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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碧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遂昌县食品药品安全检

验检测中心、上海华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遂昌义和陶瓷工坊、遂昌古韵陶器社、江西

佳霖炭业科技有限公司、遂昌高净界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佳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佶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竹家女工贸有限公司、四川惊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华

森竹炭制品有限公司、江山市绿意竹炭有限公司、衢州现代炭业有限公司、衢州净力竹炭有

限公司、宁波甬文新能源装备研发有限公司、浙江九川竹木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东方名竹竹

业有限公司、浙江百山祖工贸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衢州理工学校、北京林业大学。

本文件起草人：张文标、李文珠、郑剑、涂志龙、钟金环、应伟军、任凌颖、汤建华、

邱永祥、邱永晖、吴美忠、毛家女、颜军、华锡林、汪芳、吴泉生、张水祥、王剑勤、周松

珍、周一帆、吴蓉、詹先旭、吴水根、杨生茂、汪玉瑛、郑国友、施翔、王卫东、张川英、

黄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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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炭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竹炭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竹炭陶材料及其制品，也可适用于其它含炭陶质材料及其制品。不适用于

黑陶等工艺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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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298-2008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GB/T 3301 日用陶瓷的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重量误差、缺陷尺寸的测量方法

GB/T 3302 日用陶瓷器包装、标志、运输、储存规则

GB/T 3810.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 4部分: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定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2496.8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碘吸附值的测定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竹炭陶 bamboo charcoal potteryclay composite
以竹炭（或竹质活性炭）粉末和陶土为主要原料，经烧陶工艺制作而成，且具有一定吸

附功能的含炭陶质复合材料及制品，主要用于室内装饰、水质净化、空气净化和其它用途。

4 要求

4.1 感观质量

黑色或灰黑色，产品不得有明显的裂纹、磕碰、结疤、变形、污渍等缺陷；不得有异味。

4.2 规格尺寸

外形尺寸要求：误差±3%。其它要求可按供需双方合同约定。

4.3 理化性能指标及其他要求

4.3.1 理化性能指标

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理化性能指标

产品功能用途 项目 单位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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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净化类
碘吸附值 ≥mg/g ≥200

水煮试验 / 水质无发黑、浑浊、沉渣等现象

空气净化类 碘吸附值 ≥mg/g ≥300

室内装饰类

碘吸附值 ≥mg/g ≥100

抗热震性 / 无裂纹或破损

破坏强度 N ≥400

4.3.2 其他要求

a) 室内装饰材料，应符合 GB 6566的要求；

b) 水质净化材料，应符合 GB/T 17219的要求；

c) 其它产品应符合各行业产品标准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感观质量

将产品表面置于自然光条件下，目视检查外观缺陷。距表面50cm处，鼻嗅。

5.2 规格尺寸

按 GB/T 3301的规定执行。

5.3碘吸附值

按GB/T 12496.8的规定执行。

5.4 水煮试验

取试样 1件或 5g，放入试验用容器（如烧杯）中注入 GB/T 6682中规定的二级水，然

后将竹炭陶试样完全浸没于其中，加热并维持沸腾 30min，冷却后取出试样，观测水样状态。

加热过程中，保持竹炭陶试样始终浸没于液体中，并防止热液飞溅。

5.5抗热震性

取试样 1件，试样应无裂纹、破损等缺陷，热冲击温度设定为 180℃±5℃，将样品放

入加热炉中，然后按照 GB/T 3298-2008中 5.5、5.6、5.7规定的方法执行。

5.6破坏强度

按GB/T 3810.4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由生产单位质检部门进行，检测项目为感观质量、

规格尺寸、碘吸附值。

6.1.2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一次的周期性检验。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

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b)原料变化或改变主要生产工艺，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大差异时；

d)国家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 组批规则与抽样方法

7.1 组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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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材料及生产条件基本一致，同一天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按批号抽样。

7.2 抽样方法

7.2.1感官质量检验抽样方案

采用GB/T 2828.1-2012中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其检查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AQL）
为4.0，见表2。

表2 感官质量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kg/件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90
第一

第二

8
8

8
16

0
1

2
2

91～150
第一

第二

13
13

13
26

0
3

3
4

151～280
第一

第二

20
20

20
40

1
4

3
5

281～500
第一

第二

32
32

32
64

2
6

5
7

501～1 200
第一

第二

50
50

50
100

3
9

6
10

1 201～3 200
第一

第二

80
80

80
160

5
12

9
13

3 201～10 000
第一

第二

125
125

125
250

7
18

11
19

7.2.2规格尺寸检验抽样方案

采用GB/T 2828.1-2012中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其检查水平为Ⅰ，接收质量限（AQL）
为6.5，见表3。

表 3 规格尺寸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kg/件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90
第一

第二

3
3

3
6

0
1

2
2

91～150
第一

第二

5
5

5
10

0
1

2
2

151～280
第一

第二

8
8

8
16

0
3

3
4

281～500
第一

第二

13
13

13
26

1
4

3
5

501～1 200
第一

第二

20
20

20
40

2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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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200
第一

第二

32
32

32
64

3
9

6
10

3 201～10
000

第一

第二

50
50

50
100

5
12

9
13

7.2.3 理化性能检验抽样方案

理化性能检验采用复检抽样方案，见表 4，第一次抽样的样本检验结果如有不合格时，

则按复检样本量抽取样本，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抽样时应在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表 4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单位为：kg/件

提交检查批的数量范围 第一次抽样的样本量 复检抽样的样本量

≤ 1000 1 2

10 00~20 00 2 4

20 00~30 00 3 6

≥ 30 00 4 8

7.3 判定规则

7.3.1 感官质量和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结果的判定规则

第一次检验的样品数量应等于该方案的第一样本数。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

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应认为该批产品是可以接收的；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

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应抽取第二样本。

如果累计第一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第二接收数，则判定该批产品

是可以接收的；如果累计第一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第二拒收数，则判

定该批产品是不可以接收的。

7.3.2 理化性能指标检验结果的判定规则

理化性能指标项目均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不合格时加倍抽样进行

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7.4 综合判定

当感官质量、理化指标两项检验结果均合格时，判定该样本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参照 GB/T 3302 规定执行。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要标明生产

企业名称、联系方式、产品名称、规格、产品执行标准、使用注意事项，或根据供给合同规

定加盖产品标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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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目的意义、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1. 任务来源

《竹炭陶》（项目编号 2015-LY-10）被列为 2015 年国家林业局林业行业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由浙江碧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2. 目的意义

竹炭陶秉承良渚文化古老传统的手工技艺，结合现代生活与环保理念，以改

性竹炭微粉与陶土融合一体并复合其他功能型无机纳米材料，通过手工拉坯、滚

压、灌浆、冲压或挤压等方式成型成器，经高温烧制而成。精工细作的竹炭陶是

纯天然的生态健康用品，它呈献给人们的是成型成器的炭净化材料或成品，无化

学粘合剂，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和古朴质感的观赏价值，让您在赏心悦目中享受

生活、品味时尚、亲近自然。我们称之为竹炭陶，因为它是陶质而不是瓷器，具

有良好的吸水性。一旦竹炭陶高温玻化结晶成为瓷，就失去了它的内在功能和吸

附性。

竹炭陶在中国是一种新兴材料。当前，产业规模较 10 年前几乎增长了近 100

倍。我国每年对竹炭陶的需求在急速增长，产业效益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但目

前国内的产业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2011 年本起草小组完成制定了企业标准《竹炭陶》，并在国内相关企业进行

质量控制与指导。通过近 5年的实践应用，相关生产企业也在增加，本标准在现

有标准基础上进行了修整，立项制订行业标准，以期实现对该产品更广泛的引用。

3. 协作单位

浙江农林大学、遂昌县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上海华严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浙江遂昌义和陶瓷工坊、遂昌古韵陶器社、江西佳霖炭业科技有限公司、

遂昌高净界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佳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佶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福建竹家女工贸有限公司、四川惊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4. 主要工作过程

（1） 标准任务下达后，以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于 2015

年 5 月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开始标准起草工作。

（2） 在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3 月间，标准起草小组首先开展资料收集工

作，起草小组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标准、技术资料，共收集、翻阅了大量有关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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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制品的产品标准及检测标准，整理出竹炭陶产品技术要求，于 2016 年 3 月

形成《竹炭陶》初稿。

（3）2016 年 3 月-7 月，完成林业行业标准《竹炭陶》的初稿后，根据相关

技术要求完成检测试验，并邀请多家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检测机构专家学者审

定标准后，进行标准修改于 2016 年 7 月完成标准征求有意见稿。并提交全国竹

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征求意见。

（4）2016 年 8 月在杭州召开了林业行业标准《竹炭陶》起草小组第一次会

议。会议内容包括起草小组对已起草的行业标准的基本框架、参数和测试方法进

行了讨论，提出需要继续考察的性能，安排了下一步小组成员工作内容。

（5）2016 年 9 月-12 月起草小组通过试验论证及反馈意见修改相关内容形

成送审稿。

（6）2017 年送审稿经全国竹藤标委会秘书处转发专家，经反馈，标准内容

等相关仍需进一步修改。

（7）2020 年 1-7 月起草小组通过试验论证，并综合反馈意见修改相关内容，

通过电子邮件、网络视频以及企业调研，对标准草案进行修订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

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标准起草小组由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志龙，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

院张文标教授任组长，遂昌县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郑剑等人参与编

制，其他单位及相关人员参与资料收集、提供样品、协助测试和制订等工作。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

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

订标准时的新旧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情况；

1. 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本标准编写格式应符合 GB/T1.1-2020 的规定；

（2）本标准规定的内容、要求及测试方法应全面、科学、合理，有利于规

范市场、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经过大量实验和实际生产验证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数据编制而成，其



第 3 页 共 11 页

可行性强、易于操作、简便实用，并与已有相关标准统一和协调为原则。

2. 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竹炭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竹炭陶材料及其制品，也可适用于其它含炭陶质材料及其制

品。不适用于黑陶工艺品。

本标准是首次制订，其术语和定义涉及新的内容，目前没有相关的标准化术

语可参照，结合生产工艺和企业生产及市场认可度，对竹炭陶的特定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日用含炭陶质材料及其制品。

2 规范性文件

主要参考的标准：

GB/T 3298-2008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GB/T 3301 日用陶瓷的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重量误差、缺陷尺寸的

测量方法

GB/T 3302 日用陶瓷器包装、标志、运输、储存规则

GB/T 3810.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 4部分: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定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2496.8-2015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碘吸附值的测定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在标准草案制定中，根据国内竹炭的行业习惯及与各企业调研讨论结果，根

据企业实际情况及产品应用领域特性，以及参照 GB/T 26913-2011、

BB/T0049-2008 等相关标准中定义和术语，确定竹炭陶术语和定义。

① 竹炭陶

以竹炭（或竹质活性炭）粉末和陶土为主要原料，经烧陶工艺制作而成，且

具有一定吸附功能的含炭陶质复合材料及制品，主要用于室内装饰、水质净化、

空气净化和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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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感观质量

黑色或灰黑色，产品不得有明显的裂纹、磕碰、结疤、变形等缺陷；不得有

异味、污渍

4.2 规格要求

外形尺寸要求：误差±3%。

其它要求可按供需双方合同约定。

4.3 理化性能指标与检验

竹炭陶各项技术指标是在参考《竹炭》《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等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的需要进行设定

的，明确了技术指标和实验方法，本产品主要技术指标为碘值，同时，根据不同

产品类型的情况增加了水煮试验、抗热振性、破坏强度以及安全性要求。

4.3.1 碘值

竹炭陶作为功能材料，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碘值作为一

项主要指标，本标准研制小组选用了各类器型做了相应试验，试验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碘吸附值 mg/g

净水竹炭陶 巩义市韵沟新星滤料厂 245

净水竹炭陶 江苏艾格尼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23

净水竹炭陶 宜兴市汇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79

净水竹炭陶 河南嵩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38

净水竹炭陶 东莞市科泰水处理器材有限公司 228

净水竹炭陶 上饶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12

净水竹炭陶 浙江环盛炭业有限公司 365

净水竹炭陶 太原市小店区瀚诺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611

净水竹炭陶 河南众源环保有限公司 469

净水竹炭陶 江苏绿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11

净水竹炭陶 江苏新茂炭业科技有限公司 196

净水竹炭陶 河北博升环保有限公司 332

空气净化竹炭陶 巩义市韵沟新星滤料厂 323

空气净化竹炭陶 江苏艾格尼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84

空气净化竹炭陶 宜兴市汇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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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竹炭陶 河南嵩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83

空气净化竹炭陶 东莞市科泰水处理器材有限公司 298

空气净化竹炭陶 上饶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27

空气净化竹炭陶 浙江环盛炭业有限公司 421

空气净化竹炭陶 太原市小店区瀚诺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656

空气净化竹炭陶 河南众源环保有限公司 513

空气净化竹炭陶 江苏绿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87

空气净化竹炭陶 江苏新茂炭业科技有限公司 288

空气净化竹炭陶 河北博升环保有限公司 389

竹炭炭陶装饰品 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 98

竹炭炭陶装饰品 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 102

竹炭炭陶装饰品 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 112

竹炭炭陶装饰品 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 116

竹炭炭陶装饰品 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 105

竹炭炭陶装饰品 遂昌碧岩竹炭有限公司 128

黑陶工艺品 浙江遂昌义和陶瓷工坊 6

黑陶工艺品 浙江遂昌义和陶瓷工坊 0

黑陶工艺品 浙江遂昌义和陶瓷工坊 10

黑陶工艺品 遂昌古韵陶器社 0

黑陶工艺品 遂昌古韵陶器社 0

黑陶工艺品 遂昌古韵陶器社 12

红陶罐 遂昌花卉市场 0

红陶罐 遂昌花卉市场 0

含釉陶罐 遂昌花卉市场 0

含釉陶罐 遂昌花卉市场 0

从上述数据可知，本标准研究的竹炭陶器型，具有一定的吸附功能。根据各

类器型试验情况如下：净水竹炭陶，经过 12 家企业产品试验，其碘值范围在

196-623mg/g 之间，由此建议水质净化类竹炭陶碘值规定为大于 200mg/g；空气

净化竹炭陶，经过 12 家企业产品试验，其碘值范围在 287-684mg/g 之间，由此

建议空气净化类竹炭陶碘值规定为大于 300mg/g；竹炭陶装饰品，主要由遂昌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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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竹炭有限公司生产，我们选取六件产品进行试验，其碘值范围在 98-128mg/g

之间，由此建议室内装饰类竹炭陶碘值规定为大于 100mg/g；其它产品选取了浙

江遂昌义和陶瓷工坊、遂昌古韵陶器社的黑陶工艺品其碘值范围在 0-12mg/g 之

间，由此认为本标准不适用于黑陶工艺品，其产品不具备吸附功能；另外还检测

了花卉市场使用的红陶罐、含釉陶罐等器型，发现其均无吸附功能。

4.3.2 水煮试验

根据竹炭陶制品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制品经受高温后应无明显异样（包括黑

水，浑浊等），拟设计了水煮试验。

在试验用容器（如烧杯）中注入 GB/T 6682 中规定的二级水，然后将竹炭陶

试样完全浸没于其中，加热并维持沸腾 30 分钟，加热过程中，保持竹炭陶试样

始终浸没于液体中，并防止热液飞溅。试验结束后，冷却取出试样，观测水样有

无发黑、浑浊、沉渣等现象。

4.3.3 抗热震性

参照 GB/T 3298-2008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对竹炭陶进行抗热震

性试验，并将抗热震试样加热温度为 180℃，试验方法按照 GB/T 329-2008 标准

执行。该项指标主要针对器型热稳定性而制定，技术要求参照紫砂陶器的相关标

准技术要求。

4.3.4 破坏强度

竹炭陶主要作为室内工艺品摆设、家装材料等，其破坏强度表征着产品的抗

压能力，即在使用过程中抵抗开裂和断裂的能力。若产品的破坏强度较低，达不

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将会影响正常使用。因此室内装饰用竹炭陶的破坏强度应当

作为该产品的重要指标。

按照 GB/T 3810.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 4部分: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

定方法》，抽取 58 组厂家生产的室内装饰用竹炭陶样品进行测试综合分析确定，

经测试破坏强度在 428.6-625.3N 之间，平均值为 526.9N。同时，破坏强度与器

型厚度，曲面等结构有关，因此根据综合分析确定本标准中破坏强度技术指标要

求为≥400N。

4.3.5 其他要求

a) 室内装饰材料，应符合 GB 6566 的要求；

b) 水质净化材料，应符合 GB/T 17219 的要求；

c) 其他产品应符合各行业产品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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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主要考虑不同应用产品所涉及的行业要求，相关产品应符合行业标准要

求。

三、 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预期的经济效益；

随着竹炭产品制造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特别是绿色、低碳、环保等绿色理

念深入人心，给竹炭陶产业带来了新机遇和挑战。本标准是根据我国竹炭陶市场

情况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的实践数据，以确保本标准具有普遍性、科学性和可

适用性，既对消费者起到保护作用，又为消费者了解竹炭陶产品开辟了新的途径。

本标准由竹炭陶相关的生产企业合作制定，并且根据我国国情和参照行业先进标

准制定，期待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促进竹炭陶行业规范发展，拓宽竹炭陶产品的

适用领域，推进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提高产品的功效性，从而提高我国竹炭陶

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针对竹炭陶用于室内装饰和空气净化用，进行了竹炭陶样品吸湿解吸和吸附

IVOC 的试验（测试数据详见附录）和远红外发射率测试等，为竹炭陶的应用推

广提供理论参考。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本标准以竹炭粉与陶土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为基础，探索出一种工艺简单、生

产成本低、产品性能优越的“竹炭陶”制备方法，包含“竹炭微结构的研究”、

“竹炭陶土复合材料的制备和结构性能表征”、“竹炭复合陶瓷砖制备及其光催化

性能”等科研工作收集的大量生产数据和研究成果，并以公司多年的生产经验来

制定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技术指标，其技术尚无国际标准，目前也没有类似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了 GB 4806.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等标

准、规范内容，但目前仍无国外相关数据和产品对比，该标准的制定具有实用性

和新颖性。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当前竹炭产业升级发展的需要，出台目的是为了推

进竹质复合材料的应用，符合我国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相关法规的支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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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协调的，不存在任何抵触。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对标准内容的重大分歧采取相互沟通，对意见比较集中或意见分歧较大的定

义和术语，进行广泛座谈和征询意见，根据实际生产中要求，同时又符合习惯要

求的条件下，进行修改和处理。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对竹炭陶感官、技术指标和理化性能指标作出了规范，但由于没有涉

及到人们生命、财产等安全方面的内容，尚无必要作为强制性标准执行，因此建

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等内容；

要执行好本标准，规范竹炭陶的术语和定义以及测定方法，为生产企业开发

相关产品提供理论参考，配套完善的实验条件和检测手段，要制定相应的产品质

量的内控标准，使本标准落到实处，拓宽竹炭陶及其相关制品的应用领域。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竹炭陶》国家或行业或地方的标准，本行业标准为首

次制定。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林业行业标准《竹炭陶》起草小组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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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竹炭陶吸湿与解吸试验

1.1含水率测试

取样称重后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中烘至绝干，测试含水率，结果见下表：

试样编号 烘干前重/g 烘干后重/g 含水率/%

1-0 74.0776 73.3332 1.02

1-1 15.4157 15.2761 0.91

1-2 10.2242 10.1076 1.15

1-3 10.1440 10.0506 0.93

1-4 9.1017 9.0163 0.95

1-5 13.3534 13.2260 0.96

1-6 12.5610 12.4368 1.00

平均 0.99

从上表结果可知，样品平均含水率为 0.99%。

1.2吸湿（水）测试

取绝干重的试样置于金属丝网上，底部注入水使试样正好接触到水面，观察

试样浸透情况，并记录时间。结果见下表：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样品完全浸透平均吸水量为 48.9%，持续吸水到第三

试样

编号
绝干重/g

完全浸透

重/g

吸湿率

/%

吸湿 24h后

重/g

24h 吸

湿率/%

吸湿48h后

重/g

48h吸湿

率/%

吸湿 72h 后

重/g

72h 吸

湿率/%

1-0 73.3332 109.6853 49.57 110.1791 50.24 110.9174 51.25 111.0397 51.42

1-1 15.2761 22.6794 48.46 22.7235 48.75 22.9387 50.16 23.1325 51.43

1-2 10.1076 15.0303 48.70 15.0405 48.80 15.2225 50.60 15.195 50.33

1-3 10.0506 15.0602 49.84 14.9933 49.18 15.0706 49.95 15.1024 50.26

1-4 9.0163 13.4646 49.34 13.4011 48.63 13.4976 49.70 13.4849 49.56

1-5 13.226 19.5508 47.82 19.4584 47.12 19.559 47.88 19.5846 48.08

1-6 12.4368 18.5051 48.79 18.353 47.57 18.4845 48.63 18.5333 49.02

平均 48.93 48.61 49.74 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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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吸湿率增加不大即基本达到饱和，即平均含水率为 50.0%。

1.3解吸测试

吸水饱和的样品置于大气中（温度 20℃，湿度 65%）进行解吸试验，每隔

24小时记录重量，计算其含水率。结果见下表：

试样

编号

绝干重

/g

吸湿饱和

后重/g

饱和吸

湿率/%

解吸 1d

含水率

/%

解吸 2d

含水率

/%

解吸 3d

含水率

/%

解吸 4d

含水率

/%

解吸 5d

含水率

/%

解吸 6d

含水率

/%

解吸 2

周

1-0 73.3332 111.0397 51.42 50.46 50.14 46.00 44.31 34.60 20.72 4.90

1-1 15.2761 23.1325 51.43 48.67 46.13 41.64 39.99 29.25 15.53 3.99

1-2 10.1076 15.195 50.33 48.73 45.76 41.59 39.10 27.24 14.31 3.95

1-3 10.0506 15.1024 50.26 48.81 46.18 41.67 39.43 30.32 15.69 3.82

1-4 9.0163 13.4849 49.56 48.35 45.43 40.64 38.06 29.74 15.60 3.63

1-5 13.226 19.5846 48.08 47.25 45.24 40.42 38.22 28.91 15.58 3.87

1-6 12.4368 18.5333 49.02 47.99 46.01 40.87 38.87 29.44 14.54 3.80

平均 50.01 48.61 46.41 41.83 39.71 29.93 16.00 3.99

从上表结果可看出，饱水样在大气中持续解吸，品完全浸透平均吸水量为

48.9%，持续吸水到第三天吸湿率增加不大即基本达到饱和，即平均含水率为

50.0%。

2 竹炭陶空气净化吸附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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