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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3173—2008《表面活性剂洗涤剂试验方法》。与GB/T13173—2008相比,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块状产品的分样方法(见4.2.4);
———修改了总五氧化二磷含量测定中的磷钼蓝比色法的试样处理(见6.2.4.2,2008年版的6.2.4.2);
———修改了总活性物含量测定中的乙醇溶解物的萃取(见7.4.1.1,2008年版的7.5.1.1);
———修改了总活性物含量测定中的氯化钠测定的步骤(见7.4.1.2,2008年版的7.5.1.2);
———增加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测定中的混床树脂的应用(见8.2.13、8.4.1.3);
———增加了发泡力测定中相对发泡力的测定(见11.7);
———删除了蛋白酶的相对酶活力或含量的测定(见2008年版的第18章);
———增加了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含量的测定(见第18章);
———增加了游离碱含量的测定(见第20章);
———增加了干钠皂含量的测定(见第21章);
———增加了高低温稳定性的测定(见第22章);
———增加了气味的测定(见第23章);
———增加了色泽和外观的测定(见第24章);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烷基酚聚氧乙烯醚鉴定试验”(见附录C)。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607:1980《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 样品分样方法》(Surface

activeagentsanddetergents—Methodsofsampledivision)、ISO697:1981《表面活性剂 洗衣粉 表

观密度的测定 给定体积称量法》(Surfaceactiveagents—Washingpowders—Determinationofapparent
density—Methodbymeasuringthemassofagivenvolume)、ISO4313:1976《洗衣粉 总五氧化二磷

含量的测定 磷钼酸喹啉重量法》(Washingpowders—Determinationoftotalphosphorus(V)oxide
content—Quinolinephosphomolybdategravimetricmethod)、ISO4321:1977《洗衣粉 活性氧含量的

测定  滴 定 法》(Washingpowders—Determinationofactiveoxygencontent—Titrimetric method)、
ISO4325:1990《肥皂和洗涤剂 螯合剂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Soapsanddetergents—Determination
ofchelatingagentcontent—Titrimetricmethod)和ISO21264:2019《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烷基酚聚

氧乙烯醚的测定》(Surfaceactiveagents—Detergents—Determinationofalkylphenolethoxylates)。
本标准由于整合了几项国际标准,在结构上有较大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章

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上述国际标准存在技术性差异,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开米科技有限公司、蓝月亮(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芭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珂莉科技有限公司、厦门琥珀日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晨之、李晓婷、姚逸中、于文、何琼、李晓辉、李晓睿、张青、郭宏涛、冯文希、

盛惊苑、方喜燕。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31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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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试验方法的分样、颗粒度、总五氧化二磷含量、总活性物含量、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各种磷酸盐含量、甲苯磺酸盐含量、发泡力、螯合剂(EDTA)含量、表观密度、白
度、水分及挥发物含量、活性氧含量、4A沸石含量、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含量、有效氯含量、游离碱含量、
干钠皂含量、高低温稳定性、气味、色泽和外观等指标的测试。

本标准适用于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产品的指标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GB/T6003.1—2012,

ISO3310-1:2000,MOD)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6682—2008,ISO3696:1987,MOD)

JJG512 白度计

QB/T2739—2005 洗涤用品常用试验方法 滴定分析(容量分析)用试验溶液的制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表面活性剂 surfaceactiveagents
一种具有表面活性的化合物,它溶于液体特别是水中,由于在液/气表面或其他界面的优先吸附,使

表面张力或界面张力显著降低。

3.2
洗涤剂 detergent
通过洗净过程用于清洗的专门配制的产品。

3.3
大批样品 bulksample
不保持其独特性的汇集批样品。

3.4
混合的大批样品 blendedbulksample
汇集的批样掺合在一起得到的均一大批样。

3.5
分样 reducedsample
在不改变组成的条件下,通过减少样品的量而得到的样品。
注:在减少样量的同时,也可能需要减小样品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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