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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ＪＩＳＳ２４０１—１９９１《骨灰瓷餐具》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为了更适合我国国情，本标准

在采用上述标准时进行了修改，主要差异如下：

———ＪＩＳＳ２４０１—１９９１规定磷酸三钙质量百分比必须达到３０％以上；本标准规定磷酸三钙的含量

不低于３６％；

———ＪＩＳＳ２４０１—１９９１规定把样品放入加热至１２０℃±３℃的恒温器中保持１ｈ后，立即放入

２４℃±３℃的水槽中冷却后取出检查是否有缺陷；本标准规定样品加热至１４０℃投入２０℃

水中热交换一次不裂；

———ＪＩＳＳ２４０１—１９９１中规定扁平制品的铅、镉溶出极限分别为１７μｇ／ｃｍ
２ 和１．７μｇ／ｃｍ

２；本标准

中规定扁平制品的铅、镉溶出极限分别为５．０ｍｇ／Ｌ和０．５０ｍｇ／Ｌ，其他制品的铅、镉溶出极

限均严于ＪＩＳＳ２４０１—１９９１。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５２２—１９９２《骨灰瓷器》。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５２２—１９９２《骨灰瓷器》的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的名称由“骨灰瓷器”修改为“骨质瓷器”；

———将产品的规格由“Ⅰ型、Ⅱ型”修改为“小型、中型、大型、特型”；

———增加了产品的等级划分：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修改了部分外观缺陷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陶瓷标准化中心技术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骨质瓷分公司、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

隆达骨质瓷有限公司、山东临沂银凤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华光瓷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刚、金宝元、王美兰、李硕、张志全、纪元玉、毕庆亮。

本标准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５２２—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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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质　瓷　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骨质瓷器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以磷酸三钙为主要成分的日用骨质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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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８７１．１—１９９５　磷矿石和磷精矿中五氧化二磷含量的测定　磷钼酸喹啉重量法和容量法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３２９８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２９９　日用陶瓷器吸水率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３００　日用陶瓷器变形检验方法

ＧＢ／Ｔ３３０１　日用陶瓷的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重量误差、缺陷尺寸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３３０２　日用陶瓷器验收、包装、标志、运输、储存规则

ＧＢ／Ｔ３３０３　日用陶瓷器缺陷术语

ＧＢ／Ｔ３５３４　日用陶瓷器铅、镉溶出量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５０００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ＧＢ１２６５１　与食物接触的陶瓷制品铅、镉溶出量允许极限（ＧＢ１２６５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６４８６２：１９９９，

ＮＥＱ）

ＱＢ／Ｔ１５０３　日用陶瓷白度测定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０００、ＧＢ／Ｔ３３０３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胎脏　犫狅犱狔犱犻狉狋

素胎表面的粘附物经釉烧形成的缺陷。

３．２

釉厚　狋犺犻犮犽犵犾犪狕犲

产品表面由于施釉过厚经釉烧形成的缺陷。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按产品的用途分为盘碟类、碗类、杯类、壶类及其他器物类。

４．２　按产品的器型分为扁平制品、小空心制品、大空心制品。

４．３　按产品的规格分为小型、中型、大型、特型。其规格范围见表１。

４．４　按产品的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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