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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推荐性化工行业标准HG/T 3268-1989 《工业用三乙醇胺》修订而成。

    本标准的I型产品等效采用美国军用标准(美军标)A-A-592310998)《工业用乙醇胺(一乙醇胺和

三乙醇胺)，技术规格》。

    本标准工型产品与美军标A-A-59231(1998)的主要技术差异为:

    — 本标准设密度项目，分析方法采用密度计法;美军标A-A-592310998)设相对密度项目，分析

方法采用密度计法或比重天平法。

    — 乙醇胺含量测定的色谱分析方法中未采用美军标的色谱柱种类、操作条件等

    本标准与HG/T 3268-1989的主要差异:

    — 调整了两种类型产品的指标，工型产品三乙醇胺含量指标由大于等于85%修改为大于等于

99.0%;水分指标由小于等于。5%修改为小于等于。.20%;增加了密度、一乙醇胺含量及二乙醇胺含

量项目。II型产品水分指标由小于等于3%修改为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增加了色度、一乙醇胺含量及

二乙醇胺含量项目。

    一一 对三乙醇胺含量、一乙醇胺含量和二乙醇胺含量的测定由气相色谱法取代了化学分析法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HG/T 3268-1989e
    本标准由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政策法规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抚顺北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精细化工厂、吉联(吉林)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苏连仲、张龙、梁春波

    本标准于1989年5月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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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ethall0IamillefOtilldU8tri8IU8e
代替 HG/T 3268一 1989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三乙醇胺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环氧乙烷与氨水反应制得的工业用三乙醇胺。工型产品主要用于医药中间体及日

用化工行业等。11型产品主要用于金属加工、皮革加工、表面活性剂及水泥增强剂等。

    分子式:(HOCH:CH)3N

    相对 分子质量 :149.19(按 1999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191一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eqvISO78o:1997)

    GB/T125。一1989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T3143一1982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跳n单位— 铂一钻色号)

    GB/T4472一1984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测定通则

    GB/T6283一1986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 ·费休法(通用方法)(eqvISO76O，

                              1978)

    GB/T6678一1986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668。一1986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6682一199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eqvISO3696，1987)

3 要求

31 外观:透明、豁稠液体，无悬浮物。

3.2 工业用三 乙醇胺应符合 表 1的要求。

表 1 要求

项 目
指 标

工型 n型

三乙醇胺含量，% )一�� 3��� 一99.。一}
一乙醇胺含量，% 簇一一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二乙醇胺含量，% 簇一�� ������ 一。.5。一{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水分，% 镇一�� ������ 一。.2。一一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色度，Hazen单位(铂一钻色号) (一一 5。 一一
密度。。，9/cm3 一�� �一�11.122一弧�.. ‘27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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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

4.1 外观的测定

    将试样注人清洁、干燥的100 mL具塞比色管中，目测。

4.2 三乙醉胺含f、一乙醉胺含f和二乙醉胺含f的测定

4.2. 1 方法提要

    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使试样中各组分分离，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用校正面积

归一化法定量

4.2.2 试剂和材料

4.2.2. 1 异丙醇。

4.2.2.2 高纯氮气:纯度不低于99.999写。

4.2.3 仪器、设备

4.2.3. 1 气相色谱仪;配有火焰离子化检测器，能进行毛细管柱分析的任何型号的气相色谱仪。当试

样中杂质的含量为0.005肠时，该气相色谱仪产生的信噪比应大于2.

4.2.3.2 色谱数据处理机或积分仪。

4.2.3.3 微量进样器:1 pL,

4.2.3.4 色谱柱及色谱操作条件:本标准推荐的色谱柱及色谱操作条件、相对保留时间及典型色谱图

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和操作条件均可使用

4.2.4 分析步骤

4.2.4. 1 试样溶液的制备

    将试样用约等体积的异丙醇稀释、摇匀，静置至无气泡。

4. 2. 4. 2 试样的测定

    按操作条件调整仪器，基线稳定后，进样，测量各组分的峰面积，采用校正面积归一化法计算。

4.2.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任意组分的含量X，按式(1)计算:

  Af

习 (A;了，)
x (100一Xw)····，，，，·········，， ····。··........ (1)

式 中:A— 组分 ，的峰面积 ;

      f;— 组分i的相对校正因子;

艺(A;了t)— 所有组分校正峰面积的总和;

      Xw— 由4.3中测得的试样水分，%。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对于三乙醇胺含量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

大于。.30%0

4.3 水分的测定

    按GB/T 6283的规定进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当水分小于1%时，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

大于。.02%;当水分为1 % ---10%时，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误差不得大于5%;当水分大于10%时，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误差不得大于2%}

4.4 色度的测定

    按GB/T 3143的规定进行。

4.5 密度的测定

    按GB/T 4472-1984中2.3.3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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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 000 5 g/cm' ,

5 检验规则

5.1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其中三乙醇胺含量、水分、色度、一乙醇胺含量及二乙

醇胺含量为出厂检验项目。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5.2 工业用三乙醇胺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均符合本

标准的要求。每批出厂产品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商标、生产日期或

批号、型号、数量、检验结论、生产厂名称、厂址及本标准编号等。

5.3 使用单位可按本标准的规定，在到货10 a内对收到的工业用三乙醇胺产品进行验收。

5.4 桶装产品以同等质量的均匀产品为一批，每批不得大于50 to槽车装产品，以每槽车装产品为

一批 。

5.5 采样按GB/T 6678-1986中6.6.1及GB/T 668。的规定进行，总采样量不得少于1 L,混合均匀

后分装于两个干燥清洁的带磨口塞的玻璃瓶中，瓶上粘贴标签，注明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采样人

姓名等。一瓶用于检验，另一瓶密封保留两个月备查。

5.6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 125。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时，应重新自两倍数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复验，槽车装产品应重新多点采样检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

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5.7 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请仲裁单位按本标准进行仲裁。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工业用三乙醇胺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商标、型号、批号、净含

量、生产日期、本标准编号、生产厂名称、厂址以及GB 191规定的“怕雨”标志等。

6.2 工业用三乙醇胺采用钢桶或内有防护层的钢桶包装，每桶净含量(220士。.5)kg，或采用槽车包

装，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包装。包装容器应清洁、干燥。

:.:
工业用三乙醇胺在装卸及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注意防漏、防火、防潮。

工业用三乙醇胺应贮存在清洁、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库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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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三乙醉胺、一乙醉胺及二乙醇胺含t测定的色谱参数及典型色谱图

A1 色谱柱及色谱操作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及色谱操作条件见表Al,

                                表 A1 色谱柱及色谱操作条件

色谱柱 聚乙二醇 20M石英毛细管柱

柱长 30 m

柱 内径 0. 53 m-

液膜厚度 1. 0 um

检测器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柱温

初始温度 1200C

升温速率 15℃/.m

最终温度 2600C

检测器温度 3200C

进样口温度 300'C

载气线速度 71 cm/s

进样方式 不分 流进样

进样 量 0. 4 IL

A2 相对保留时间

    相对保留时间见表Ate

表 A2 相对保留时间

峰 序 组分名称 相对保留时间

1 异丙醇 0.06

2 一乙醇胺 0.13

3 未知组分 0.41

4 未知组 分 0.44

5 未 知组 分 0.50

6 二 乙醇胺 0. 54

7 三 乙醇胺 1.00

8 未知组分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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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典型色谱图

典型色谱图见图A1,

1一异丙醇沼一一乙醇胺;3一未知组分;a一未知组分沛一未知组分;

            6一二乙醇胺;7一三乙醇胺泪一未知组分

                  图AI 典型色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