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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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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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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委员会解释。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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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四氟乙烯共聚物]管
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超纯水和超纯液态化学品的输送用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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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282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804.1 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 第1部分：试验方法总则 
GB/T 8806-2008 塑料管道系统 塑料部件 尺寸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纯水（Ultrapure water） 

最大单个金属和阴离子杂质含量≤0.1 μg/kg，活性二氧化硅≤1 μg/kg，总有机碳≤10 μg/kg，非挥发

性残留物≤100 μg/kg，电阻率≥18.2 MΩ·cm的水。 

4 要求 

4.1 尺寸规格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应符合表1和表2的规定。 

表1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公制） 

单位为毫米（mm） 

尺寸 
（外径×内径） 

外径 壁厚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3*2 3.00 

±0.10 
0.50 ±0.05 

4*3 4.00 
4*2.5 4.00 0.75 ±0.05 
6*4 6.00 1.00 ±0.06 
8*6 8.00 

±0.12 1.00 ±0.10 
10*8 10.00 

12*10 12.00 
14*12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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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公制）（续） 

尺寸 
（外径×内径） 

外径 壁厚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19*16 19.00 ±0.12 
1.50 ±0.15 

25*22 25.00 
±0.15 

28*24 28.00 2.00 ±0.15 

表2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英制） 

单位为毫米（mm） 

规格 尺寸 
（外径×内径） 

外径 壁厚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1/8 英寸管 
3.18*1.59 3.18 

±0.10 

0.79 ±0.05 
3.18*2.18 3.18 0.50 ±0.05 

1/4 英寸管 
6.35*4.35 6.35 1.00 ±0.06 
6.35*3.95 6.35 1.20 ±0.10 
6.35*3.15 6.35 1.60 ±0.15 

3/8 英寸管 
9.53*6.35 9.53 ±0.12 1.59 ±0.10 
9.53*7.53 9.53 ±0.15 1.00 ±0.15 

1/2 英寸管 12.70*9.53 12.70 ±0.12 
1.59 ±0.10 3/4 英寸管 19.05*15.88 19.05 ±0.12 

1 英寸管 25.4*22.22 25.40 ±0.15 
5/4 英寸管 31.8*28.0 31.80 ±0.25 1.90 ±0.20 

1-1/4 英寸管 31.8*28.6 31.80 ±0.38 1.60 ±0.15 
1-1/2 英寸管 38.1*33.7 38.10 

±0.25 
2.20 ±0.20 

2 英寸管 50.8*45.6 50.80 2.60 ±0.20 

4.2 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3、表4和表5的规定。 

表3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外观 外观完好，无脏污、黑点、破损 

总有机碳含量，μg/m2 ≤2000 
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μm Ra max≤0.25 
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μm Ra max≤0.45 

金属离子析出量 符合表4规定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 符合表5规定 

表4 金属离子析出要求 

项目 金属离子析出量（μg/m2） 
铝（Al） ≤1 
砷（As） ≤1 
锑（Sb） ≤1 
钡（Ba） ≤2 
硼（B） ≤20 
镉（Cd） ≤1 
钙（Ca） ≤2 
铬（Cr） ≤1 
铜（C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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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金属离子析出要求（续） 

项目 金属离子析出量（μg/m2） 
铁（Fe） ≤1 
铅（Pb） ≤1 
锂（Li） ≤1 
镁（Mg） ≤1 
锰（Mn） ≤1 
镍（Ni） ≤1 
钾（K） ≤2 
钠（Na） ≤1 
锶（Sr） ≤0.5 
钛（Ti） ≤1 
锡（Sn） ≤1 
钒（V） ≤1 
锌（Zn） ≤1 

表5 非金属离子析出要求 

项目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μg/m2） 
NH4+ ≤10 
Br- ≤10 
Cl- ≤30 
F- <6000 

NO3- <100 
NO2- <10 
PO43- <10 
SO42- <30 

5 试验方法 

警示——本文件规定的一些试验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使用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防护措

施。 

5.1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超纯水。分析所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

均按GB/T 601、GB/T 603的规定制备。分析所用的PFA器皿在使用前均需浸泡于5%的盐酸或硝酸溶液

中。 

5.1.1 外径的测量 

按照GB/T 8806-2008中5.3的相关规定进行测量。 

5.1.2 壁厚的测量 

按照GB/T 8806-2008中5.2的相关规定进行测量。 

5.2 外观的测定 

在自然光下观察。 

5.3 总有机碳含量的测定 

5.3.1 方法提要 

将样品浸泡处理后，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使用非色散红外吸收TOC分析仪检测，以标准曲线法

定量。所有操作均在百级实验室中进行。 

5.3.2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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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烧杯； 
PFA试剂瓶； 
PFA硅胶头吸管； 
恒温水浴箱； 
水浴槽； 
Milli-Q超纯水机； 
非色散红外吸收TOC分析仪。 
分析天平：精确至0.0001 g。 

5.3.3 试剂 

37%盐酸：高纯试剂（单一金属杂质≤10 ng/kg）； 
邻苯二甲酸氢钾：优级纯； 
无水碳酸钠：优级纯； 
碳酸氢钠：优级纯； 
氢氧化钠：优级纯。 

5.3.4 分析步骤 

5.3.4.1 以 37%盐酸为浸泡液（仲裁法） 

5.3.4.1.1 空白溶液的制备 

配置10 g/kg氢氧化钠溶液备用。 
移取4 g 37%盐酸转移至烧杯中，置于水浴槽中加热至近干，冷却至室温，移取2 g水至烧杯中溶

解其中残留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7，再加水至4 g，摇匀，制得空白溶液。所有称量精确至

0.0001g。空白溶液中的总有机碳含量应小于表3中总有机碳含量指标的10%。 

5.3.4.1.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次。

用37%盐酸溶液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双层真空塑料袋密封整个样品管，

置于85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

温。将管中的浸出液转移至PFA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1。 
移取4 g浸出液转移至PFA烧杯中，置于水浴槽中加热至近干，冷却至室温。移取2g水至烧杯中溶

解其中残留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7，再加水至4 g，摇匀，制得样品溶液。所有称量精确至

0.0001g。 

5.3.4.2 以超纯水为浸泡液 

空白溶液为超纯水。 
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超纯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

次。用超纯水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双层真空塑料袋密封整个样品管，

置于85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

温。将管中的浸出液转移至PFA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2，浸出液即为样品溶液。 

5.3.4.3 TOC 仪器校准 

5.3.4.3.1 有机碳标准贮备液（400 mg/kg） 

将邻苯二甲酸氢钾置于110 ℃～120 ℃烘箱中干燥至恒重，冷却至室温，准确称取85.0 mg（精确

至0.1 mg）邻苯二甲酸氢钾置于烧杯中，加水溶解，继续加水至100 g（精确至0.0001 g），混匀，转移

至试剂瓶中保存备用。 

5.3.4.3.2 无机碳标准贮备液（4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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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水碳酸钠置于105 ℃烘箱中干燥至恒重，冷却至室温，准确称取176.3 mg（精确至0.1 mg）无

水碳酸钠和140.0 mg（精确至0.1 mg）碳酸氢钠（预先在干燥器内干燥）置于烧杯中，加水溶解，继

续加水至100 g（精确至0.0001 g），混匀，转移至试剂瓶中保存备用。 

5.3.4.3.3 总碳标准溶液（200 mg/kg：有机碳 100 mg/kg，无机碳 100 mg/kg） 

准确称取有机碳标准贮备液50.00 g和无机碳标准贮备液50.00 g置于200 mL试剂瓶中，加水至200 g，
混匀。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 

5.3.4.3.4 校准曲线的制作 

分别量取0.0 mg、100.0 mg、200.0 mg、400.0 mg、1000.0 mg（所有称量精确至0.1 mg）总碳标准

溶液于6个100 mL试剂瓶中，用水定量至100 g（精确至0.0001 g），混匀。配制成总碳质量浓度为0.0 
μg/kg、200.0 μg/kg、400.0 μg/kg、800.0 μg/kg、2000.0 μg/kg和无机碳质量浓度为0.0 μg/kg、100.0 
μg/kg、200.0 μg/kg、400.0 μg/kg、1000.0 μg/kg的系列标准溶液，将配制好的标准溶液逐个注入TOC分
析仪进行测定，记录相应的响应值。绘制标准系列溶液仪器响应值-质量浓度标准曲线，R2≥0.999可
进行样品分析。 

5.3.4.4 试样分析 

分别取50 μL空白溶液和样品溶液注入TOC分析仪进行测定，记录相应的响应值。 

5.3.5 结果计算 

样品中TOC的质量浓度CTOC单位为g/m2，按式（1）计算： 

 𝐶𝐶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
𝑚𝑚

浸𝑖𝑖×��𝑐𝑐𝑇𝑇𝑇𝑇
1 −𝑐𝑐𝐼𝐼𝑇𝑇

1 �−�𝑐𝑐𝑇𝑇𝑇𝑇
0 −𝑐𝑐𝐼𝐼𝑇𝑇

0 ��

𝑆𝑆1
 ··························································· (1) 

式中： 
CTOC——样品中TOC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m浸i——浸出液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𝑐𝑐𝑇𝑇𝑇𝑇1 ——测得的样品溶液中总碳（TC）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μg/kg）； 
𝑐𝑐𝐼𝐼𝑇𝑇1 ——测得的样品溶液中总无机碳（IC）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μg/kg）； 
𝑐𝑐𝐼𝐼𝑇𝑇0 ——测得的空白溶液中总碳（TC）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μg/kg）； 
𝑐𝑐𝐼𝐼𝑇𝑇0 ——测得的空白溶液中总无机碳（IC）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μg/kg）； 
𝑆𝑆1——样品管的内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取三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算数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三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值不大于5%。 

5.4 表面粗糙度的测定 

5.4.1 试样制备 

在样品管内壁中随机选择三个区域，分别在每个区域切取适当大小的方片。样品的切取应既不损

坏样品表面，也不留下多余的颗粒。 

5.4.2 分析步骤 

将切取下来的样品安装到原子力显微镜（AFM）样品支架上，放大50倍观察样品表面，确定一个

表面没有任何损伤或颗粒污染的3到5个区域进行扫描，扫描范围60 μm×60 μm，取Ra max为样品的表

面粗糙度测试结果。 

5.5 金属离子析出量的测定 

5.5.1 方法提要 

样品经浸泡后，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ICP-MS/MS）测定浸出液中各金属离子的含量。所有

操作均在百级实验室中进行。 

5.5.2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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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烧杯； 
PFA试剂瓶； 
PFA硅胶头吸管； 
恒温水浴箱； 
水浴槽；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Milli-Q超纯水机； 
分析天平：精确至0.0001 g。 

5.5.3 试剂 

37%盐酸：高纯试剂（单一金属杂质≤10 ng/kg）； 
69%硝酸：高纯试剂（单一金属杂质≤10 ng/kg）； 
含目标元素的多元素混合标准溶液（单一元素10 mg/kg）及单元素标准溶液（10 mg/kg）。 

5.5.4 分析步骤 

5.5.4.1 以 37%盐酸溶液为浸泡液（仲裁法） 

5.5.4.1.1 空白溶液的制备 

配制5%硝酸溶液备用。 
量取4 g 37%盐酸转移至PFA烧杯中，置于水浴槽中加热至近干，冷却至室温，移取4 g 5%HNO3溶

液至烧杯中溶解其中残留物，制得空白溶液。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空白溶液中的各金属离子析出

量应小于表4中各金属离子析出量指标的10%。 

5.5.4.1.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次。

用37%盐酸溶液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袋双层真空袋密封整个样品管，

置于85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

温。将浸出液转移至PFA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3。 
称取4 g浸出液转移至PFA烧杯中，置于水浴槽中加热至近干，冷却至室温，移取4 g 5%HNO3溶液

溶解其中残留物，制得样品溶液。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 

5.5.4.2 以超纯水为浸泡液 

空白溶液为超纯水，空白溶液中的各金属离子析出量应小于表4中各金属离子析出量指标的10%。 

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次。

用水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双层真空塑料袋密封整个样品管，置于85 ℃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温。将管中

的浸出液转移至PFA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4，浸出液即为样品溶液。 

5.5.4.3 校准曲线的制作 

以5%HNO3溶液为溶剂，将10 mg/kg元素标准溶液稀释为1 μg/kg的标准溶液。分别量取0.00 g、
1.00 g、2.00 g、5.00 g、10.00 g稀释后的标准溶液于5个100 mL PFA试剂瓶中，加5%HNO3溶液至100 g，
混匀，配制成浓度分别为0 ng/kg、10 ng/kg、20 ng/kg、50 ng/kg、100 ng/kg的系列标准溶液，逐次泵

入测试系统，系统自动以元素浓度为横坐标，以每秒计数量（cps）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 R2≥

0.999可进行样品分析。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 

5.5.4.4 试样分析 

依次测试空白溶液和样品溶液，记录溶液中各元素的质量浓度值。 

5.5.5 结果计算 

样品中金属离子析出量𝑐𝑐𝑖𝑖𝑀𝑀,单位为μg/m2，按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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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𝑐𝑐𝑖𝑖𝑀𝑀 =
𝑚𝑚

浸𝑖𝑖×(𝑇𝑇𝑖𝑖
1−𝑇𝑇𝑖𝑖

0)

𝑆𝑆2
 ······································································ (2) 

式中： 
𝑐𝑐𝑖𝑖𝑀𝑀——样品中金属离子析出量，单位为微克每平方米（μg/m2）； 
m浸i——浸出液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𝑐𝑐𝑖𝑖1——测得的样品溶液中各元素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µg/kg）； 
𝑐𝑐𝑖𝑖0——测得的空白溶液中各元素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µg/kg）； 
𝑆𝑆2——样品管的内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取三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算数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三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值不大于5%。  

5.6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的测定 

5.6.1 方法提要 

样品浸泡后，用离子色谱仪测定浸出液中各阴离子的含量。所有操作均在百级实验室中进行。 

5.6.2 仪器 

PFA烧杯； 
PFA试剂瓶； 
PFA硅胶头吸管； 
恒温水浴箱； 
水浴槽； 
离子色谱仪； 
Milli-Q超纯水机； 
分析天平：精确至0.0001 g。 

5.6.3 试剂 

氢氧化钠：优级纯。 

37%盐酸：高纯试剂（单一金属杂质≤10 ng/kg）； 
阴离子多元素混合标准溶液（10 mg/kg）及铵盐标准溶液（1000 mg/kg）。 

5.6.4 分析步骤 

5.6.4.1 F-、Br-、NO2-、NO3-、PO43-、SO42-、NH4+析出量的测定（以 37%盐酸为浸泡液，仲裁法） 

5.6.4.1.1 空白溶液的制备 

量取4 g 37%盐酸转移至烧杯中，置于水浴槽中加热至近干，冷却至室温，称取4 g水至烧杯中溶

解其中残留物，制得空白溶液。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空白溶液中的各非金属离子析出量应小于表

5中各非金属离子析出量指标的10%。 

5.6.4.1.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次。

用37%盐酸溶液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双层真空塑料袋密封整个样品管，

置于85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

温。将管中的浸出液转移至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5。 
量取4 g浸出液转移至烧杯中，置于水浴槽中加热至近干，冷却至室温，称取4 g水至烧杯中溶解其

中残留物，制得样品溶液。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 

5.6.4.2 F-、Br-、NO2-、NO3-、PO43-、SO42-、NH4+析出量的测定（以超纯水为浸泡液） 

空白溶液为超纯水，空白溶液中的各非金属离子析出量应小于表4中各非金属离子析出量指标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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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次。

用水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双层真空塑料袋密封整个样品管，置于85 ℃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温。将管中

的浸出液转移至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6，浸出液即为样品溶液。 

5.6.4.3 Cl-析出量的测定 

5.6.4.3.1 样品溶液的制备 

空白溶液为超纯水，空白溶液中的Cl-析出量应小于表4中Cl-析出量指标的10%。 
取长度为1 m的PFA管样品，用水填充管材，静置2分钟，弃除填充水并沥干，此步骤重复10次。

用水填充样品管，PFA堵头密封两端，再用耐高温聚丙烯双层真空塑料袋密封整个样品管，置于85 ℃
恒温水浴箱中静置168小时。每24小时振荡一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取出样品管，冷却至室温。将管中

的浸出液转移至烧杯中，记录浸出液的质量m浸7，浸出液即为样品溶液。 

5.6.4.4 F-、Br-、NO2-、NO3-、PO43-、SO42-、Cl-含量测试的校准曲线制作 

量取适量阴离子多元素混合标准溶液（F-、Br-、NO2-、NO3-、PO43-、SO42、Cl-）于100 mL PFA试

剂瓶中，定量为1 mg/kg阴离子标准溶液，备用。 
分别量取0 g、1 g、5 g、10 g阴离子标准溶液于4个100 mL PFA试剂瓶中，加水至100 g，混匀，配

制成阴离子浓度为0 μg/kg、10 μg/kg、50 μg/kg、100 μg/kg的标准试样。在离子色谱中建立相应的检测

方法，配制好的标准试样逐个进样， R2≥0.999可进行样品分析。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 

5.6.4.5 NH4+含量测试的校准曲线制作 

量取适量铵盐标准溶液于100 mL试剂瓶中，用水稀释，定量为1 mg/kg NH4+标准溶液，备用。 
分别量取0 g、1 g、5 g、10 g阴离子标准溶液于4个100 mL PFA试剂瓶中，加水至100 g，混匀，配

制成NH4+浓度为0 μg/kg、10 μg/kg、50 μg/kg、100 μg/kg的系列标准试样。使用离子色谱仪逐个检测， 
系统自动以元素浓度为横坐标，以每秒计数量（cps）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R2≥0.999可进行样品分

析。所有称量精确至0.0001 g。 

5.6.4.6 试样分析 

依次测试空白溶液和样品溶液，记录溶液中各离子的质量浓度值。 

5.6.5 结果计算 

样品中各阴离子析出量c𝑖𝑖𝐴𝐴，单位为µg/m2，按式（3）计算： 

 𝑐𝑐𝑖𝑖𝐴𝐴 =
𝑚𝑚

浸𝑖𝑖×(𝑐𝑐𝑖𝑖
1−𝑐𝑐𝑖𝑖

0)

𝑆𝑆3
 ······································································· (3) 

式中： 
cA 

i ——样品中各阴离子析出量，单位为微克每平方米（µg/m2）； 
m浸i——浸出液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𝑐𝑐𝑖𝑖1——测得的样品溶液种各阴离子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μg/kg）； 

𝑐𝑐𝑖𝑖0——测得的空白溶液种各阴离子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千克（μg/kg）； 
S3——样品管的内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取三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算数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三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值不大于5%。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本文件表1中尺寸规格及表2中的“外观”为出厂检验项目。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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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型式检验 

本文件规定的具体章节所有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在产品的原材料和工艺不变的情况下，每年应

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如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材料、结构、设备和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b) 因故停产 3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上级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e) 供需双方合同要求时。 

6.4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配方、相同工艺条件连续稳定生产的产品为一检验组批。 

6.5 取样 

按GB/T 2828相关规定进行。 

6.6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 8170中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所有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检测要求，则该批

产品合格。当检验结果有任何项目指标不符合本文件检测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单元中采样复检，

复检结果如仍有项目指标不符合本文件检测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包装上应有清晰、明显、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商名称、厂址、联系电话、产品名称、

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净含量、保质期、注意事项和本文件编号，并应有符合GB/T 191规定的“怕雨” 

“怕晒”标志。 

7.2 包装 

本产品的开口端应使用PE材质的洁净管帽进行封盖，再放入洁净的双层包装袋，塑封。也可在确

保产品清洁度的条件下，按供需双方商定进行包装。 

7.3 运输 

运输容器须对本产品提供足够的保护。运输、装卸应按照货物运输规定进行，轻装轻卸、防止撞

击，避免包装破损，防止日晒雨淋。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防止阳光直射的场所。本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为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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