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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００７《漆膜耐霉菌性测定法》，与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００７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警示内容；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ＧＢ／Ｔ９２７１—２００８、ＧＢ／Ｔ９２７８、ＧＢ／Ｔ２３９８７—

２００９、ＹＹ０５６９—２０１１”；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１７２７—１９９２”（见第２章，２００７年版的

第２章）；

———删除了霉菌的定义（见２００７年版的３．１）；

———修改了术语名称和定义（见３．１，２００７年版的３．２）；

———修改了试验原理（见第４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４章）；

———修改了仪器设备和材料及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５章）；

———修改了营养盐溶液、营养盐琼脂培养基和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ＰＤＡ）的组成、制备方法和灭

菌时间（见第６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５章）；

———将制备无菌水的灭菌时间由“３０ｍｉｎ”改为“２０ｍｉｎ”（见６．２，２００７年版的５．４）；

———合并了内墙漆膜和外墙漆膜的试验菌种，删除了“球毛壳霉”；增加了“经有关方商定后，可增加

其他试验菌种”的描述；删除了“根据产品的使用要求，也可适当增加其他菌种作为检测菌种”

的描述；增加了试验菌种的菌株号（见７．１．１，２００７年版的６．１）；

———修改了试样的准备（见７．３，２００７年版的５．５）；

———删除了阴性对照及内容（见２００７年版的７．１．２．３）；

———增加了“经有关方商定，可以延长培养时间至５６ｄ”的规定（见７．４．１、７．４．２）；

———修改了结果评定（见７．５，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８章）；

———增加了试验报告（见第８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浙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龙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托尔专用化学品（镇江）有限公司、深圳广田高

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博星化工涂料有限公司、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迪美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新安涂料有限公司、青岛居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厦门百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雅士

利涂料（苏州）有限公司、东莞大宝化工制品有限公司、青岛爱尔家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晨阳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标格达精密仪器（广州）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小保、刘琳、李素娟、胡晓珍、梁爽、戴俊、王青柏、杨亚良、屈帅、王君瑞、张君杭、

凌振华、徐新祥、刘永龙、徐金宝、刘炳义、戴燕中、赵迎九、熊国刚、王宝柱、郭云建、刘伟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４１—１９７９、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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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膜耐霉菌性测定法

　　警示———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漆膜耐霉菌性试验所涉及的试验原理、仪器设备和材料、培养基和试剂、试验程序以

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涂料漆膜耐霉菌性的测定，其他类型漆膜耐霉菌性的测定可参考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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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１８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９２７１—２００８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

ＧＢ／Ｔ９２７８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ＧＢ／Ｔ２３９８７—２００９　色漆和清漆　涂层的人工气候老化曝露　曝露于荧光紫外线和水

ＹＹ０５６９—２０１１　Ⅱ级生物安全柜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耐霉菌性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狅犿狅犾犱

防霉菌性

抗霉菌性

耐受或阻止、抑制霉菌孢子及菌丝体的生长与繁殖的能力。

４　试验原理

模拟自然界霉菌生长的环境条件，按霉菌生长的生理特点设计加速试验。在试样表面接种霉菌孢

子，然后将试样放置在适合霉菌生长的环境条件下培养，观察霉菌在试样表面的生长情况。根据试样表

面长霉程度对漆膜的耐霉菌性进行评定分级。

５　仪器设备和材料

５．１　恒温恒湿培养箱：控温范围１０℃～５０℃，温度均匀性不超过±２℃，温度波动度不超过±１℃，相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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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范围５０％～９５％，精度５％。

５．２　生化培养箱：控温范围５℃～５０℃，温度均匀性不超过±２℃，温度波动度不超过±１℃。

５．３　高压蒸汽灭菌锅：控温范围１０１℃～１３７℃，温度均匀性不超过±２℃，温度波动度不超过±２℃。

５．４　干热灭菌箱：控温范围５０℃～２００℃，温度均匀性不超过±２℃，温度波动度不超过±２℃。

５．５　天平：实际分度值犱＝１０ｍｇ、犱＝１ｍｇ、犱＝０．１ｍｇ。

５．６　ｐＨ计：分度值０．０１。

５．７　离心机：转速５００ｒ／ｍｉｎ～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５．８　生物安全柜：符合ＹＹ０５６９—２０１１规定的Ⅱ级生物安全柜要求。

５．９　显微镜：普通光学显微镜。

５．１０　冰箱：控温范围４℃～１０℃，温度均匀性不超过±２℃，温度波动度不超过±２℃。

５．１１　喷雾器：容量为３０ｍＬ。

５．１２　量筒：容量为１０ｍＬ、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和１０００ｍＬ。

５．１３　培养皿：直径９０ｍｍ。

５．１４　血球计数板。

５．１５　三角瓶：容量为１２５ｍＬ、５００ｍＬ。

５．１６　接种环。

５．１７　玻璃珠：粒径３ｍｍ～７ｍｍ。

５．１８　玻璃漏斗。

５．１９　纤维滤纸：定性纤维滤纸。

５．２０　烧杯：容量为５００ｍＬ和１０００ｍＬ。

５．２１　无色玻璃试管：规格１０ｍｍ×１８０ｍｍ。

６　培养基和试剂

６．１　一般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验均使用化学纯或化学纯以上的试剂和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中三级水要

求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６．２　无菌水

准确称取０．００５ｇ分散剂（如吐温８０）加入到１００ｍＬ水中搅拌均匀，按１０ｍＬ／支分装到无色玻璃

试管（５．２１）中，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５．３）中在（１２１±２）℃条件下灭菌２０ｍｉｎ后备用。

６．３　营养盐溶液

６．３．１　营养盐溶液组分

营养盐溶液的组分见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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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营养盐溶液组分

试剂名称 添加量／ｇ

硝酸钠（ＮａＮＯ３） ２．０

磷酸二氢钾（ＫＨ２ＰＯ４） ０．７

磷酸氢二钾（Ｋ２ＨＰＯ４） ０．３

氯化钾（ＫＣｌ） ０．２５

硫酸镁（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５

硫酸亚铁（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００２

蔗糖（Ｃ１２Ｈ２２Ｏ１１） ５．０

６．３．２　制备方法

按表１在烧杯（５．２０）中准确称取营养盐溶液组分，用水加热溶解后，加水至１０００ｍＬ，用０．１ｍｏｌ／Ｌ氢

氧化钠溶液调节ｐＨ值为６．０～６．５，用三角瓶（５．１５）分装后置于高压蒸汽灭菌锅（５．３）中在（１２１±２）℃条

件下灭菌２０ｍｉｎ后备用。

６．４　营养盐琼脂培养基

准确称取２０．０ｇ琼脂到１０００ｍＬ未灭菌的营养盐溶液（６．３．２）中，加热搅拌熔化，用０．１ｍｏｌ／Ｌ氢

氧化钠溶液调节ｐＨ值为６．０～６．５，用三角瓶（５．１５）分装后置于高压蒸汽灭菌锅（５．３）中在（１２１±２）℃

条件下灭菌２０ｍｉｎ后备用。

６．５　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犘犇犃）

６．５．１　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犘犇犃）组分

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ＰＤＡ）组分见表２。

表２　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犘犇犃）组分

试剂名称 添加量／ｇ

马铃薯（去皮后） ３００．０

葡萄糖 ２０．０

琼脂 ２０．０

６．５．２　制备方法

取新鲜无霉烂的马铃薯，去皮切片，准确称取３００．０ｇ，加入６００ｍＬ水煮沸２０ｍｉｎ后过滤，取汁液。

按表２称取准确其余组分，加入到汁液中煮沸溶解，加水至１０００ｍＬ，用无色玻璃试管（５．２１）分装，置于

高压蒸汽灭菌锅（５．３）中，在（１２１±２）℃条件下灭菌２０ｍｉｎ，趁热取出试管并倾斜摆放，自然凝固成斜面

后备用。也可用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ＰＤＡ）商品培养基，按照产品标签要求制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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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试验程序

７．１　混合孢子液的制备

７．１．１　试验菌种

耐霉菌性试验所用菌种见表３。经有关方商定后，可增加其他试验菌种。

表３　漆膜耐霉菌性试验菌种

菌种的中文名称 菌种的拉丁名 菌株号ａ

黑曲霉 犃狊狆犲狉犵犻犾犾狌狊狀犻犵犲狉 ＣＧＭＣＣ３．５４８７

黄曲霉 犃狊狆犲狉犵犻犾犾狌狊犳犾犪狏狌狊 ＣＧＭＣＣ３．３９５０

腊叶芽枝霉（多主枝孢霉） 犆犾犪犱狅狊狆狅狉犻狌犿犺犲狉犫犪狉狌犿 ＣＧＭＣＣ３．２７５７

宛氏拟青霉 犘犪犲犮犻犾狅犿狔犮犲狊狏犪狉犻狅狋犻 ＣＧＭＣＣ３．４２５３

桔青霉 犘犲狀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犮犻狋狉犻狀狌犿 ＣＧＭＣＣ３．２９１３

绿色木霉 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狏犻狉犻犱犲 ＣＧＭＣＣ３．２９４１

出芽短梗霉 犃狌狉犲狅犫犪狊犻犱犻狌犿狆狌犾犾狌犾犪狀狊 ＣＧＭＣＣ３．８３７

链格孢 犃犾狋犲狉狀犪狋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ＣＧＭＣＣ３．４２５５

　　
ａＣＧＭＣＣ为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７．１．２　菌种培养及保藏

在生物安全柜（５．８）内用无菌接种环（５．１６）分别接种各种菌种（表３）于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

（ＰＤＡ）（６．５）上，在生化培养箱（５．２）中，于２８℃～３０℃条件下培养至斜面长满霉菌孢子，培养后置于

３℃～１０℃ 条件下保藏，时间不超过３个月。

７．１．３　混合霉菌孢子液的制备

在生物安全柜（５．８）内用无菌接种环（５．１６）挑取霉菌孢子（７．１．２），接种于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

（ＰＤＡ）（６．５）上，在２８℃～３０℃条件下培养７ｄ～１４ｄ，当培养基表面长满霉菌孢子时，加入１０ｍＬ无

菌水（６．２），在生物安全柜（５．８）内用无菌接种环（５．１６）在无菌操作条件下轻轻地刮取霉菌培养物表面的

霉菌孢子，制成霉菌孢子悬浮液。

将霉菌孢子悬浮液倒入１２５ｍＬ带有塞子并预先装有４５ｍＬ无菌水（６．２）和１０个～１５个无菌玻璃

珠（５．１７）的无菌三角瓶（５．１５）中，用力振荡无菌三角瓶（５．１５）以打散孢子团并使霉菌孢子从子实体中释

放出来。将带有无菌纤维滤纸（５．１９）的无菌玻璃漏斗（５．１８）置于无菌三角瓶（５．１５）上，把振荡后的霉菌

孢子悬浮液倒入无菌玻璃漏斗（５．１８）内过滤，除去菌丝和培养基碎片。

无菌条件下以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已过滤的霉菌孢子悬浮液，去掉上清液，加入１０ｍＬ～

５０ｍＬ无菌水（６．２）于孢子沉淀物中，充分混匀，然后离心得到霉菌孢子沉淀物，重新加入无菌水混匀，

再次离心得到霉菌孢子沉淀物。

将霉菌孢子沉淀物用营养盐溶液（６．３）稀释，用血球计数板（５．１４）或其他方法测定霉菌孢子浓度，

并稀释使悬浮液中霉菌孢子浓度为０．８×１０６ 个／毫升～１．２×１０
６ 个／毫升。

制备好的每种霉菌孢子悬浮液可在４℃～１０℃冰箱（５．１０）中保存不超过４ｄ，试验前将制备的每

种霉菌孢子悬浮液等体积混合，获得混合霉菌孢子液。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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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样品

产品按ＧＢ／Ｔ３１８６规定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７．３　试样的准备

７．３．１　试验样品

除另有规定外，采用铝板、玻璃板等不易生锈和吸潮的底材，尺寸为５０ｍｍ×５０ｍｍ，厚度至少为

１ｍｍ。

除另有规定外，按ＧＢ／Ｔ９２７１—２００８的规定处理每一块试板，铝板等金属底材可用合适的砂纸打

磨。然后按产品的规定施涂及养护３块试板作为试验样品。室外用产品试验样品的漆膜在耐霉菌性试

验前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７—２００９中８．２．１的规定进行老化试验，辐照度为０．８３Ｗ·ｍ－２·ｎｍ－１，试验时间为

１００ｈ。除另有商定外，试验前试验样品应在ＧＢ／Ｔ９２７８规定的条件下至少调节４ｈ。

７．３．２　对照样品

３张尺寸为（５０×５０）ｍｍ的无菌纤维滤纸（５．１９）。

７．４　接种培养

７．４．１　培养皿法

向无菌培养皿（５．１３）中倒入约２０ｍＬ营养盐琼脂培养基（６．４），当培养基凝固后，在无菌条件下，将

３个试验样品和３个对照样品分别放置在装有培养基的培养皿表面中央。

用无菌喷雾器（５．１１）向每个试验样品和对照样品表面和培养基表面均匀喷洒０．４ｍＬ～０．６ｍＬ混

合霉菌孢子液（７．１．３），使整个试验样品和对照样品表面和培养基表面湿润。

将已接种的试验样品和对照样品置于恒温恒湿培养箱（５．１）中，在温度２５℃～３０℃、相对湿度不

低于８５％的条件下培养７ｄ后目视检查对照样品上霉菌生长情况，３个对照样品均应有霉菌生长，否则

试验无效，应重新进行试验。若每个对照样品上均可见霉菌生长，则继续培养试验样品和对照样品至

２８ｄ后按７．５进行结果评定。经有关方商定，可以延长培养时间至５６ｄ。

７．４．２　悬挂法

本方法适用于大件试验样品、不规则试验样品和无法用培养皿法测试的试验样品。

把准备好的混合霉菌孢子液（７．１．３），分别接种于３个试验样品和３个对照样品的表面。

将已接种的试验样品和对照样品在室温下晾干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悬挂在带有紧密盖子、能放置试

验样品的玻璃或塑料容器内。容器的大小与形状应使得在它内部空间的底部具有足够敞露的水表面

积，保证放置的样品有足够的空间，不相互接触干扰，并保持容器内相对湿度大于８５％。悬挂好的样品

应确保不被水触及或溅到。

把悬挂已接种试验样品和对照样品的容器放在恒温恒湿培养箱（５．１）中，在温度２５℃～３０℃，相

对湿度不低于８５％的条件下培养７ｄ后目视检查对照样品上霉菌生长情况，３个对照样品均应有霉菌

生长，否则试验无效，应重新进行试验。若每个对照样品上均可见霉菌生长，则继续培养试验样品和对

照样品至２８ｄ后按７．５进行结果评定。经有关方商定，可以延长培养时间至５６ｄ。

７．５　结果评定

培养结束后，将试验样品从恒温恒湿培养箱（５．１）取出，应先目视检查，长霉面积占比小于１０％时用

显微镜（５．９）放大５０倍观察，按表４评定耐霉菌性等级。结果以至少两块样板的级别一致为准，若任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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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平行试样的耐霉菌性等级相差两个及以上等级时应重新进行试验。

表４　耐霉菌性等级

试验样品上霉菌的生长情况 试验样品长霉面积占比／％ 耐霉菌性等级／级

不生长 ０ ０

痕量生长 ＜１０ １

少量生长 ≥１０且＜３０ ２

中度生长 ≥３０且＜６０ ３

重度生长 ≥６０ ４

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本标准编号；

ｂ）　菌种名称、菌株号；

ｃ）　试验样品培养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

ｄ）　试验样品长霉面积和耐霉菌性等级（如用显微镜进行检查，应注明显微镜的放大倍数）；

ｅ）　试验日期；

ｆ）　试验样品的尺寸；

ｇ）　测试前后试验样品照片；

ｈ）　与规定的试验方法的任何不同之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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