在荧光紫外老化机试验箱中的样品架上，确保

光源能完全透射过具塞玻璃试管中的全部浸出液。将试验区的其他空间用不透光的空白板

填满。

[0089] 开启荧光紫外老化机，用UVA(340)荧光紫外灯管作为光源，保持黑板温度为(60±

3)℃、辐照度为0.68W/m2，加温连续光照168h。

[0090] (3)老化后浸出液色度的测定

[0091] 试验结束后将具塞玻璃试管从样品架上取下，2h内将老化后浸出液冷却至室温。

将浸出液用离心机离心至澄清。预热测色仪2h，用标准铂-钴对比溶液校正测色仪。

[0092] 取适量2h内冷却至室温的老化后浸出液装入光路长度为10mm的比色皿，依据GB/T 

6324.6-2014测定浸出液的铂-钴色度。

[0093] 以每份老化后浸出液样品2次测定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平行样品的实测值。

结果如表2所示。4个平行样品实测值的相对标准偏差不超过15％，以4个平行样品实测值的

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取整数作为最终结果。

[0094]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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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当环氧树脂接缝胶主剂A组分相同、主剂A组分与固化剂B组

分比例相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类型固化剂的样品，其易黄变有机物析出物质黄变程度的

不同：样品3#容易出现透黄现象，样品1#基本上不会出现现象，样品2#出现透黄的风险居中。

这样的测试结果，与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反馈的数据相一致：采用酯环胺固化剂的环氧树

脂A/B接缝胶的透黄发生率最低，透黄风险小；采用聚醚胺固化剂的环氧树脂A/B接缝胶的

透黄发生率其次；采用脂肪胺固化剂的环氧树脂A/B接缝胶的透黄发生率最高，透黄风险

大。

[0097] 从该检测方法的数据上看，样品1#的色度值最小，黄色最浅。样品3#的色度值最大，

黄色最深。这和用户反馈的实践证明的情况相一致，也和理论解释相一致。从配方角度看，

样品1#的耐水性最好，含有易黄变可迁移物质最少，透黄风险小。样品3#的耐水性最差，含有

易黄变可迁移物质最多，透黄风险大。

[0098] 实施例3透黄风险的检测(自然老化)

[0099] 具体步骤和方法同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步骤(2)浸出液人工加速老化改成自

然老化，将浸出液于温度(23±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180天，测试典型地点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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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福州市市区，典型时间为公历5月份。

[0100] 所得的测试结果与实施例2中所得结果一致，样品1#的色度值最小，黄色最浅，透

黄风险小。样品3#的色度值最大，黄色最深，透黄风险大。

[0101] 实施例4腻子加速老化法

[0102] 接缝胶A、B组份按比例搅拌混合均匀后，刮涂在100×50×10mm的板材上，厚度约

为5mm。成型试件在标准环境下放置24h后于胶层上刮涂一层腻子(其配方为白水泥100，灰

钙50，白石粉/双飞粉850，甲基纤维素醚3，乳胶粉0～15，加入40％左右的清水中用机器或

人工搅拌均匀成膏状体待用)，厚度约为2mm，放入温度23℃，湿度80％调湿箱中，7d后取出。

在带有25W紫外灯管的耐黄变箱中距离20cm照射6h。取出后和未先刮涂接缝胶只刮涂一层

腻子的试板相比，观察期表面是否有黄色物质析出。

[0103] 样品1#测试结果：表面未明显发现黄色物质析出。

[0104] 样品2#测试结果：表面发现有轻微黄色物质析出。

[0105] 样品3#测试结果：表面发现有轻微黄色物质析出。

[0106] 也可采用色差计或白度计仪器方法等测量腻子表面的颜色变化情况来描述试验

结果。

[0107] 从以上方法可以看出，采用腻子加速老化的方法，也可以进行化学建材中易黄变

有机物析出物质黄变程度的检测，其测定灵敏度和精度低于测定浸出液的方法。

[0108]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几个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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