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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铝酸钠

HG／T 4518--2013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铝酸钠的分型，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贮存、运输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铝酸钠。该产品主要用作钛白粉生产过程中表面包膜的处理；堵漏剂、水泥速凝

剂、造纸行业的填充剂；另外铝酸钠在石油化工、制药、橡胶、印染、钢铁、纺织、催化剂生产中也有较广泛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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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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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l 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049 2006工业用化工产品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1，lo一菲哕啉分光光度法

GB／T 6678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

GB 12268 2005危险货物品名表

GB／T 15893．1 1995工业循环冷却水中浊度的测定散射光法

HG／T 3696．1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第1部分：标准滴定

溶液的制备

HG／T 3696．2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第2部分：杂质标准

溶液的制备

HG／T 3696．3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第3部分：制剂及制

品的制备

3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式：Na2A1204

相对分子质量：163．94(按2011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4术语和定义

4．1

苛化系数causticizing coefficient

苛化系数是指铝酸钠中氧化钠(Na20)与氧化铝(Alzos)的分子的比值(ak)，即摩尔比。

4．2

模数modulus

模数是指铝酸钠中氧化钠(Na20)与氧化铝(Alz03)的质量的比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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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型

工业铝酸钠分为两种型号，I型为固体，Ⅱ型为溶液。

6要求

6．1外观：I型为白色结晶粉末，Ⅱ型为无色透明粘稠状溶液。

6．2工业铝酸钠按本标准的试验方法检测应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

表1技术要求

指 标

项 目
I型 Ⅱ型

氧化钠(Na20)硼／％ ≥ 30 8．0

氧化铝(A120。)w／％ ≥ 41 6．0

铝酸钠(Na2A12 04)”／％ ≥ 65 9．O

苛化系数(钆) 1．15～1．35 2．0～6．5

模数(M) 0．7～0．8 1．3～4 0

铁(Fe)州％ ≤ 0．0020 O．0015

浊度／NTU ≤ 20

密度(30℃)／(g／cm3) ≥ 1．15

7试验方法

7．1警告

本试验方法中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毒性或腐蚀性．操作时须小心谨慎!如溅到皮肤或眼睛上应立

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立即就医。

7．2一般规定

本标准所用的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 2008中规定的

三级水。试验中所用的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HG／T

3696．1、HG／T 3696．2和HG／T 3696．3的规定制备。

7．3外观检验

在自然光下，I型产品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或白瓷板上用目视法判定外观；11型产品则取适量试样

置于比色管中，以白瓷板为背景用目视法判定外观。

7．4氧化钠、氧化铝和铝酸钠含量的测定

7．4．1氯化锌返滴定法(仲裁法)

7．4．1．1方法提要

试样中的铝与过量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反应，生成配合物，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进行

返滴定，在pH值约为5．7时，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用氧化锌标准滴定溶液进行返滴定。

7．4．1．2试剂

7．4．1．2．1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I)≈o．5 mol／L。

7．4．1．2．2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o．5 mol／L。

7．4．1．2．3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c(ZnClz)≈o．025 mol／L。

7．4．1．2．4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标准滴定溶液：c(EDTA)≈o．05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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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5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pH≈5．7。

将250 g无水乙酸钠溶于水中，加入10 mL冰乙酸，用水稀释至1 000 mL，摇匀。

7．4．1．2．6混合指示液。

l％的酚酞溶液与0．02％亚甲基蓝乙醇溶液等体积混合。

7．4．1．2．7二甲酚橙指示液：2 g／L。

7．4 1．3分析步骤

称取适量试样(I型产品约0．15 g～o．20 g，II型产品约1．0 g～1．3 g)，精确至0．000 2 g，置于250

mL锥形瓶中，用滴定管准确加入30．00 mL～40．00 mL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标准滴定溶液，再

用滴定管准确加入20m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加水至体积约为150mL，加盖表面皿，加热煮沸约

2 min～3 min，取下。加入6滴～7滴混合指示液，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蓝紫色为终点。冷

却后向溶液中加入15 mL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加3滴～5滴二甲酚橙指示液，用氯化锌标准滴定溶

液滴定至亮紫色为终点。

7．4．1．4结果计算

氧化钠含量以氧化钠(Na20)的质量分数W-计，按公式(1)计算：Wl一—(clVl+czV2--c3—V3)×M×10 3×100％⋯⋯．⋯⋯⋯⋯⋯⋯．．(1)
优

式中：

C1——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y·——加入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 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tool／L)；

vz——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3——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tool／L)；

v。——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m——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1 、

M——氧化钠f百1 Na20)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t001)(M=30．99)。
、‘ ，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I型产品不大于0．3％，

Ⅱ型产品不大于0．08％。

氧化铝含量以氧化铝(Ah03)的质量分数"W2计，按公式(2)计算：

"2=!!!!!二生y立2塑!鱼二：×100％⋯⋯⋯⋯⋯⋯⋯⋯⋯⋯⋯(2)
优

式中：

c1——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1——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z 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z 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m——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氧化铝(寺AlzOs 1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01)(M一50．98)。
、L ，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I型产品不大于0．4％，

Ⅱ型产品不大于0．06％。

铝酸钠含量以铝酸钠(Na2A1204)的质量分数W3计，按公式(3)计算：

W3一号×M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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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2——氧化铝(Alz03)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M1 铝酸钠(NazAlz04)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01)(Ml一163．94)；

M2 氧化铝(Alz03)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01)(M2—101．96)。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I型产品不大于0．6％，

Ⅱ型产品不大于0．09％。

7．4．2硫酸铜返滴定法

7．4．2．1方法提要

试样中加入过量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盐酸，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过量的盐酸，再用硫酸

铜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过量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计算氧化钠、氧化铝和铝酸钠的含量。

7．4．2．2试剂

7 4．2．2．1盐酸溶液：1+1。

7．4．2．2．2硫酸溶液：1+1。

7．4．2．2．3氨水溶液：1+1。

7．4．2．2．4乙酸一乙酸钠缓冲溶液：pH≈4．3。

将42．3 g无水乙酸钠溶于水中，加入80mL冰乙酸，用水稀释至1 000mL，摇匀。

7．4．2．2．5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5mol／L。

7．4．2．2．6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o．5 mol／L。

7．4．2．2．7氧化铝标准溶液：1 mL溶液中含氧化铝(A1203)o．001 g。

准确称取0．529 3 g高纯金属铝(铝含量不小于99．99％)，精确至0．000 2 g，置于200mL聚乙烯

杯中，加入约20mL水，加3 g氢氧化钠，使其全部溶解至透明(必要时在水浴上加热)，冷却，用盐酸溶

液调节至pHi3(o．5～5．0精密pH试纸检查)，再过量10 mL～20 mL，使溶液透明。冷却后移人

l 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7．4．2．2．8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标准滴定溶液：c(EDTA)-一-．0．05 mol／L。

7．4．2．2．9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c(CuS04)≈o．025mol／L。

配制：准确称取6．3 g硫酸铜(CuS04·5H20)，精确至0．000 2 g，置于烧杯中，加人水溶解，加2滴

硫酸溶液，用水稀释至1 000 mL。

标定：移取20．oo mL氧化铝标准溶液，于250 mL锥形瓶中，加入20．00 mL EDTA标准滴定溶

液，用水稀释至约100 mL。将溶液加热至70℃～80℃，用氨水溶液调节pH至3．5～4．0(0．5～5．0精

密pH试纸检查)。加15 mL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煮沸2 min，取下稍冷，加入5滴～6滴PAN指示

液，趁热以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亮紫色。

同时作空白试验。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其他加人试剂的种类和量与试验溶液相同。

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浓度c(CuS04)，数值以摩尔每升(tool／L)表示，按公式(4)计算：c一蒜糯⋯⋯⋯⋯⋯⋯⋯⋯⋯㈤”面再了痧刁丽⋯⋯⋯⋯⋯⋯⋯⋯⋯⋯⋯⋯(4，
式中：

C1——氧化铝标准溶液浓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V1 氧化铝标准溶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y。——滴定空白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V——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硫酸铜标准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M 氧化铝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t001)(M--101．96)。

7．4．2．2．10混合指示剂。

1％酚酞和0．02％亚甲基蓝乙醇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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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1l 1(2一吡啶偶氮)一2一萘(PAN)指示液。

将0．3 g PAN溶于100mL 95％乙醇中。

7．4．2．3分析步骤

称取适量试样(I型产品约0．15 g～0．20 g，lI型产品约1．0 g～1．3 g)，精确至0．000 2 g，置于250

mL锥形瓶中，用滴定管准确加入30．00 mL～35．00 mL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滴定溶液，再用滴定管

准确加入20，oo m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加水至100 mL～150 mL，加盖表面皿，加热至微沸约2 min，取

下。加入5滴～7滴混合指示剂(呈蓝绿色)，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蓝紫色为终点。用盐酸

溶液(约5滴)调节pH至约4(用0．5～5精密pH试纸检验)，加入15 mL乙酸一乙酸钠缓冲溶液，煮沸2

min，取下稍冷，加3滴～5滴PAN指示液(呈黄色)，用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亮紫色为终点。

7．4．2．4结果计算

氧化钠含量以氧化钠(Nazo)的质量分数Wl计，按公式(5)计算：w1一—(clVl+czVz--—c3V3)M×10-3×lOO％⋯⋯⋯⋯⋯⋯⋯⋯⋯⋯(5)
m

式中：

E1一盐酸标准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o
V1——加入盐酸标准溶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2一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y。——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tool／L)；

Vs 一加入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m——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1 、

M——。氧化钠(÷Na201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t001)(M一30．99)。
、L ，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I型产品不大于0．3％，

Ⅱ型产品不大于0．08％。

氧化铝含量以氧化铝(A120。)的质量分数w2计，按公式(6)计算：W2一—c(Vo--V)X—M／2×10-3×100％⋯⋯．⋯⋯⋯⋯．．⋯．．．．．．⋯(6)
m

式中：

r一硫酸铜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tool／L)；

V——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硫酸铜标准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vo一墒定空白试验溶液所消耗的硫酸铜标准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M——氧化铝(A120a)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01)(M一101．96)5

m 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I型产品不大于0．4％，

Ⅱ型产品不大于0．06％。

铝酸钠含量以铝酸钠(NazAl20t)的质量分数W3计，按公式(7)计算：

W3一号×MI⋯⋯⋯⋯⋯⋯··⋯⋯⋯⋯⋯⋯⋯⋯⋯⋯·(7)
』w2

式中：

W2——氧化铝(AlzOs)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M】——铝酸钠(NazAlz04)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01)(M】一163．94)；

M2一氧化铝(A1203)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t001)(M2—101．96)。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I型产品不大于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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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产品不大于0．09％。

7．5苛化系数的计算

苛化系数以氧化钠(Nazo)与氧化铝(AIz03)的分子的比值毗计，按公式(8)计算：

。k一堕×1．645．．⋯⋯⋯⋯⋯⋯⋯⋯⋯⋯⋯⋯⋯⋯⋯(8)
伽2

式中：

w1——氧化钠(Nazo)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w2——氧化铝(A1203)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1．645 氧化铝(A1203)和氧化钠(NazO)的摩尔质量的比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2。

7．6模数的计算

模数以氧化钠(Nazo)与氧化铝(A1zOs)的质量的比值M计，按公式(9)计算：

M--'W1．．．．．．．．．．．．．．．．．．．．．．．．．．．．．．．．．．．．．．．．．⋯．．．．．．．．．．(9)
tU2

式中：

”1 氧化钠(Na20)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2 氧化铝(A120s)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不大于0．02。

7．7铁含量的测定

7．7．1方法提要

同GB／T 3049 2006中第3章。

7．7．2试剂

7．7．2．1盐酸溶液：1+1。

7．7．2．2同GB／T 3049 2006中第4章。

7．7．3仪器

分光光度计：带有光程为3 cm的比色皿。

7．7．4分析步骤

7．7．4．1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GB／T 3049 2006中6．3的规定绘制标准曲线。

7．7．4．2测定

称取约20 g～30 g试样，精确至0．01 g，加入2mL盐酸溶液，煮沸。取下冷却至室温，转入100mL

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再用移液管移取10mL置于100mL容量瓶中，以下按GB／T

3049 2006中6．4从“必要时，加水至60 mL⋯⋯”开始进行操作。

同时做空白试验，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其他加入试剂的种类和量与试验溶液相同。

从标准曲线上查出相应的铁的质量。

7．7．5结果计算

铁含量以铁(Fe)的质量分数W4计，按公式(10)计算：

巴焉X 1监o／10坚0×100％m
。⋯’。

式中：

m1——从标准曲线上查出的试验溶液中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2 从标准曲线上查出的空白试验溶液中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 试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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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浊度的测定

7．8．1方法提要

在相同条件下，用福尔马肼标准混悬液散射光的强度和试样散射光的强度进行比较，用散射光浊度

计进行测量，散射光的强度越大，表示浑浊度越高。

7．8．2试剂

同GB／T 15893．1—1996中第4章。

7．8．3仪器

同GB／T 15893．1—1996中第5章。

7．8．4分析步骤

同GB／T 15893．1一一1996中第6章。

7．8．5结果的表达

以福尔马肼散射光浊度单位报告结果。

a)浊度低于1 NTu。精确到0．05 NTU；

b)浊度在1 NTu～10NTU间，精确到0．2 NTU；

c)浊度在10 NTU～50 NTU问，精确到0．5 NTU。

7．9密度的测定

7．9．1方法提要

密度计在被测溶液中达到平稳状态时与弯液面相切的刻度为该溶液的密度。

7．9．2仪器、设备

7．9．2．1浮子式玻璃密度计：分度值为0．001 g／cm3。

7．9．2．2恒温水浴：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5℃。

7．9．2．3量筒：250mL。

7．9．2．4温度计：0℃～50℃，分度值为0．1℃。

7．9．3分析步骤

将待测试样注入清洁、干燥的量筒内，不得有气泡，将量筒置于30℃±0．5℃的恒温水浴中。待温

度恒定后，将清洁、干燥的密度计缓缓地放人试样中。其下端应离筒底2 cm以上，不能与筒壁接触，密

度计的上端露在液面外的部分所沾溶液不得超过分度。待密度计在试样中稳定后，读出密度计弯月面

下缘的刻度(标有读弯月面上缘刻度的密度计除外)，即为30℃时试样的密度的数值。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2 g／cm3。

8检验规则

8．1本标准所有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

8．2生产企业用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溶液产品每

批不超过100 t，固体产品每批不超过30 t。

8．3按GB／T 6678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固体产品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斜插入至料

层深度的3／4处采样。将采得的样品混匀后，按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500 g；溶液产品按GB／T 6680的

规定采样，将采得的样品混合均匀，样品量不少于500 mL。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具塞广口瓶中密封。

瓶上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份作为实验室样品，另一

份保存备查，保存时间由生产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8．4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的工业铝酸钠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8．5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

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8．6采用GB／T 817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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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志、标签

9．1工业铝酸钠包装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及产品名称、型号、净含量、批号

或生产日期、本标准编号及GB 190中规定的“腐蚀性物质”和GBIT 191 2008中规定的“怕雨”、“怕

晒”标志。

9．2每批出厂的工业铝酸钠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及产品名称、型号、净含

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和本标准编号。

10包装、运输、贮存

10．1 工业铝酸钠I型产品采用内衬聚乙烯塑料薄膜袋的塑料编织袋或复合塑料编织袋包装。双层包

装内袋用绳扎口，或用与其相当的其他方式封口；外袋应牢固缝合，无漏缝或跳线现象。每袋净含量为

25 kg，也可根据用户要求的规格进行包装。Ⅱ型产品采用两层包装，内包装为塑料袋并用绳扎口，外包

装为大口塑料桶，每桶净重50 kg；或使用内衬塑料的311L型不锈钢槽车运输。

10．2工业铝酸钠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污染、破损，防止雨淋、受潮、暴晒。严禁与碱类及酸

类物品混运。

10．3工业铝酸钠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的库房内，防止雨淋、受潮。严禁与碱类及酸类物品混贮。

10．4在符合本标准贮存运输条件下，从出厂日期起，工业铝酸钠固体产品保质期为24个月，溶液产品

保质期为3个月。

11安全

根据GB 12268 2005中的分类，铝酸钠溶液属于第8．2项腐蚀性物质。避免与身体直接接触，若

与皮肤接触，请立即用水冲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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