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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气 净 化 用 竹 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净化用竹炭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净化空气中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气体(TVOC)等有害气体用竹炭,本标准不适用

于经过特殊加工的空气净化用竹炭,如各种改性的竹炭。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空气净化用竹炭 bamboocharcoalforair-purification
竹材在高温并限制性通入氧气(或隔绝氧气)的条件下通过热解而得到的黑色固体。

2.2 
固定碳 fixedcarbon
竹炭在高温下灼烧后剩余的有效碳素。

2.3 
吸附率 formaldehydeadsorptionrate
一定质量的干燥试样置于充满被吸附气体的吸附仪中,于20℃下恒温吸附24h,试样的增重占原试

样质量的百分数。

3 要求

3.1 外观:黑色、无臭、无味、不定型固体。

3.2 空气净化用竹炭分为一级品、二级品,共计两个级别。

3.3 各级空气净化用竹炭应符合表1规定的要求。

表1 空气净化用竹炭质量技术指标要求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一级 二级

水分含量 ≤ % 9.00 11.00

灰分含量 ≤ % 4.00 6.00

固定碳含量 ≥ % 85.00 75.00

甲醛吸附率 ≥
% 10.00 8.00

mg/g 100.00 80.00

苯吸附率 ≥
% 6.00 5.00

mg/g 60.00 50.00

TVOC吸附率 ≥
% 4.00 3.00

mg/g 4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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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验方法

4.1 水分含量的测定

4.1.1 方法提要

一定质量的试样,在(105±5)℃下干燥至恒重,以质量减少量占原试样质量的百分数作为水分

含量。

4.1.2 仪器

4.1.2.1 电热恒温干燥箱,带有自动调温装置,并附有鼓风机或自然通风装置。

4.1.2.2 分析天平,感量0.1mg。

4.1.2.3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未潮解的块状氯化钙或硅胶)。

4.1.2.4 称量瓶,70mm×35mm。

4.1.3 操作方法

称取1g~5g(称准至0.5mg)试样,要求颗粒小于1mm(过18目筛),放入预先干燥至恒重的称

量瓶中,试样在称量瓶底面厚度均匀。置于温度调节至(105±5)℃的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3h~
4h,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到室温(大约需30min)后称量。

然后进行检查性试验,每次干燥时间为30min,直到试样的减量小于0.0050g或质量增加时为

止,在后一种情况下,应采用增重前的一次质量作为计算的依据。

4.1.4 结果计算

空气净化用竹炭水分含量测定结果按式(1)计算:

w=m-m1

m-m2
×100% …………………………(1)

  式中:

w———试样的水分含量,%;

m———干燥前试样加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干燥后试样加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4.1.5 允许误差

水分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2%。

4.2 灰分含量的测定

4.2.1 方法提要

一定质量的试样于(800±20)℃下,灼烧至恒重(冷却后称重),以残留物的质量占原试样质量的百

分数表示灰分含量。

4.2.2 仪器

4.2.2.1 高温电炉,带有能保持(800±20)℃的调温装置,附有热电偶和高温表。

4.2.2.2 带盖瓷坩埚,30mL。

4.2.2.3 分析天平,感量0.1mg。

4.2.2.4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未潮解的块状氯化钙或硅胶)。

4.2.3 操作方法

将符合规格的瓷坩埚置于(800±20)℃高温电炉中灼烧至恒重,将坩埚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大约需30min),称量(称准至0.1mg)。再称取经粉碎至全部通过0.25mm(60目)筛的干燥试样1g
(称准至0.1mg),置于已恒重的瓷坩埚中,并送入温度不超过300℃的高温电炉中,打开坩埚盖,缓慢

升到500℃,并保持30min,继续升高温度,在(800±20)℃的条件下灼烧3h~4h。取出坩埚置于瓷板

上,盖上坩埚盖,在空气中冷却约5min后,放入干燥器,冷却到室温,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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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检查性灼烧,每次灼烧30min,直到试样的减量小于0.0010g或者质量增加时为止,在
后一种情况下,应采用增重前的一次质量作为计算的依据。

4.2.4 结果计算

空气净化用竹炭灰分含量测定结果按式(2)计算:

A=m2-m1

m ×100% …………………………(2)

  式中:

A———试样的灰分含量,%;

m2———灰分和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4.2.5 允许误差

灰分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3%。

4.3 挥发分含量的测定

4.3.1 方法提要

一定质量的试样,在(850±20)℃的温度下,隔绝空气加热7min,以所失去的质量占原试样质量的

百分数表示挥发分含量。实验中如果发现有明显的火星时,则应重做。

4.3.2 仪器

4.3.2.1 瓷坩埚:高40mm,上口直径30mm,底外径18mm,盖外径35mm,槽外径29mm,外槽深

4mm。

4.3.2.2 高温电炉:带有能保持(850±20)℃的调温装置。

4.3.2.3 坩埚架:由镍铬丝制成,其大小以放入高温炉中的坩埚不超过恒温区为限,并使放在坩埚架上

的坩埚底部距炉底10mm~15mm。

4.3.2.4 分析天平,感量0.1mg。

4.3.2.5 秒表或定时钟。

4.3.2.6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未潮解的块状氯化钙或硅胶)。

4.3.3 操作方法

称取经粉碎至全部通过0.25mm(60目)筛子的干燥试样1g(称准至0.1mg),置于已于(850±
20)℃烧至恒重的瓷坩埚中,将坩埚盖好,轻轻振动以使试样铺平,放在坩埚架上。然后,迅速送入事先

加热到850℃的高温电炉中,使坩埚位于热电偶测点的上方或下方,继续加热7min。开始时炉温下

降,但在3min内应恢复到(850±20)℃,如发现有明显火星,则应重做。
最后,取出坩埚置于瓷板上,在空气中冷却5min后,放入干燥器冷却到室温,称重。

4.3.4 结果计算

空气净化用竹炭挥发分含量测定结果按式(3)计算:

V=m1-m2

m1
×100% …………………………(3)

  式中:

V———试样的挥发分含量,%;

m1———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试样加热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4.3.5 允许误差

挥发分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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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固定碳含量的测定

4.4.1 方法提要

固定碳含量以经过干燥后的竹炭质量,减去其所含灰分含量及挥发分含量来计算。

4.4.2 仪器

4.4.2.1 灰分测定用仪器,同4.2.2。

4.4.2.2 挥发分测定用仪器,同4.3.2。

4.4.3 操作方法

4.4.3.1 将分析试样粉碎到全部通过0.25mm(60目)的筛子,在102℃~105℃下干燥至恒重。试

样质量不得少于30g,供测试灰分和挥发分使用。

4.4.3.2 灰分测定的操作方法同4.2.3。

4.4.3.3 挥发分测定的操作方法同4.3.3。

4.4.4 结果计算

空气净化用竹炭固定碳含量测定结果按式(4)计算:

C=100-(A+V) …………………………(4)

  式中:

C———固定碳含量,%;

A———试样的灰分含量(计算方法见4.2.4),%;

V———试样的挥发分含量(计算方法见4.3.4),%。

4.4.5 允许误差

固定碳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5%。

4.5 甲醛吸附率的测定

4.5.1 方法提要

一定质量的干燥试样置于充满甲醛气体的吸附仪中,于20℃下恒温吸附24h,以试样的增重占原

试样质量的百分数表示竹炭对甲醛的吸附率。

4.5.2 试剂

甲醛,分析纯。

4.5.3 仪器

4.5.3.1 竹炭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如图1所示)。
单位为毫米

  1———吸附仪中的指定位置;

2———格栅。

图1 竹炭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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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 电热恒温干燥箱,带有自动调温装置,并附有鼓风机或自然通风装置。

4.5.3.3 气候箱,1m3。

4.5.3.4 称量瓶,60mm×30mm。

4.5.3.5 分析天平,感量0.1mg。

4.5.3.6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未潮解的块状氯化钙或硅胶)。

4.5.4 操作方法

称取经粉碎至全部通过0.25mm(60目)筛子的干燥试样1g(称准至0.1mg),放入预先恒重的称

量瓶中,试样在称量瓶的底面厚度要均匀。
然后将装有甲醛的称量瓶置于吸附仪底部指定位置,甲醛的挥发量应大于试样的吸附量。同时将

装试样的称量瓶放入吸附仪的格栅上,并将吸附仪置于20℃的气候箱中恒温吸附24h,待测。同时做

空白试验。

4.5.5 结果计算

4.5.5.1 甲醛吸附率可以%表示,按式(5)计算:

X=m2-m1-m3

m ×100% …………………………(5)

  式中:

X———竹炭对甲醛的吸附率,%;

m1———吸附前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吸附24h后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空白试验增重,单位为克(g);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4.5.5.2 甲醛吸附率可以mg/g为单位表示,按式(6)计算:

B=X×10 …………………………(6)

  式中:

B———竹炭对甲醛的吸附率,单位为毫克每克(mg/g);

X———竹炭对甲醛的吸附率,%。

4.5.6 允许误差

甲醛吸附率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5%。

4.6 苯吸附率的测定

4.6.1 方法提要

一定质量的干燥试样置于充满苯的吸附仪中,于20℃下恒温吸附24h,以试样的增重占原试样质

量的百分数表示吸附率。

4.6.2 试剂

苯,分析纯。

4.6.3 仪器

4.6.3.1 竹炭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如图1所示)。

4.6.3.2 电热恒温干燥箱,带有自动调温装置,并附有鼓风机或自然通风装置。

4.6.3.3 气候箱,1m3。

4.6.3.4 称量瓶,60mm×30mm。

4.6.3.5 分析天平,感量0.1mg。

4.6.3.6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未潮解的块状氯化钙或硅胶)。

4.6.4 操作方法

称取经粉碎至全部通过0.25mm(60目)筛子的干燥试样1g(称准至0.1mg),放入预先恒重的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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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瓶中,试样在称量瓶的底面厚度要均匀。
然后将装有苯的称量瓶置于竹炭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底部的指定位置,苯的挥发量应大于试样的

吸附量。同时将装试样的称量瓶放入吸附仪的格栅上,并将干吸附仪置于20℃的气候箱中恒温吸附

24h待测,同时做空白试验。
4.6.5 结果计算

4.6.5.1 苯吸附率可以%表示,按式(7)计算:

X=m2-m1-m3

m ×100% …………………………(7)

  式中:

X———竹炭对苯的吸附率,%;
m1———吸附前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吸附24h后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空白试验增重,单位为克(g);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4.6.5.2 苯吸附率可以mg/g为单位表示,按式(8)计算:

B=X×10 …………………………(8)

  式中:

B———竹炭对苯的吸附率,单位为毫克每克(mg/g);

X———竹炭对苯的吸附率,%。
4.6.6 允许误差

苯吸附率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4%。
4.7 TVOC吸附率的测定

4.7.1 方法提要

一定质量的干燥试样置于充满总挥发性有机气体的吸附仪中,于20℃下恒温吸附24h,以试样的

增重占原试样质量的百分数表示吸附率。
4.7.2 试剂及其制备

4.7.2.1 氨水,分析纯。
4.7.2.2 苯,分析纯。

4.7.2.3 甲苯,分析纯。

4.7.2.4 二甲苯,分析纯。

4.7.2.5 乙苯,分析纯。

4.7.2.6 乙酸乙酯,分析纯。

4.7.2.7 苯乙烯,分析纯。

4.7.2.8 总挥发性有机物试验液的配制:将氨水、苯、甲苯、二甲苯、乙苯、乙酸乙酯、苯乙烯按等体积比

混合制成。
4.7.3 仪器

4.7.3.1 竹炭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如图1所示)。
4.7.3.2 电热恒温干燥箱,带有自动调温装置,并附有鼓风机或自然通风装置。
4.7.3.3 气候箱,1m3。
4.7.3.4 称量瓶,60mm×30mm。

4.7.3.5 分析天平,感量0.1mg。

4.7.3.6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未潮解的块状氯化钙或硅胶)。
4.7.4 操作方法

称取经粉碎至全部通过0.25mm(60目)筛子的干燥试样1g(称准至0.1mg),放入预先恒重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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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瓶中,试样在称量瓶的底面厚度要均匀。然后将装有挥发性有机试验液的称量瓶置于竹炭气体吸附

专用测定仪底部指定位置,有机气体的挥发量应大于试样的吸附量。同时将装试样的称量瓶放入竹炭

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的格栅上,并将竹炭气体吸附专用测定仪置于20℃的气候箱中恒温吸附24h待

测。同时做空白试验。

4.7.5 结果计算

4.7.5.1 TVOC吸附率可以%表示,按式(9)计算:

X=m2-m1-m3

m ×100% …………………………(9)

  式中:

X———竹炭对TVOC的吸附率,%;

m1———吸附前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吸附24h后试样和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空白试验增重,单位为克(g);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4.7.5.2 TVOC吸附率可以mg/g为单位表示,按式(10)计算:

B=X×10 …………………………(10)

  式中:

B———竹炭对TVOC的吸附率,单位为毫克每克(mg/g);

X———竹炭对TVOC的吸附率,%。

4.7.6 允许误差

TVOC吸附率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误差不得超过0.3%。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类

5.1.1 出厂检验

5.1.1.1 空气净化用竹炭产品应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经工厂检验部门进行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

合格证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为:水分含量、甲醛吸附率、苯吸附率、TVOC吸附率。

5.1.1.2 客户要求时,固定碳含量可列入出厂检验项目。

5.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第3章表1所列的全部检验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动时;

b) 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两个月不少于一次;

d) 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5.2 级别的判定

5.2.1 各级空气净化用竹炭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多点采样进行检验,
重新检验的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判该级别的整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5.2.2 若供需双方对检验结果发生异议需仲裁时,可由双方协议选定国家认可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仲裁应按本标准规定的检验规则和检验方法进行。

5.3 批次及批号

5.3.1 生产当日0时至24时收集的空气净化用竹炭为一批次。

5.3.2 批号用九位数字表示,前面六位数分别代表年、月、日,末尾三位数代表生产当日0时至24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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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空气净化用竹炭的流水编号(001~999)。
示例:批号080808001,表示这是2008年8月8日生产的第一炉空气净化用竹炭。

5.4 取样方法

5.4.1 空气净化用竹炭的检验按同一批次任意抽检,每个抽检质量不少于1000g。

5.4.2 散装运输时,于装卸之始、中间和最后阶段分三次按总量的3%~5%均分采样,汇集后混合均

匀,按四分法缩分取总样品。包装运输时,在垛高1/4或3/4处的两个水平面上各取三点,按总包装件

数的3%~5%均分整包采样(取样点距离表面至少0.5m),汇集后混合均匀,按四分法缩分取总样品。

5.4.3 总样品用于检验时,均匀混合,立即均分后,分别装入三个清洁干燥的广口瓶内,随即贴上标签。
标签内容包括:样品名称及样品编号、生产单位、炭种、批号、等级、采样日期、采样人姓名。然后一瓶供

作分析试验,一瓶供作水分含量测定,一瓶保存两个月以备复检和仲裁分析用。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6.1.1 产品包装上应有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本标准编号、批号、净重、级别、厂名、厂址、
出厂日期。

6.1.2 用于出口的空气净化用竹炭产品按照出口要求进行标志。

6.2 包装

空气净化用竹炭包装的内层应密封防潮,并加以适当的外包装,也可根据用户需求并经双方协商,
采用其他形式包装。

6.3 运输

运输中应防雨淋、积雪、冰冻等,注意轻装、轻卸,如系软包装不得用铁钩拖运。

6.4 贮存

空气净化用竹炭应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远离火源并防止日晒雨淋,库房内不应有任何

有毒、有害气体。新烧制的竹炭摊放三天后再进行包装、堆集、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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