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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022一2Q06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1971《新六氟化硫的规范和验收》，IEC376A:1973

((新六氟化硫的规范和验收 第一次补充》，IEC376B:1974《新六氟化硫的规范和验收 第二次补充》

(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新六氟化硫的规范和验收》重新起草。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时，本标准作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

已编人正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A中给出了这些技术性

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本标准代替GB/T12022一l989((工业六氟化硫》。

    本标准与GB/T12o22一198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除可水解氟化物、毒性试验指标外，各项指标要求均有所提高。

    — 增加气瓶设计压力为7MPa时的充装系数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会(CsBTs/Tc63/SCI)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黎明化工研究院、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国强、阎晓冬、史淑慧、郭旭明、武莉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 GB/T12022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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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B/T12022一2006

工业六氟化硫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六氟化硫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硫与氟激烈反应生成并经过精制的工业六氟化硫。该产品主要用于电力工业、冶金

工业和气象部门等

分子式:SF。

分子量:146，O5(按2001年国际原子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25。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T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GB/T3723一1999，idtISO3165:1976)

    GB/T5832，1一1986 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电解法

    GB/T5832.2一1986 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露点法

    GB/T668o一1986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eqvISO3696一1997)

    GB7144一1999 气瓶颜色标志

    GB168o4一1997 气瓶警示标签

    HG/T3696.1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HG/T36962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杂质标准溶液的制备
    HG/T3696.3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3 技术要求

工业六氟化硫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要求

指 标 项 目 指 标

六氟化硫(5民)的质量分数/写 ) 99 9

空气的质量分数/% ( 0Q4

四氟化碳(CF;)的质量分数/写 簇 0.04

水分
水的质量分数/纬 ( 00005

露点/℃ ( 一 49.7

酸度(以HF计)的质量分数/% 簇 0.00002

可水解氛化物(以HF计)/肠 ( 0.00010

矿物油的质量分数/% 簇 0.0004

毒性 生物试验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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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022一2006

4 试验方法

4.1 安全提示

    本试验方法中使用的部分试荆具有毒性或腐蚀性，操作者须小心谨懊!如溅到皮肤上应立即用水

冲洗，严重者应立即治疗。使用易燃品时，严禁使用明火加热。

4.2 一般规定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6682一1992中规定的三
级水。

    试验中所需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HG/T3696.1、

HG/T3696.2、HG/T3696.3规定制备。

    检验样品应液相取样，取样时将样品气瓶倒置或倾斜，使气瓶出口处于最低点。

4.3 六氟化硫质t分数的测定

4.3.1 六氟化硫质量分数的测定采用差减法。

4.32 结果计算

    六氟化硫(sF。)的质量分数w:，数值以%表示，按公式(1)计算:

                            wl=100一(w，+w，+琳 +w:+w。+侧7) ··················⋯⋯(1)

式中:

wZ— 空气的质量分数，%;

w，— 四氟化碳的质量分数，%;

    w‘— 水的质量分数，%;

    ws— 酸度的质量分数，%;

    w。— 一可水解氟化物的质量分数，%;

    w?— 矿物油的质量分数，%。

44 空气和四氮化碳质t分数的测定

4.4.1 方法提要

    六氟化硫试样通过色谱柱，使待测定的诸组分分离，由热导检测器检测并由记录系统记录色谱图。

根据标准样品的保留值定性，用归一化法计算有关组分的含量。

4.4.2 材料

4.4.2.1 载气:氢气或氦气，体积分数大于999%。

4.4.2.2 固定相:硅胶仁600 拜m一3O0拜m(30 目一50 目)〕，癸二酸二异辛酷;或者高分子多孔微球

「425胖m~250拜m(魂。目~60目)〕或〔250拜m一180拜m(60目~80目)」，可选择401有机担体，GDX-

105，或者国外porapak一Q等。

4.4.2.3 标准样品:六氟化硫、四氟化碳、空气等。

443 仪器、设备

4.4.3.1 气相色谱仪:备有热导检测器和适当衰减装置。

4.4.3.2 色谱柱:色谱柱的色谱柱管、固定相等应符合下列要求:

    — 色谱柱管:不锈钢，长度Zm，内径3mm~4mm。根据所用仪器情况，柱管可适当改变。

    — 固定相:涂有癸二酸二异辛醋的硅胶。癸二酸二异辛醋与硅胶的比为3，97(m/m)，用三氯甲

        烷作溶剂。或用高分子多孔微球。

    — 色谱柱的老化:硅胶柱在12。℃老化4h以上，401有机担体柱在200℃老化4h以上。载气及

        流速与分析样品时相同。

4.4.3.3 进样器:具有六通阀的定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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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测定步骤

4.4.4.1 稳定色谱仪

    色谱仪启动后，进行必要的调节，以达到下述分析条件:

    — 柱箱温度:室温至45℃;

    — 检测器温度:室温至45℃;
    — 桥电流:15OmA以上;

    — 载气流速:氢气，40mL/min或由使用者选择能得到合适分离的载气流速。

    在达到上述色谱分析条件并稳定之后，即得到一条稳定的基线。

4.4.4.2 测定

4.4.4.2.1 进样

    进样前用待测气体将连接管内气体置换干净。用定量管进样，待定量管中气体压力与大气压力平

衡时，方能进人色谱柱。进样量小于ZmLo

4.4.4.2.2 定性

    根据标准样品的相对保留值定性，各组分出峰的顺序依次是:空气、四氟化碳和六氟化硫。

4.4.4.2.3 定t

    注人样品，进行色谱分析。记录色谱图，测量各组分的峰面积。

4.4.5 伍谱阁

典型色谱图见图1，满量程为lmV。

时间 (邢n〕

1— 空气;

2— CF4;

3— SF;

图 1 六红化硫典型色谱图

4.4.6

    空气

结果计算

、四氟化碳的质量分数w，数值以%表示，按公式(2)计算

  _ 井A， 、，。。n _。。。、
‘上1 — 二二产丁，军 2、 1以口 、2 — 1 ，‘ ，J j

        乙 灭1八 少
⋯⋯，.⋯⋯，···⋯⋯(2)

式中:

二— 组分之的质量分数;

关— 组分艺的校正因子;

浅— 组分1的峰面积。

用氢气做载气时，建议采用下述质量校正因子:

                                fs;。一1.0
                                        几气=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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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凡一。.7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o05%。

45 水分的测定

4.5.1 豆，法(仲裁法)

45.1.1 方法提要

    六氟化硫试样通过已知质量的无水高氯酸镁水分吸收管，由吸收管的增量值计算水分含量。

4.5.1.

4。5.1.

4.5.1.

4.5.1.

4.5.1

2 试荆、材料

:‘;
无水高氯酸镁;

无油干燥空气:由压缩空气通过装有几层碱石棉和高氯酸镁的干燥塔制得。

3 仪器、设备

3.1 水分吸收管:玻璃或不锈钢 U型管，见图2中AI管、AZ管、A3管，高约 100

13mm，内装两份高氯酸镁和一份玻璃粉〔85。拜m~425产m(2。目一40 目)」的完全混合物。

物后立即塞上玻璃棉，盖上氯丁橡胶盖子。三只吸收管串连，两端装有活塞，吸收装置见图2。

mm，内径

装人混合

放空

斌孤

    1— 多孔玻璃过德器;

    2— 活塞 ;

    3— Al管;

    4— AZ管;

    5— A3管;

    6— 保护管;

    7— 湿式气体流量计。

                                图2 皿.法测定水分吸收装t

4.51.32 过滤器:多孔玻璃过滤器，2号孔度[425拜rn一180拜m(40目~80目)」
4.5.

4.5.:
3.3   保护管:同4.5.1.3.1。

试验要求

    本试验要求在温度和湿度基本恒定的环境中进行。试验应由技术熟练的操作人员进行，在每一次

单独测定中，AZ管的增量值比Al管的大lmg或大功%时，则Al管和AZ管应予更换;如果A3管的

增量值能被检测出来，则Al管和AZ管也应予更换。

4.5.1.5。分析步骤

    试验按如下步骤操作:

    a) 试验吸收装置如图2所示。三只吸收管用氯丁橡胶管连接。吸收管连人吸收系统之前，用热

        空气干燥吸收系统的人口端、过滤器和所有隔离活塞。

    b) 打开活塞，让无油干燥空气以250mL/min的速度通人吸收系统巧min。关闭活塞，拆下Al

        管、AZ管和A3管，用氯丁橡胶盖子盖住所有管的出人口。

    。)用软布或鹿皮仔细擦拭吸收管，然后放在天平中，20min后称量(准确至。.o0019)，称量时从
        吸收管臂上取下橡胶盖子

    d) 重复上述操作，直到每个吸收管恒重为止(连续两次称量之差小于。.000 2助。然后以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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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六氟化硫试样气冲洗取样管路。重新将吸收管连人吸收系统。以250mL/min的速度通

        人试样气体(5。一1o0) L，再通人无油干燥空气以排除吸收系统中残存的试样气体。称量吸收

        管，求出增量值。

4.5.16 试样体积计算

    试样体积按公式(3)计算:

告(户!+，2，X293·‘
，。‘·3[273·1*合“1+‘2，

(V。一V ) ··················⋯⋯(3)

式中:

V— 20℃，101.3kPa下的试样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L);

P，P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大气压力的数值，单位为千帕(kPa);

  t，，t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温度的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V:，V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读数值，单位为升(I办。

4.5.1.7 结果计算

    水分的质量分数坳，数值以%表示，按公式(4)计算:

ml+mZ

6.08V
X10一JX100 ·。二‘··············。·。二(4)

    式中:

    ml— Al管的增量值的数值，单位为毫克(mg);

    、:— AZ管的增量值的数值，单位为毫克(mg);

    v— 2。℃，101.3kPa下试样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L);

  6.08— 20℃，101.3kPa时六氟化硫的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升(9/L)。

    取平行测定结果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o001%。

4_5.2 电解法

    按GB/T5832.1一1986的规定进行。

4.5.3 露点法

    按GB/T5832.2一1986的规定进行。

4.6 酸度的测定

4.6.飞 方法提要

    试样中的酸和酸性物质与过量的氢氧化钠标准溶液发生中和反应，以甲基红一澳甲酚绿为指示剂，

用硫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过量的碱，从而测定出试样的酸度。

4.62 试剂、溶液

4.6.2.1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NaOH)约0，01mol/L。由。.lmol/L标准溶液稀释制取;

4.62.2 硫酸标准滴定溶液:。(1/ZHZSO、)约0.01mol/L。由。lmol/L标准溶液稀释制取;

4.6.2.3 混合指示剂:甲基红乙醇溶液与澳甲酚绿乙醇溶液按1，3体积比混合。

4.6.3 仪器、设备

4.6.3.T微量滴定管:sml，分度值为。.02mL或。.01mL;

4.6.3.2 多孔气体分布管:孔度为2号;

4.6.33 湿式气体流量计。

4.6.4 测定步骤

    酸度测定的吸收装置如图3所示。缓冲瓶、吸收瓶均为300m工，锥形瓶，吸收瓶内分别装人10OmL

新煮沸过的水和 400 m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气体分布管口距瓶底 smm，试样气体流速

50omL/min，通气量30 L，由湿式气体流量计计量。通气完毕，从系统中取下吸收瓶，加人(4~5)滴混

合指示剂，用硫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溶液由蓝绿色变为红色为终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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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石春

  1— 缓冲瓶;

2，3— 吸收瓶;

4— 湿式气体流量计;

5— 多孔气体分布管;

6— 开口气体分布管

图3 酸度吸收装t

4.6.5 试样体积的计算

    试样体积按公式(5)计算

......(5)
合(，1+，2，X293·，

‘。‘·3「273·‘+告(‘1+，:)」‘VZ一vl’

一

    式中:

    V— 2。℃，101.3kPa时试样体积，单位为升(L);

P;，P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tl，t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V;，V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读数，单位为升(L)。

4.6.6 结果计算
    酸度(以HF计)的质量分数二:，数值以%表示，按公式(6)计算:

                            〔(VO一V:)+(VO一讥)」Mxc只103
6.08V

X 100

式中:

    V。— 空白试验消耗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l，V:— 分别为滴定两个吸收瓶溶液消耗的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一 氢氟酸(HF)的摩尔质量(M=即 0)，单位为克每摩尔(9/moD;

‘一麒净2504冷准滴定。的浓度，单位腿梅升‘mol/L):
    V—

6 08—

2。℃，101.3kPa时试样体积，单位为升(L);

20℃，1o1.3kPa时六氟化硫的密度，单位为克每升(刃L)。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0。。5%。
47 可水解报化物测定

4.7.1‘方法提要

    六氟化硫样品在密封容器中与碱液共同振荡水解。水解生成的氟化物离子，用斓一茜素络合剂显
色，比色法测定。

4.7.2 试剂、溶液

4.7.2.1 氨水;

4.7.2.2 无水乙酸钠;

4.7.2.3 丙酮;

4.7.24 氧化斓;

4.7.25 氟化钠:优级纯;

4.7.2.6 氢氧化钠溶液:49/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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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7 盐酸溶液1+5;

4.7.2.8 盐酸溶液:1+119;

47.2.9 乙酸按溶液:2009/L;

4.7.2.10 冰乙酸溶液:6+194;

4.7.2.11 氟离子标准溶液:。.01mg/mL。移取10mL氟离子标准溶液(0.lmg/mL)于100mL容量

瓶中，稀释至刻度，使用前临时配制，贮存于塑料瓶中。

47.2.12 茜素络合指示剂。
4.7.3 仪器

    分光光度计:带ZCm比色皿。

4.7.4 分析步骤

47.4.1 显色荆的配制

    于100mL烧杯中加人smL水、。.13mL氨水、lmL乙酸按溶液，再加人准确称量的。。489茜

素络合指示剂。于250mL棕色容量瓶中加人8.29无水乙酸钠，用100mL冰乙酸溶液溶解。将烧杯

中的溶液滤入此容量瓶中，用少量水洗涤滤纸，再加人100mL丙酮。

    于另一烧杯中加人准确称量的。.o41 9氧化谰和2.smL盐酸溶液(4.7.2.8)，微热溶解。冷却后

并人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此显色剂保存于低温暗处，使用期为一个月。

4.7.4.2 工作曲线的绘制

    于5个100 mL烧杯中各加人10mL氢氧化钠溶液，用移液管分别加人OmL、0.smL、1.omL、

15mL、ZOmL氟离子标准溶液。借助酸度计，用盐酸溶液(4.7.2.7)和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各溶液的

pH值约为5.。，再分别转移到100 mL容量瓶中，加人10mL显色剂，用水稀释至刻度，于暗处显色

30min。在分光光度计上，使用Zcm比色皿，于波长600nm处，用水调节零点，测定各溶液的吸光度。

将OmL氟离子标准溶液作空白参比，扣除空白后以氟离子标准溶液中氟离子质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

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47.4，3 样品分析

    取样装置如图4所示。将1o00mL取样瓶抽空，使样品经玻璃三通阀缓缓进人取样瓶中，待U形

管压力计平衡后，再重复抽空3次。当取样瓶最后一次充满样品气体时，用注射器注人10mL氢氧化

钠溶液，关闭取样瓶活塞。将取样瓶与针形阀及真空系统断开，握在手中振荡。每隔smin振荡lmin，

操作lh。倾出瓶中溶液，按4.7.4.2调节溶液酸度、显色和测定吸光度。

面孤

  1— 取样瓶;

2，3— 真空三通活塞

  4— U形管压力计

图4 可水解奴化物测定取样装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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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7.4.5 结果计算

    可水解氟化物的质量分数叭，数值以写表示，按公式(7)计算:

                                                        阴人丁1

M 只6.08V忐
293 1

X IOO

273.1+t

式中:

戏— 在氟离子质量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的氟离子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l一 一氢氟酸(HF)的摩尔质量(M、二20.0)，单位为克每摩尔(9/Tnol);

MZ— 氟离子(F)的摩尔质量(M:一19.0)，单位为克每摩尔(9/mol);

V— 取样瓶容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P— 大气压力的数值，单位为千帕(kPa);

      艺— 环境温度的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6.08— 六氟化硫在101.3kPa，2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升9/1。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003%。
4.8 矿物油的测定

4.8.1 方法提要

    六氟化硫试样气体通过含有四氯化碳的吸收瓶，其中的矿物油被四氯化碳吸收，用红外光谱法测定

该溶液在约2930cm一‘波长下甲基、次甲基吸收峰的吸光度，利用工作曲线计算矿物油含量。

4.8.2 试剂、材料

4.82.1 四氯化碳;

4.8.2.2 压缩机油:工业品，30 号。

4.8.3 仪器、设备

4.8.3， 红外光谱仪;带3mm或20om厚氯化钠池窗液体吸收池或石英池;

4.8.3.2 吸收瓶:如图5所示。

1— 2号孔度多孔气体分布管

图 5 吸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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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分析步骤(试验条件适合于20mm厚吸收池)

4.8.4.1 工作曲线的绘制

    用四氯化碳和压缩机油配制下述质量浓度的矿物油标准溶液:10mg/L、20mg/L、50mg/L、

10omg/L、200mg/1，压缩机油的称量准确至。。0029。

    将矿物油标准溶液分别注人吸收池中，将四氯化碳放人另一同样规格的吸收池中作空白参比，在

293Ocm一‘处测定吸光度，以扣除空白后的吸光度对矿物油的质量浓度绘制工作曲线。

4.8.4.2 矿物油吸收和测定

    按如下测定步骤操作:

    a) 矿物油吸收装置如图6所示。吸收瓶内分别装有70niL四氯化碳，用冰水浴冷却。

        试样气体流速17omL/min，通气量30L，由湿式气体流量计计量。通气完毕，将吸收瓶中的

        溶液合并于烧杯中，用40mL四氯化碳多次洗涤吸收瓶，洗涤液并入烧杯中。

放空

    1— 转子流量计;

    2— 吸收瓶;

    3— 湿式气体流量计。

                                    图6 矿物油吸收装里

    b) 在通风柜内将烧杯中的溶液小心蒸发至15mL左右，转移至25 mL容量瓶中，在恒温20℃

        下，用四氯化碳稀释至刻度。

    c) 用18omL四氯化碳按上述步骤b)做空白试验。

    d) 按4.8.4.1操作步骤测定样品及空白试验溶液的吸光度，在工作曲线上查出相应的矿物油质

          量浓度

4.8.5 试样体积的计算

    试样体积按公式(8)计算:

v_一宜一一竺些‘一1翌
  ‘。‘·3x[2，3·‘+告“1+‘2，」

X(VZ一V ) ·················。⋯⋯(8)

式中:

V— 20℃，101.3kPa时试样体积的数值，单位为升(L) ;

乡1，PZ—

tl，t夕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大气压力的数值，单位为千帕(kPa);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温度的数值，单位为摄氏度(℃卜

Vl，VZ— 流量计始态与终态的读数值，单位为升(L)。

4.86 结果计算

    矿物油的质量分数w:，数值以%表示，按下列公式(9)计算:

饮 7 =
(尸1一八)V，/1000
6.OSVXI000

X 10O .........·.······⋯⋯(9)

式中:

p— 试样溶液的矿物油质量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刃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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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空白试验溶液的矿物油质量浓度的数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f— 容量瓶容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6.08— 20℃，101.3kPa时六氟化硫的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升(9/L)。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0001线。
4.9 毒性试验

4.9.1 方法提要

    模拟空气中氧气和氮气含量，配制体积分数为79%六氟化硫和体积分数为21%氧气的试验气体。

使小白鼠连续染毒24 h，观察 72h，检验小白鼠有无中毒症状。

4.9.2 试剂

    氧气:体积分数99%以上。
4.9.3 设备

    毒性试验装置:按图7组装试验装置。

4.9.4 试验步骤

4.9.4.1 准备工作

    试验在通风柜内进行。

    选购15只一20只体重约209的雌性小白鼠，饲养在笼子中。试验前，一般应进行3d~sd的观

察，确认小白鼠健康。

49.4.2 试验操作

494.21 缓慢打开六氟化硫样品气瓶和氧气钢瓶，调节到所要求的比例，每分钟气体流量不得小于

染毒缸容积的1/8。流量稳定smin~16min之后，将5只小白鼠放人染毒缸内，供应饮水和食物，观察

24 h。每小时记录一次，内容为小白鼠的饮食活动、异常表现及室温等。

4.9.4.2.2 试验完毕后，将小白鼠放回笼子中继续观察72 h。按4.9.4.2.1要求记录。

sr‘}气体

1— 稳压管;

2— 流量计;

3— 一气体混合器;

4— 染毒缸;

5— 饮水瓶;

6— 食物;

7— 小白鼠

图 7 毒性试验装置

4.9.5 结果判断与处理

4.9.5.1 小白鼠无异常表现，则确认该批产品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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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2 小白鼠有异常表现，如低头不吃食、狂跳、死亡等，则另取10只小白鼠分两组重新试验。试验

结果无异常表现，则产品合格。试验结果仍有异常表现，则视产品不合格。应对有异常表现的小白鼠进

行细致的尸体解剖，以进一步证实其异常表现的原因。

5 检验规则

5.1 本标准要求中规定的所有项目为出厂检验，其中水分可用水的质量分数或露点表示。

5.2 从同一来源稳定充装的工业六氟化硫构成一批，每批产品的重量不超过st。

5.3 采样

5.3.1 工业六报化硫常温常压下的密度约为空气密度的5倍，其气体有使人窒息的危险。取样场所必

须通风良好，并应遵循GB/T3723的有关规定。

5.3.2 工业六氟化硫采样气瓶数按表2规定从每批产品中随机选取。每瓶工业六氟化硫构成单独的

样品。也可按GB/T668。一1986第6.1条的规定在产品充装管线取样，每批样瓶数应符合表2规定。

取样瓶上粘贴标签，注明产品名称、批号、生产厂名和取样日期。

                                        表 2 随机取样瓶数表

每批气瓶数 选取的最少气瓶数

    l

2一 40

41~ 70

21以 卜

5.4 工业六氟化硫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

的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5.5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收到的工业六氟化硫进行验收。验收应在货到之日起的一个

月内进行。

5.6 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

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5.7 采用GB/T125O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

6 标志、标签

6.1 每批出厂的六氟化硫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批号、气

瓶编号、净质量、生产日期和本标准编号。

6.2 气瓶应喷涂油漆，标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批号、气瓶编号及产品商标。气瓶的漆色、字样应符

合GB7144一1999气瓶颜色标志。标签应符合GB16804一1997规定的要求。

7 包装、运输、贮存

7.1 工业六氟化硫应充装在洁净、干燥的气瓶中。气瓶容积一般为40 L，也可根据用户需要选用相应

容积的气瓶。气瓶设计压力为7MPa时，充装系数不大于1.04 kg/L。气瓶设计压力为SMPa时，充

装系数不大于1.17kg/L;气瓶设计压力为12.SMPa时，充装系数不大于1.33 kg/L。气瓶应带有安

全帽和防震胶圈。

7.2 充装气体前应检查气瓶检验期限、外观缺陷、阀体与气瓶连接处的密封性。

73 六氟化硫气瓶严禁曝晒，严禁靠近易燃、油污地点，应贮存在带棚的库房中，库房应阴凉通风良好。

7.4 装运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程》中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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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 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A.1给出了本标准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A.1 原因一览表

本标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3
IEC376标准未设六氟化硫指标;本标准设立该指标，数值由差减法

得到
直观，方便用户

3
除可水解氟化物、毒性试验指标要求相同外，其他各项指标要求均

严于IEC376标准

根据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使

用要求

5 规定了检验规则，IEC376标准仅对取样方法作了规定 IEC376标准无检验规则

6 规定了标志、标签，IEC376标准仅提出建议性规定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7 规定了包装、运输、贮存JEC376标准仅对包装容积作了规定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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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 章条编号对照

表B.1给出了本标准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376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 B.1 对照表

本标准章条编号 IEC376章条编号

l l

2

3 6，7，8，9，10，50

4
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8，49

5

6 11，12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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