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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与俄罗斯国家标准ΓＯＣＴ２１５６：１９７６（１９９２）《碳酸氢钠技术条件》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０６—１９９８《工业碳酸氢钠》。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０６—１９９８《工业碳酸氢钠》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指标参数相应调整，增加ｐＨ值、砷含量、重金属含量的指标（１９９８版３．２，本版５．２）；

———增加ｐＨ值的试验方法（本版６．６）；

———增加砷含量的试验方法（本版６．１２）；

———增加重金属含量的试验方法（本版６．１３）；

———本标准测定的是总碱量（以ＮａＨＣＯ３ 计）的指标（１９９８版４．１，本版６．４）；

———将水分的测定修改为干燥减量的测定（１９９８版４．３，本版６．５）；

———改进了氯化物含量的试验方法（１９９８版４．４，本版６．７）；

———改进了水不溶物含量的试验方法（１９９８版４．６，本版６．９）；

———改进了包装、运输、贮存部分（１９９８版第６章，本版第９章）；

———增加了附录Ａ。

本标准的附录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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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贡鸿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海化集团有

限公司小苏打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文元、窦在英、聂斌、于建平、杨晓勤、李培军、郝永宏、刘幽若、赵美敬。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ＧＢ／Ｔ１６０６—１９８６，ＧＢ／Ｔ１６０６—１９９８。

Ⅰ

犌犅／犜１６０６—２００８



工业碳酸氢钠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碳酸氢钠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碳酸氢钠。该产品主要用于化妆品、日化、印染、鞣革、橡胶及金属表面处理等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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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１—２０００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ｅｑｖ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２５０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ＧＢ／Ｔ３０４９—２００６　工业用化工产品 　 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１，１０菲啉分光光度法

（ＩＳＯ６６８５：１９８２，ＩＤＴ）

ＧＢ／Ｔ３０５１—２０００　无机化工产品氯化物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汞量法

ＧＢ／Ｔ５００９．７４—２００３　食品添加剂中重金属限量试验

ＧＢ／Ｔ５００９．７６—２００３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ｅｑｖ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

ＧＢ／Ｔ９７２４—２００７　化学试剂　ｐＨ值测定通则

ＨＧ／Ｔ３６９６．１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ＨＧ／Ｔ３６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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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分子式、分子量

分子式：ＮａＨＣＯ３

相对分子质量：８４．０１（按２００５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４　分类

工业碳酸氢钠分为三类：Ⅰ类———用于化妆品行业；Ⅱ类———用于日化、印染、鞣革、橡胶等行业；

Ⅲ类———用于金属表面处理行业。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白色结晶粉末。

５．２　工业碳酸氢钠应符合表１要求。

１

犌犅／犜１６０６—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