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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室内地坪涂料因具有良好的粘结性、附着力、耐磨性和优异的耐碱性及防腐蚀性能等优

点而广泛应用于食品、烟草、制药、电子、医疗卫生等行业的生产作业场所、家居及学校、

商场等公共场所。针对不同要求的场所，通过选择具有不同功能和艺术效果的地坪涂料能获

得不同的地面装饰效果。由于是在室内使用，涂料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会对室内环境和人身造

成一定的危害，该问题近几年也得到了相关行业和广大消费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今后，地

坪涂料将向着水性、无溶剂型的环保方向发展，同时又能提供抗静电、自流平、耐腐蚀、耐

磨损及艺术效果的外观和功能。在地坪涂料需求量日益增加、同时溶剂型地坪涂料还占有绝

对优势的前提下，为了保护室内环境和人身健康，需及时对地坪涂料中的有害物质进行限定，

尤其是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及可溶性重金属等提出限定要求，因此，制定该类产品的强

制性安全标准势在必行。国外已有一些法规和环境标志类标准对地坪涂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

进行了限定。出于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保护我国环境和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2012

年，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了制定强制性国家

标准《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建议，2014 年 9 月 26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

国标委综合〔2014〕67 号文件下达了该标准项目的制定任务，项目编号为 20140296-Q-606。

该项目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和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要求于 2015 年底前完成标准报批工作。 

由于标准起草单位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目前已更名为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因此本标准起草单位改为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2 简要工作过程 

为使该标准的制定能充分体现先进性，邀请了来自涂料研究、生产、检验、使用等方

面的代表参加该标准的制定工作。为确保标准水平并考虑标准发布后的影响和声誉，凡被邀

请的企业均是具备管理规范、已有相当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等条件，

且应是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在行业中能引领技术进步、产品质量达到较高水平的骨干企业。 

该项工作得到了许多单位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使标准制定工作组得以顺利组成，

为圆满完成标准制定工作奠定了基础。 

本标准起草单位有：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信和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中远

关西涂料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宁波新安涂料有限公司、杭州潮头建材有限公司、广州秀

珀化工涂料有限公司、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科思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宝塔山

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德达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海虹老人涂料（中国）有限公司、四川嘉

宝莉涂料有限公司、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西卡（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诺贝尔太古漆油（广州）有限公司、苏

州宇江建材有限公司、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使标准的制定工作顺利进行，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和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国内室内地坪涂料的技术状况和有害物质的

含量情况进行了调研，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并结合近两年室内地坪涂料的抽检情况，

于 2015 年 3 月初编写了标准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标委会秘书处于 2015 年 3月 18日组织

标准制定工作组成员在常州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讨论确定标准的制定原则、适用范围、

控制项目及相应试验方法等内容，确定工作进度并安排验证试验等工作。 

2015年 3月 18日，在常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讨论了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确

定了标准制定原则、项目设置、试验方法、部分项目的指标和验证试验安排等。经过会议讨

论，形成了以下意见：1）范围第 1 段中增加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的内容，

并增加了对“室内”的注；第 2段将“耐磨损”改为“防滑”；2）去掉了 GB/T 20623-2006

和 JC 1066-2008 两个引用文件，因为不再控制胺含量和残余单体含量，增加了测定邻苯二

甲酸酯含量的标准 GB/T 30646-2014；3）由于溶剂型地坪涂料不再按 “普通溶剂型地坪涂

料”和“高固体溶剂型地坪涂料”分类，第 3章删去了这两个术语和定义，第 4章产品分类

和第 5章表格中作同样修改；4）第 4章产品分类调整，溶剂型地坪涂料分成“色漆”和“清

漆”两种，删去了“（包括底漆、中涂漆、面漆和罩面漆）”的说明，因为范围一章中已有规

定；5）第 5 章要求，结合已收集的样品数据和国内外标准和法规，会上讨论通过了部分测

试项目的测试方法和指标，如明确了游离二异氰酸酯控制四种，即 TDI、 HDI、MDI和 IPDI，

四种加和的限量值指标为全漆的 0.2% 且水性、溶剂型和无溶剂型以异氰酸酯作为固化剂的

地坪涂料均控制；删去了胺含量和残余单体总和，因为国外无相关规定，且目前测试方法不

够完善；四种可溶性重金属采用目前通行的指标；增加了邻苯二甲酸酯类控制项目；有些指

标需要通过收集样品进行验证试验后确定，如水性地坪和溶剂型地坪的 VOC指标、溶剂型和

无溶剂型地坪涂料甲醛的测试方法和指标、乙二醇醚及其酯类除了以前控制的五种，增加了

乙二醇丁醚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对三类产品都进行测试，根据验证试验最终确定控制的品

种和指标；6）附录 C和 D气相色谱测试时称样量改为 1g；7）部分编辑性修改；8）编制说

明作相应改动。 

会后共收集到 5 个单位提供的 20 个地坪涂料验证试验样品（其中溶剂型样品 10 个、

无溶剂型样品 6 个、水性样品 4个），按照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确定的验证试验项目要求由中

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实验室 2）和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

验室 1）两家实验室同时进行验证试验，实验室 2 对全部 20 个样品进行了验证试验，实验

室 1 由于仅收到 11 个样品，故仅对这 11 个样品进行了验证试验，全部验证试验工作于 6 月

中旬完成。通过对两家实验室同时参与实验的 11 个样品的验证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来了解

方法的再现性。通过对 20 个样品的验证试验数据以及另外收集的 17 个样品（其中溶剂型样

品 9个、无溶剂型样品 7个、水性样品 1个）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并组织相关人员讨论来

确定试验项目、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 

验证试验后，根据验证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整理汇总成五个问题向 25家工作

组单位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对这些回复意见的处理以及试验数据的分析，编制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和编制说明。 

2015年 7月中旬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将 157份征求意见稿发送

给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总会的新委员、涂料产品及试验方法分会的新老委员及

标准制定的工作组成员征求意见，截止 8 月 15 日共收到 96 个单位的反馈意见，其中有 9

个单位共提出了 32 条意见，其余单位均表示同意，有 61 个单位没有回函。经对这 32条意

见认真讨论研究后采纳了 16条、部分采纳 4条、未采纳 12条；分别于 7月 14日和 7月 13



日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挂在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网站

http://www.chinacoat.org.cn 以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网站 hppp://www.sac.gov.cn 

征求意见； 7月 14日在上海举办的《2015年高装饰功能型建筑及地坪涂料研讨会》上也向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建筑涂料企业、科研院所、用户等近 200名参会人员介绍了该标准的制

定情况；在 2015 年第 8 期《中国地坪》期刊上介绍了标准制定情况；在对这些征求意见处

理的基础上于 9月底编写了国家标准送审稿。 

2015年 11月将送审稿交标委会年会审查，标委会于 12月 2日～3日在南京召开了标委

会年会。12 月 2 日召开了《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审查会，参加标准审查的

SC7分会委员共 26名（参与起草的委员 3名不参与投票），代表们本着严谨认真的态度对标

准送审稿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和研究，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见审查会议纪要附件 4），到会委

员对修改后的标准送审稿进行投票，共 17 票赞成、6 票赞成附意见，同意票数超过全体委

员的四分之三，审查结果为“通过”。 根据审查会上专家的建议和意见，编制组对送审稿进

行了修改，于 2015年 12月 25 日前完成了本标准的报批稿，上报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TC5）。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的工作原则和依据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及国内室内地坪涂料产品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讨论，确定标

准制定的工作原则和依据： 

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部分项目进行验证试验，以该验证试验数据及近两年国内室内地坪

涂料产品抽检数据为依据，尽可能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充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使标准既

具先进性、科学性，又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国家规范室内地坪涂料产品的生产、经销和

使用提供可靠的监督依据。 

2 标准主要内容 

2.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涂装在水泥砂浆、混凝土、石材、塑胶或钢材等地坪基面上、对地面起装

饰和防护作用以及其它特殊功能作用（如抗静电、耐腐蚀、防滑等）的以有机聚合物作为主

要粘接剂的各类室内用地坪涂料包括底漆、中涂漆、面漆和罩面漆。 

验证试验后对是否将标准标题和适用范围中地坪涂料前的“室内”去掉，室内、室外都

控制，室内和室外地坪涂料在配方上是否存在差异，可否采用相同的控制指标，重金属都控

制四种可溶性重金属等问题向 25 家单位征求意见，收到 9 家单位的回复，大部分同意将“室

内”去掉，但考虑到配方或用途等方面的差异，两者指标应有所不同。考虑到本次申请的是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对室外地坪涂料下次重新申请立项和试验，标题和适用

范围范围维持不变。 

2.2 产品分类 
本标准将室内地坪涂料产品分为三类：水性地坪涂料、溶剂型地坪涂料、无溶剂型地坪

涂料。 

2.3 标准项目设置和说明 

2.3.1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状况及国内外控制情况 

室内地坪涂料产品（包括底漆、中涂漆、面漆和罩面漆）按照使用的分散介质不同分为

三类：水性地坪涂料、溶剂型地坪涂料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而溶剂型地坪涂料又分为色漆

http://www.chinacoat.org.cn/


和清漆两种；按照树脂类别的不同可分为：环氧类、聚氨酯类、丙烯酸类、不饱和聚酯类、

氯化聚烯烃类、聚脲类等。虽然水性地坪涂料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都较溶剂型地坪涂料环保，

但溶剂型地坪涂料由于其工艺、技术、性能等方面的优势，在地坪涂料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

例，决定了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被替代，至少在近几年中在室内地坪的装饰装修方面

仍将与水性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并存。 

综合考虑室内地坪涂料产品的类型、组成和性质，在施工、使用及后处理过程中可能造

成环境污染及影响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主要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甲醛、游离二异

氰酸酯、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乙二醇醚及醚酯以及铅、镉、铬和汞等重金属、邻苯二

甲酸酯类。 

2.3.1.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室内地坪涂料中释放出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不仅会危害生产和施工人员的身心健康，而

且还会影响室内空气、破坏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和赖以生存的环境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为

此 1998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了 40 CFR Part 59 建筑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的国家标

准，对各类建筑涂料 VOC 释放进行了规定；2003 年发布了 40 CFR Part 63 国家标准，来限

制各类涂料生产中释放有害空气污染物。欧盟于 1999 年发布了 1999/13/EC 欧盟空气污染控

制指令来限制各种活动（包括涂装活动）中 VOC 的排放；2004 年发布了 2004/42/EC 欧盟

指令来限制色漆、清漆以及车辆修补漆中 VOC 的排放。另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也都制定了相

应的法规或标准来限制各种 VOC 的排放。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释放的 VOC

规定见表 1。 

表 1：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释放的 VOC 规定 

序

号 

国家或地

区 

标准或法规号及

名称 

限量值 

溶剂型 水性 

1 欧盟 2004/42/EC 欧盟

指令 

[特殊用途 (如地

板)用双组分反应

性功能涂料] 

从2010年1月1日起 从2010年1月1日起 

≤500g/L ≤140g/L (扣水) 

2 
欧洲 2009/544/EC号欧

盟指令《室内色漆

和清漆》 

/ ≤100g/L (扣水)。 

3 
德国 

RAL-UZ 12a 低

污染色漆和清漆 

VOC≤8%（以密度 1.4g/ml 计，折合为 112g/L） 

3 

 

日本 第 126 类生态标

志产品：涂料 

≤200g/L ＜50g/L 

4 澳大利亚 AELA 23-2005 建

筑保护涂料 

≤200g/L 内用封闭剂：≤65g/L； 

内用高光：≤75g/L； 

内用半光：≤16g/L； 

内用低光：≤16g/L 

5 香港地区 HKEPL-01-004水

性涂料 

/ ≤250g/L(扣水) 



6 HKEPL-02-004聚

氨酯涂料 

光泽（60°）≥80，≤500g/L； 

光泽（60°）＜80，≤600g/L 

 

7 美国环境

保护署 

40 CFR Part 59 混凝土保护涂料和地坪涂料≤400g/L（扣除水、颜料

和豁免化合物）； 

（以水或溶剂含量 40%，颜料含量 40%计，折合成水

性涂料扣水后指标为平光≤83g/L；非平光≤130g/L； 

折合占整个溶剂型涂料的比例的指标为平光≤

150g/L；非平光≤230g/L） 

8 台湾地区 水性涂料 / ≤100g/L （扣水） 

9 中国环境

标志标准 

HJ 2537-2014 

 水性涂料 

/ 防腐涂料≤80g/L (不

扣水)（折合成扣水后约

为 180 g/L） 

10 中国推荐

性国家标

准 

GB/T 22374 —

2008 地坪涂装材

料 

溶剂型≤5200g/L 

无溶剂型≤60/L 

≤120g/L （扣水） 

2.3.1.2 甲醛 

甲醛对皮肤、眼睛和黏膜具有很强的刺激作用，并具有致癌、致畸作用，世界卫生组织

已将其列为致癌和致畸形物质。各类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含有甲醛的

物质作为原材料，其中的甲醛主要来源于合成树脂乳液中的残余单体和为改善使用性能而添

加的含有甲醛的助剂(如防霉剂等)。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中游离甲醛限定见

表 2。 

表 2： 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室内地坪涂料中甲醛的规定 

序号 国家或地区 标准号及名称 限量值或规定 

 德国 RAL-UZ 12a 低污

染色漆和清漆 

游离甲醛≤10mg/kg； 

2 日本 第 126 类生态标志

产品：涂料 

甲醛、乙醛不作为产品组分加入；涂料中

甲醛释放量< 5μ g/h/m
2。 

3 香港地区 HKEPL-01-004 水

性涂料 

甲醛及甲醛聚合物≤100mg/kg  

4 
欧洲 室内色漆和清漆 游离甲醛≤10mg/kg；                

5 中国环境标

志标准 

HJ 2537—2014 

 水性涂料 

≤100mg/kg 

6 中国推荐性

国家标准 

GB/T 22374 —

2008 地坪涂装材

料 

溶剂型≤0.5g/kg；水性、无溶剂型≤0.1g/kg 

验证试验发现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干膜中残留的甲醛含量都不高，绝大部分低于

20mg/kg(10 个溶剂型地坪涂料中有 9 个低于 20mg/kg，6 个无溶剂型地坪涂料的结果均不大

于 23mg/kg)，而过去按 GB/T 22374-2008测试液体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的甲醛含量时，

部分样品（溶 11-溶 14）甲醛含量较高，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应参与反应的组分还未反应就在

蒸馏时分解了，因此采用液态涂料进行测试的方法不够科学。考虑到 GB/T23993-2009 的再

现性值为 20mg/kg，因此对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建议不设甲醛项目。另外由于溶剂

型和无溶剂型涂料制膜时由于液体涂料的流动，可能会造成膜的厚度不均匀，因此不同实验

室或同一实验室测试的干膜位置和厚度不同都可能造成测试结果的不同。验证试验后针对水



性地坪按常规方法测试甲醛，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是否不测甲醛的问题向对 25 家单位征

求意见，收到 9 家单位的回复，绝大部分单位同意水性地坪按常规方法测试甲醛，溶剂型和

无溶剂型不测甲醛，因此本标准采纳这一观点。 

2.3.1.3 游离二异氰酸酯     

异氰酸酯是聚氨酯等涂料产品的主要原料之一，涂料中常用的主要是二异氰酸酯。聚氨

酯类地坪涂料中使用的对人体危害较大的二异氰酸酯主要是甲苯二异氰酸酯（以下简称

TDI）和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以下简称 HDI），它们对赋予这类涂料产品优异的性能非常重

要,但这些游离单体浓度过高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吸入性物质，在人体中具有积聚性和潜伏性，又

是一种黏膜刺激性物质，对眼和呼吸系统具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会引起过敏性哮喘，严重者

会引起窒息等。 

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HDI挥发性较大，毒性也大，对人的呼吸道、眼睛、粘膜及皮肤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有催泪作用。重者可引起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有致敏作用。 

MDI、IPDI对人体也有一定的危害，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决定控制四种游离二异氰酸酯含

量（即 TDI、 HDI、MDI和 IPDI），但实际调研时发现，MDI 和 IPDI 在地坪涂料中的使用情

况很少，且相关色谱分析人员反应 MDI和 IPDI 很难进行准确定量，实验室间数据不易重复，

基于这种情况，仍只控制两种二异氰酸酯含量（即 TDI、 HDI）。因此对以异氰酸酯作为固

化剂的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室内地坪涂料中以上两种二异氰酸酯的总量加以控制，水性的这类

产品中虽然这两种二异氰酸酯的含量很低，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角度，仍应加以控制。 

验证试验后针对控制两种还是四种二异氰酸酯以及水性地坪涂料是否控制的问题向 25

家单位征求意见，收到 8家单位的回复，绝大部分单位同意只控制 HDI和 TDI，有一家认为

水性地坪也可以按此方法控制 HDI和 TDI。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决定对所有以异氰酸酯作为

固化剂的地坪涂料控制 HDI和 TDI。 

各个国家或地区对溶剂型建筑外墙涂料产品中游离二异氰酸酯限定如下：在我国香港地

区的环境标志标准 HKEPL-02-004 聚氨酯涂料中规定单组分和双组分聚氨酯漆的固化剂中游

离异氰酸酯（TDI或 HDI）含量（以不挥发分含量为 50%计算）应小于 5000mg/kg （即 0.5%）；

我国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581—2009中也规定 TDI和 HDI含量总和不超过 0.4%。 

2.3.1.4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 

苯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确认为高毒致癌物质，主要影响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对皮肤也

有刺激作用，故对其含量应严加控制。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毒性没有苯大，但也会危害人体

的中枢神经系统，刺激呼吸道和皮肤等，对人体的危害呈相加作用，由于这几种物质在涂料

中可相互替代使用，故对溶剂型涂料中的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可作总量控制。 

水性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相对较小，将四种苯系物的含量作总量控制。

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中芳香烃的限定见表 3。 

表 3：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中芳香烃的规定 

序号 国家或地区 标准号及名称 限量值或规定 

1 美国 GS-11 涂料 

GC-03 防腐蚀涂料 

产品中所有芳香族化合物总量：≤1.0%； 

产品成分中不含苯、甲苯、乙苯、1,2-二氯苯、萘。 

2 
欧洲 室内色漆和清漆 

≤0.4% 

3 香港地区 HKEPL-02-004 聚

氨酯涂料 

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得人为添加苯；由原材料带入的苯含

量应小于 2000mg/kg （0.2%）；由原材料带入的甲苯和

二甲苯的总含量应小于200000mg/kg（20%） 



HKEPL-01-004 水

性涂料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含量≤500mg/kg 

4 日本 第 126 类生态标志

产品：涂料 

甲苯、二甲苯、二烷基苯、苯乙烯、烷基（壬基、

辛基）苯酚、双酚 A、邻苯二甲酸二烷基酯（丁基

苯基酯、二乙酯、二正丁酯、二乙基己基酯）不能

作为产品组分加入。 

5 中国环境标

志标准 

HJ 2537-2014 

 水性涂料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含量≤100mg/kg 

6 中国推荐性

国家标准 

GB/T 22374-2008

地坪涂装材料 

水性：苯≤0.1g/kg；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含量≤

5g/kg。溶剂型：苯≤1g/kg；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含

量≤200g/kg。无溶剂型：苯≤0.1g/kg；甲苯、二甲苯、

乙苯总含量≤10g/kg。 

2.3.1.5 重金属 

重金属化合物主要来源于涂料生产用原材料中的颜料和某些助剂。铅、铬、镉、汞等有

害重金属元素，其可溶物对人体危害明显，会对人体的造血系统、肾、神经系统等产生严重

影响，且具有累积性。在涂料及涂料用颜料的生产过程中以及对废弃涂料的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含有有害重金属元素的废水、粉尘会对水生资源及环境质量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经过食

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将会进一步危害人体健康。 

近年来，各国都在控制或禁止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的使用，对室内地坪涂料同样如此，这

可以从不同国家的一些标准或法规中看出，具体见表 4。 

表 4： 各个国家对室内地坪涂料产品中重金属含量的规定 

序号 国家或地区 标准号及名称 限量值或规定 

1 美国 GS-11 涂料 

GC-03防腐蚀涂料 

重金属 Sb、Cd、Pb、CrⅥ、Hg 及其化合物不能作

为产品的成分 

2 德国 RAL-UZ 12a 低污

染色漆和清漆 

色漆中不应加入含 Cd、Pb、CrⅥ及其化合物的颜料

和催干剂，但天然的或与生产有关的杂质中 Cd、Cr

Ⅵ含量≤100ppm、Pb 含量≤200ppm 

3 
欧洲 室内色漆和清漆 原料中不能含 Cd、Pb、CrⅥ、Hg、As 这些重金属 

4 香港地区 HKEPL-01-004水

性涂料 

汞（Hg）≤60mg/kg；铅（Pb）≤90mg/kg；镉（Cd）

≤75mg/kg；铬(Cr) ≤60mg/kg  

5 HKEPL-02-004聚

氨酯涂料 

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得人为添加 Cd、Pb、CrⅥ、Hg、

As 及其化合物；由原材料带入的重金属的含量应小

于 500mg/kg 

6 日本 第 126 类生态标

志产品：涂料 

产品中 Pb 含量≤0.06%（600mg/kg）；Cd、Pb、Cr

Ⅵ、Hg 总量≤0.1%（1000mg/kg）；As、Sb 不作为

组分加入。 

7 台湾地区 水性涂料 产品中不得含 Hg 及其化合物；产品中不得混入含

Cd、Pb、CrⅥ及其氧化物的颜料。 

8 中国环境标

志标准 

HJ 2537-2014 

 水性涂料 

汞（Hg）≤60mg/kg；铅（Pb）≤90mg/kg；镉（Cd）

≤75mg/kg；铬(Cr) ≤60mg/kg 

9 中国推荐性

国家标准 

GB/T 22374-2008

地坪涂装材料 

水性：汞（Hg）≤10mg/kg；铅（Pb）≤30mg/kg；

镉（Cd）≤30mg/kg；铬(Cr) ≤30mg/kg。溶剂型：



汞（Hg）≤10mg/kg；铅（Pb）≤90mg/kg；镉（Cd）

≤60mg/kg；铬(Cr) ≤60mg/kg。无溶剂型：汞（Hg）

≤10mg/kg；铅（Pb）≤30mg/kg；镉（Cd）≤30mg/kg；

铬(Cr) ≤30mg/kg。 

 

2.3.1.6 乙二醇醚及醚酯 

乙二醇醚及醚酯类助溶剂大部分会挥发至空气中，造成涂装生产环境和大气的污染。乙

二醇醚及醚酯类的毒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对血液循环系统、淋巴循环系统及动物

生殖系统均有极大危害，会影响男性 X 染色体，会导致雌性不育，及胎儿中毒、畸形胎、

胚胎消溶、幼儿成活率低及先天低智能等病状。现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开始部分限制某

些乙二醇醚及醚酯类的生产和使用；而采用危害性较小的丙二醇醚类替代。见表 5。 

表 5 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建筑外墙涂料产品中乙二醇醚和醚酯类的限定 

序号 国家或地区 标准号及名称 限量值或规定 

1 香港地区 HKEPL-02-004聚

氨酯涂料 

涂料中禁止使用乙二醇乙醚醋酸酯和乙二醇丁醚

醋酸酯 

2 
欧洲 室内色漆和清漆 产品中不应含有下列乙二醇醚类：EGME、

EGMEA、EGEE、EGEEA、EGDME、DEGDEE、

DEGDME、TEGDME；涂料配方中或生产时乙二

醇不作为涂料配方的整体部分。 

3 中国环境标

志标准 

HJ 2537-2014 

 水性涂料 

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总和≤

300mg/kg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决定控制水性、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中乙二醇甲醚、乙二醇

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和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乙二醇丁醚、乙二醇

丁醚醋酸酯七种的总和，但试验时发现部分样品中乙二醇丁醚含量很高，最高达 4%左右。

由于验证试验时收集的样品有限，提供样品的企业数量也有限，向 25 家单位征求意见，看

乙二醇丁醚在地坪涂料值是否普遍使用，能否用其它物质替代？对此问题给予回复的有 7

家单位，4家单位同意只控制五种，三家认为乙二醇醚类可替代或不使用，应控制七种。根

据这些意见，我们决定控制七种的综合。但在 12 月份南京的标委会年会对该标准审查时，

委员和专家一致建议仍控制五种，暂不控制乙二醇丁醚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与目前涂料行

业现有的其它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 

2.3.1.7 邻苯二甲酸酯类总和 

该类增塑剂在欧美等国家的玩具材料（主要是针对制造玩具和育儿物品采用的 PVC 塑

料）中是禁用物质，表 6 汇总了国外标准及法规对其的要求。 

表 6国外标准及法规对邻苯二甲酸酯的要求 

标准或法规 适用范围 要求 

88/378/EEC、

92/59/EEC 及

93/68/EEC 

 

各种玩具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

癸酯（DID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6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2005/84/EC 及

1999/815/EC 

任何玩具和育儿产品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3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3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可以入口的玩

具和育儿产品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

二异癸酯（DID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3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ASTM F963-07 奶嘴、摇铃和出牙器等育儿产品 

不能有目的地含有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DEHP），可接受的含量小于固体物质总量的

3%。 

A.B.319 

3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和育儿产

品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3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3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可以入口的玩

具和育儿产品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

二异癸酯（DID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3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2005/84/EC号欧

盟指令《邻苯二

甲酸酯指令》 
玩具及儿童其他用品用涂层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3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禁用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

二异癸酯（DID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3 种物质的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加 拿 大

SOR/2010-298邻

苯二甲酸盐条例 

 

考虑到在某些品种的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中可能会加入这类增塑剂，且儿童也

可能会接触这些涂层，因此本标准建议对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规定该限量要求。本标

准对邻苯二甲酸酯的限量要求建议见表 7。 

表 7本标准对邻苯二甲酸酯的限量要求 

邻苯二甲酸酯类 限量值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总和 
≤0.1%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

癸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总和 
≤0.1% 

 

2.3.1.8 项目设置 

经综合考虑，水性地坪涂料产品拟设置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游离甲醛、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重金属（铅、镉、铬和汞）五项；溶

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产品拟设置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苯含量、甲苯、乙

苯和二甲苯总和、邻苯二甲酸酯类总和、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及重金属（铅、镉、铬和汞）

六项，对于以异氰酸酯作为固化剂的水性、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还要控制游离二异

氰酸酯（TDI 和 HDI）总和含量。 

2.4试验方法的确定 

2.4.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VOC） 



     水性地坪涂料采用已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GB 24408—2009中测试VOC的方法，结果表示方

法也与该标准中涂料产品的表示方法相同。水性地坪涂料的VOC含量基本介于0.1%和15%之间，因

此本测试方法是参考了 ISO 11890-2：2013，同时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同时将产品中可能出现的

有机挥发性物质列出并直接测试，如发现存在标准中未列出的物质的色谱峰，则采取假设其校正因

子为1.0的方法予以校正。该方法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各方反应良好，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对于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 VOC的测试，试验时采用GB 24408-2009中溶剂型外墙涂料

VOC 的测试方法，即试样经气相色谱法测试，如未检测出沸点大于 250℃的有机化合物，则

所测试的挥发分数值，换算成 g/L即为产品的 VOC 含量，如测试出沸点大于 250℃的有

机化合物，则对试样中沸点大于 250℃的有机化合物进行定性、定量测试，从总挥发分中扣

除试样中沸点大于 250℃的有机化合物的含量即为产品的 VOC 含量。测试后发现 10 个溶剂

型地坪涂料中有 7个都含有不同含量的沸点大于 250℃的有机化合物，如果直接将其在挥发

物中扣除，可能会使 VOC值偏低，而这些高沸点的有机溶剂在漆膜中可能会有残留；无溶剂

型地坪涂料，根据以往的测试经验发现也存在类似情况。 为了更严格地控制 VOC，同时也

为了适当简化过程，经综合考虑并讨论后决定将所测试的挥发分数值换算成 g/L即为产品的

VOC 含量，但无溶剂型地坪涂料和溶剂型地坪涂料的干燥条件略有不同。针对这一问题，验证

试验后对 25 家单位征求意见，收到 9 家单位的回复，大部分赞同上述处理方法。在征求意

见稿征求意见时有单位提出现在部分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也可能含有水分，为此增加

了这类涂料水分含量的测试，并在计算 VOC 时将其扣除。 

2.4.2甲醛 

按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23993—2009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

度法的规定进行，该方法已经过了长期使用，认为其适合于水性地坪涂料产品。对于溶剂型和无

溶剂型地坪涂料，根据验证试验后的意见征集结果，不设甲醛项目。 

2.4.3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 

地坪涂料产品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试样经稀释溶剂稀

释后直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经毛细管柱使被测组分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

内标法定量。 

2.4.4 游离二异氰酸酯（TDI、 HDI）总和 

游离二异氰酸酯（TDI、 HDI）总和的测试按 GB/T 18446—2009的规定进行。 

2.4.5 重金属（铅、镉、汞和铬） 

按 GB/T 23991—2009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对于测试仪器，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

射光谱仪（ICP-OES）或其它合适的分析仪器来测试处理后的试验溶液中的可溶性铅、镉、

铬、汞含量，要根据仪器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操作和测试，但应在检验报告中注明采用的

分析仪器。 

2.4.6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 

地坪涂料产品中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的测试采用气相色谱法。试样经稀释溶剂稀释后直

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经毛细管柱使被测组分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内标法

定量。根据验证试验后的意见征集结果，测试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和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乙二醇丁醚、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七种的总和。 

2.4.7邻苯二甲酸酯类总和 

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制备混合试样，再按 GB 24613—2009中附录 C的规定进行测试，然后

折算至干涂膜中的含量。 



（三）验证试验、推广应用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1 验证试验和技术指标的确定 

    各项目限量指标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近几年国内室内地坪涂料产品

的实际质量状况以及本次验证试验结果和近几年的抽检结果。 

1.1 验证试验和数据收集 

本次共收集到 5 个单位提供的 20 个地坪涂料验证试验样品（其中溶剂型样品 10 个、

无溶剂型样品 6 个、水性样品 4个），按照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确定的验证试验项目要求（即

水性地坪做 VOC、苯系物、乙二醇醚酯；溶剂型地坪做 VOC、苯系物、乙二醇醚酯、甲醛；

无溶剂型地坪做苯系物、乙二醇醚酯、甲醛），（实验室 1）两家实验室同时进行验证试验，

实验室 2 对全部 20 个样品进行了验证试验，实验室 1 由于仅收到 11 个样品，故仅对这 11

个样品进行了验证试验，全部验证试验工作于 6 月中旬完成。通过对两家实验室同时参与实

验的 11个样品的验证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来了解方法的再现性。通过对 20 个样品的验证试

验数据以及另外收集的 17 个样品（其中溶剂型样品 9 个、无溶剂型样品 7 个、水性样品 1

个）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并组织相关人员讨论来确定试验项目的技术指标。验证试验数据

及收集的数据见表 9～表 14。 

1.2 技术指标的确定 

1.2.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VOC） 

对于溶剂型地坪涂料，3个清漆样品中 2个结果≤550，占 66.7%，建议指标定为 550；

16个色漆样品中 15个结果≤500，占 93.8%，建议指标定为 500。对于无溶剂型地坪涂料，

8个样品中 7个结果≤60，占 87.5%，建议指标定为 60；对于水性地坪涂料，5个样品结果均

≤120，考虑到与建筑内外墙涂料指标保持一致，建议将指标定为 120。但在标准化年会对

该标准进行审查时，部分专家提出目前水性地坪涂料中新出现的水性聚氨酯类地坪涂料，其

综合性能较好，为推广这类产品，推动涂料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建议将水性聚氨酯类地坪涂

料的 VOC指标值定位 200。会后通过向一些生产水性聚氨酯类地坪涂料的知名企业（如广州

秀珀化工涂料有限公司、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虹老人、立邦涂料、阿克

苏诺贝尔太古漆油（广州）有限公司）征求意见，均表示通过技术的适当改进和材料的选择，

还是能满足 120的指标要求，故维持原指标值 120不变。 

1.2.2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 

对于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分别控制苯含量、甲苯+乙苯+二甲苯含量总和。溶

剂型地坪涂料，19个样品的苯含量结果均≤0.1%，建议指标定为 0.1%；19个样品的甲苯、

乙苯和二甲苯含量总和中 10 个结果≤20%，占 52.6%，15 个结果≤30%，占 78.9%，建议指

标定为 20%。无溶剂型地坪涂料，13 个样品的苯含量结果均≤0.1%，建议指标定为 0.1%；

13个样品的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总和中 10个结果≤1.0%，占 76.9%，建议指标定为 1.0%。

对于水性地坪涂料，收集到的 5个样品的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含量总和结果均≤300mg/kg，

考虑到检出限，建议指标定为 300 mg/kg。 

1.2.3甲醛 

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不测甲醛；水性地坪涂料采用与内外墙涂料相同的指标，

即 100mg/kg。 

1.2.4邻苯二甲酸酯类总和 

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控制该项目，结果以干膜计，指标采用国际通行的指标，即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总和

≤0.1%，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DNOP）总和≤0.1%。 



1.2.5游离二异氰酸酯（TDI、 HDI）总和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决定将游离二异氰酸酯（TDI、 HDI）总和的指标定为全漆的 0.2%。 

1.2.6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 

对于水性、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10 个溶剂型地坪涂料、6 个无溶剂型地坪涂

料和 4个水性地坪涂料，六种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即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

二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丁醚醋酸酯和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种的总和）均为未

检出，结果均≤300mg/kg；有两种溶剂型涂料检出乙二醇丁醚，含量约为 4%，占总样品数

的 10%，年会审查时到会专家和委员认为乙二醇丁醚虽可替代，但性能不够理想，综合考虑

后建议仍沿用目前涂料行业其它强制标准的做法，即控制五种，乙二醇丁醚和乙二醇丁醚醋

酸酯暂不控制，考虑到检出限，建议将五种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的指标定为 300 mg/kg。 

1.2.7可溶性重金属（铅、镉、汞和铬） 

    控制可溶性重金属，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指标，即 Pb≤90 mg/kg、Cd≤75 mg/kg、Cr≤60 mg/kg、

Hg≤60 mg/kg，在 9 个溶剂型地坪涂料、7 个无溶剂型地坪涂料和 1 个水性地坪涂料中，有

14个样品满足该要求，占 82.4%。 

1.2.8限量值汇总 

根据以上分析讨论的内容，本标准制定后设置的项目及限量要求见表 8： 

表 8 室内地坪涂料产品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项     目 

限 量 值 

水性地坪涂料
a，e 

溶剂型地坪涂

料
e 

无溶剂型地坪涂

料
e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a,b
/ （g/L）                       ≤ 120 

色漆：500； 

清漆：550 
60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
a
/（mg/kg）                    ≤ 300 - 

苯
b
/％                                                     ≤ - 0.1 0.1 

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
b
/％                                ≤ - 20 1.0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
a、b

/（mg/kg）                     ≤ 

（限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醇乙

醚醋酸酯和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 

300 

甲醛
a
/（mg/kg）                                      ≤ 100 - 

游离二异氰酸酯（TDI 和 HDI）总和
c
/％                 ≤ 

(限以异氰酸酯作为固化剂的地坪涂料) 
0.2 

邻苯二甲酸酯类总和
b，d
/%   

≤ 

（以干膜计）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

苯二甲酸丁苄酯（BBP）总和 

- 0.1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和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总和 

- 0.1 

 

可溶性重金属/（mg/kg）  ≤ 

(限色漆) 

铅（Pb） 90 

镉（Cd） 75 

铬 （Cr） 60 

汞（Hg） 60 



a
 水性地坪涂料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除游离二异氰酸酯总和项目外，将除水之外的组分按比例混合后

测试。 
b
 溶剂型和无溶剂型地坪涂料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

配比规定的最大稀释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c  
如果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先测定固化剂(含二异氰酸酯预聚物)中的二异氰酸酯含

量，再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中的含量。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配比

规定的最小稀释比例进行计算，水性地坪涂料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 
d   
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制备混合试样，再按 GB 24613-2009 中附录 C 的规定进行测试，折算至干涂膜中的含量。 

e
  施工时加砂子的地坪涂料，所有项目测试时不考虑砂子组分。 

 

2 推广应用 

室内地坪涂料产品由于其优异的性能，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每年的产销量也在不断递

增。但是室内地坪涂料尤其是溶剂型地坪涂料中还含有一些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物质，如果

不加控制，会破坏室内环境和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该强制性限量标准的制定会推动室内地

坪涂料技术的进步，引导室内地坪涂料向健康环保的方向发展，它对于提高室内地坪涂料产

品技术水平、有效规范市场、有利于该类产品推广和应用的作用，使不同产品适应不同的需

求，真正发挥各类产品的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应积极推广和应用新的标准，来推动

地坪涂料技术的进步和规范地坪涂料产品市场。 

3 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新的强制性标准的制定能推动地坪涂料技术的进步和规范地坪涂料产品市场，提高地

坪涂料产品的性能，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和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使不同产品能适应不同需求，

真正发挥各类产品的功能，防止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 该标准的发布产生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参考了许多国外先进标准和法规的要求，设置的项目比较全面，某些项目指标

已高于一些国外先进标准和法规的要求，因此标准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与其它相关标准之间不存在矛盾之处。本

次标准修订会进一步推动地坪涂料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引导地坪涂料行业健康发展。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验证试验后在向各工作组单位征求意见时有一些单位提出了要控制 4,4’-二氨基二苯

基甲烷 （MDA）芳香胺。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 （MDA）芳香胺是生产 MDI固化剂的主要

成分，已被我国列入《严格限制进出口有毒化学品信息表》名录中，有一定毒性，测试方法

可参照纺织品标准 GB/T 17592-2011（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目前市场上地坪涂料

（用做中/底涂）中使用的这类芳香胺固化剂（大部分叫 113， 例如 H113，D113，SY113，

TW113，YD113，JH113，T113 等等），这类固化剂大概占到地坪涂料总固化剂的 20-30%，一

年用量估计有上千吨，因此一些单位建议控制该芳香胺 MDA。但考虑到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测

试方法，对测试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以及回收率都不太了解，涂料行业检验机构也大多不

熟悉该方法，且其它有机胺也都未控制。建议先制定 MDA含量的方法标准，等方法成熟后再

控制 MDA含量，本次标准制定先不控制。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是对涂装在水泥砂浆、混凝土、石材、塑胶或钢材等地坪基面上、对地面起装

饰和防护作用以及特殊功能作用的各类室内用地坪涂料中的有害物质进行了限量规定，其目

的是为了保护人身健康、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因此标准属性为强制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次标准制定会进一步推动地坪涂料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引导地坪涂料行业的健康发

展，可供各检验机构、涂料用户和生产厂家参考和使用。由于地坪涂料产品产销量大、应用

面广，因此对于本标准应积极推广和应用，真正发挥标准的功能和应用价值，规范地坪涂料

产品的市场。由于该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国内生产室内地坪涂料的厂家必须积极采用，国家

也可加大抽查力度，进一步促进标准的推广和使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次是首次在国内制定室内地坪涂料强制性标准，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不涉及其他相

关标准的替代和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表 9  溶剂型地坪涂料 验证试验样品情况 
样

品

编

号 

组分配

比 

VOC 

（g/L） 

苯 

（%） 

甲苯+乙苯+二甲苯（%） 乙二醇醚酯（mg/kg） 甲醛（mg/kg） 备注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最大

值 

相对

偏差

（%）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实

验

室 1 

实

验

室 2 

最

大

值 

相对

偏差

（%） 

实验室 1 实验室 2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最大

值 

绝对

差值 

 

溶 1 1:1 / 541 541 / / 未检出 / 53 53 / / 未检出 / 12 12 / 底漆、清漆 

溶 2 1:1 / 542 542 / / 未检出 / 53 53 / / 未检出 / 7 7 / 中涂漆、清漆 

溶 3 1:1 / 348 348 / / 未检出 / 30 30 / / 未检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 面漆、色漆 

溶 4 4:1 / 41 41 / / 未检出 / 5 5 / / 未检出 / 19 19 / 面漆、色漆 

溶 5 4:1 / 226 226 / / 未检出 / 22 22 / / 未检出 / 13 13 / 底漆、色漆 

溶 6 5:1 / 未检出 未检出 / / 未检出 / 3 3 / / 未检出 / 17 17 / 中涂漆、色漆 

溶 7 4:1

（V/V） 

426 533 533 11.2 未检出 未检出 29 46 46 22.7 未检出（五种） 

（乙二醇丁醚666 mg/kg） 

未检出（五

种） 

14.1 未检出 14.1 14.1 清漆 

溶 8 3:1

（V/V） 

297 314 314 2.8 未检出 未检出 22 19 22 6.7 未检出（五种） 

（乙二醇丁醚2822 mg/kg） 

未检出（五

种） 

13.6 12 13.6 1.6 色漆 

溶 9 3.3:1 390 339 390 7.0 未检出 未检出 17 19 19 5.6 未检出（五种） 

（乙二醇丁醚40624 

mg/kg） 

未检出（五种） 

（乙二醇丁醚

34000 mg/kg） 

53.5 40 53.5 13.5 底漆、色漆 

溶

10 

3.2:1 311 310 311 0.2 未检出 未检出 16 18 18 5.9 未检出（五种） 

（乙二醇丁醚

39600mg/kg） 

未检出（五种） 

（乙二醇丁醚

32000 mg/kg） 

8.3 7 8.3 8.5 面漆、色漆 

实验室数据比

较 

相对偏差均小于 12%，主要误差来

源沸点大于 250℃的有机化合

物的含量。 

结果一致 除溶 7 样品外，其余样品相

对偏差满足标准要求。 

五种乙二醇醚酯实验室间结果一致 由于涂料的流动，干膜厚度不完全

一致，实验室间结果存在一定差

异，但满足标准再现性要求。 

 

 



表 10 溶剂型地坪涂料 验证试验数据+收集数据 
样品

编号 

组分配

比 

VOC（g/L） 

 

液体涂料中

205℃以上挥

发物含量（%） 

苯（%） 甲苯+乙苯+

二甲苯（%） 

五种乙二醇醚

酯（mg/kg） 

甲醛（mg/kg） 可溶性重金属（mg/kg） 备注 

铅（Pb） 镉（Cd） 铬（Cr） 汞（Hg） 

溶 1 1:1 541 0 未检出 53 未检出 12 / / / / 底漆、清漆 

溶 2 1:1 542 0 未检出 53 未检出 7 / / / / 中涂漆、清漆 

溶 7 4:1（V/V） 593（533） 6.4 未检出 46 未检出（五种） 14.1 / / / / 清漆 

溶 3 1:1 451（348） 8.46 未检出 30 未检出 未检出 / / / / 面漆、色漆 

溶 4 4:1 108（41） 4.97 未检出 5 未检出 19 / / / / 面漆、色漆 

溶 5 4:1 226 0 未检出 22 未检出 13 / / / / 底漆、色漆 

溶 6 5:1 97（未检出） 8.98 未检出 3 未检出 17 / / / / 中涂漆、色漆 

溶 8 3:1（V/V） 384（314） 5.5 未检出 22 未检出（五种） 13.6 / / / / 色漆 

溶 9 3.3:1 365（339） 2 未检出 19 未检出（五种） 

（EB：34000 mg/kg） 
53.5 / / / / 底漆、色漆 

溶 10 3.2:1 327（311） 1.2 未检出 18 未检出（五种） 

（EB：32000 mg/kg） 
8.3 / / / / 面漆、色漆 

溶 11 2:1:0.15 480 / 未检出 18 / 400 20 未检出 4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2 2:1:0.3 526 / 未检出 20 / 160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3 1:0.5 437 / 未检出 29 / 3000 2 未检出 0.2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4 3:1 434 / 未检出 20 / 4300 71 未检出 12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5 2:1 450 / 未检出 31 / 未检出 328 未检出 56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6 1:1 482 / 未检出 30 / 未检出 1223 未检出 237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7 3:1 231 / 未检出 14 / 未检出 2 未检出 1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8 5:1 56 / 未检出 4 / 未检出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溶 19 4:1 60 / 未检出 4 / 未检出 17 未检出 2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数据分析 3个清漆样品中2个结果≤550，占

66.7%，建议指标定为550；16个色

漆样品中15个结果≤500，占93.8%，

建议指标定为500 

结果均

≤0.1，

建议指

标定为

0.1 

19个样品中10

个结果≤20%，

占52.6%，15

个结果≤30%，

占78.9%，建议

指标定为30 

结果均≤300，考

虑到检出限，建

议指标定为 300 

干膜甲醛结果≤

20%的占 90%，

建议不控制

该项目。 

9 个样品中 7 个结果能满足（Pb≤90、Cd≤75、Cr≤60、

Hg≤60）的要求，占 77.8%，建议指标采用国际通行指

标。 

 

（注：VOC：括号内的值扣沸点 250℃以上化合物，其余不扣，考虑指标时以不扣沸点 250℃以上化合物的值为准；溶 11～溶 14 甲醛结果为液体涂料结果。） 



表 11  无溶剂型地坪涂料 验证试验数据 
样

品

编

号 

组分配

比 

苯 

（%） 

甲苯+乙苯+二甲苯（%） 乙二醇醚酯（mg/kg） 甲醛（mg/kg） 备注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最大

值 

相对

偏差

（%） 

实验室 1 实验室 2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最大

值 

绝对

差值 

 

无 1 2:1 / 未检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 / 未检出 / 9 9 / 底漆、色漆 

无 2 4:1 / 未检出 / 5 5 / / 未检出 / 9 9 / 面漆、色漆 

无 3 5:1 / 未检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 / 未检出 / 23 23 / 面漆、色漆 

无 4 10:4：10 未检出 未检出 0.52 1 0.52 31.6 未检出 未检出 8 未检出 8 8 面漆、色漆 

无 5 10:4:10 未检出 未检出 0.34 0.3 0.34 6.2 未检出 未检出 6.9 未检出 6.9 6.9 面漆、色漆 

无 6 10:3 未检出 未检出 1.4 1 1.4 16.7 未检出 未检出 11.3 未检出 11.3 11.3 面漆、色漆 

实验室数据比

较 

结果一致 由于测试结果较小，相对偏差超出

标准要求，但如果指标为 1，两实

验室之间的结果一致。 

结果一致 由于涂料的流动，干膜厚度不完全

一致，实验室间结果存在一定差

异，但满足标准再现性要求。 

 

 

 

 



表 12 无溶剂型地坪涂料 验证试验数据+收集数据 
样品

编号 

组分配

比 

VOC

（g/L

） 

液体涂料中

205℃以上挥

发物含量（%） 

苯（%） 甲苯+乙苯+

二甲苯（%） 

五种乙二醇醚

酯（mg/kg） 

甲醛（mg/kg） 可溶性重金属（mg/kg） 备注 

铅（Pb） 镉（Cd） 铬（Cr） 汞（Hg） 

无 1 2:1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 / / / / 底漆、色漆 

无 2 4:1 / / 未检出 5 未检出 9 / / / / 面漆、色漆 

无 3 5:1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3 / / / / 面漆、色漆 

无 4 10:4：10 / / 未检出 0.52 未检出 8 / / / / 面漆、色漆 

无 5 10:4:10 / / 未检出 0.34 未检出 6.9 / / / / 面漆、色漆 

无 6 10:3 108 8.3 未检出 1.4 未检出 11.3 / / / / 面漆、色漆 

无 7 4;1 51 / 未检出 未检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无 8 4:0.9 44 / 未检出 0.4 / 未检出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无 9 4;1 36 / 未检出 1.4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无 10 5:1 59 / 未检出 0.4 / 未检出 360 未检出 21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无 11 4:1 23 / 未检出 未检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无 12 5:1 20 / 未检出 未检出 / 1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无 13 4:0.9 43 / 未检出 0.4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数据分析 8 个样品中 7 个结果≤

60，占 87.5%，建议指

标定为 60 

结 果 均 ≤

0.1，建议指

标定为 0.1 

13 个样品

中 10 个结

果≤1.0，占

76.9%，建议

指标定为

1.0 

结果均≤300，考

虑到检出限，建

议指标定为 300 

结果均≤23，建

议不控制该

项目。 

7 个样品中 6 个结果能满足（Pb≤90、Cd≤75、Cr≤60、

Hg≤60）的要求，占 85.7%，建议指标采用国际通行指

标。 

 

 

 

 



表 13 水性地坪涂料 验证试验数据 
样

品

编

号 

组分配

比 

苯+甲苯+乙苯+

二甲苯（mg/kg） 

VOC（g/L） 乙二醇醚酯（mg/kg） 备注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实验

室 1 

实验

室 2 

最大

值 

相对偏差

（%） 

实验室 1 实验室 2  

水 1 5:1 未检出 未检出 59 51 59 7.3 未检出 未检出 底漆、色漆 

水 2 3:1 未检出 未检出 28 33 33 8.2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水 3 3.15: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水 4 2：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实验室数据比

较 

结果一致 相对偏差满足标准要求。 结果一致  

 

表 14 水性地坪涂料 验证试验数据+收集数据 
样品编

号 

组分

配比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

（mg/kg） 

VOC（g/L） 乙二醇醚酯（mg/kg） 可溶性重金属（mg/kg） 备注 

铅（Pb） 镉（Cd） 铬（Cr） 汞（Hg） 

水 1 5:1 未检出 59 未检出 / / / / 底漆、色漆 

水 2 3:1 未检出 33 未检出 / / / / 面漆、色漆 

水 3 3.15: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 面漆、色漆 

水 4 2：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 面漆、色漆 

水 5 5:1 未检出 111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面漆、色漆 

数据分析 结果均≤300，考虑到检出

限，建议指标定为 300 

结果均≤120，考虑到与建筑内外

墙涂料指标保持一致，建议将指

标定为 120 

结果均≤300，考虑到

检出限，建议指标定

为 300 

结果能满足（Pb≤90、Cd≤75、Cr≤60、Hg≤60）的

要求，建议指标采用国际通行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