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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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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海

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宁、季军宏、李力、杨建海、薛岩、唐瑛、苏春海、宁淼、王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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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的相关要求制定的。本标准的编制原则如下： 

1）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标准和规范，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规范性”的原则。 

2）遵循与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在分类上与强制性国家标准基本保持一致，技术要求

高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3）兼顾环境保护要求以及行业发展需要，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近年来，水性涂料、高固体分涂料、无溶剂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粉末涂料等环境友好型涂料在环

境保护工作要求和产业政策引导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建筑用墙面涂料、集装箱涂料、汽车原厂

涂料等涂料品种的水性化已经很成功，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粉末涂料、无溶剂涂料以及辐射固化涂料

尽管受到涂装方式的限制，应用范围仍逐渐扩大；高固体分涂料的技术与应用越加成熟。这些都有力地

推动了我国涂料行业向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的绿色转型。 

涂料用途极其广泛，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涂料产品技术发展和用户要求也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低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概念主要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VOC含量的相对降低，从而实

现源头上减排VOC的目的。 

涂料产品的VOC排放，除了与涂料产品的罐内VOC、涂装VOC有关外，还与涂料产品涂装后的涂

层维修次数相关。质量性能好、耐久性好的涂料维修间隔时间长，其服役生命周期内的VOC排放也少。 

本标准无意于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的选择，每类涂料品种都有其特定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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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测试方法、判定规则、包装

标志、标准的实施等。 

本标准适用于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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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25—2007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6750—2007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T 23985—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差值法 

GB/T 23986—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 34682—2017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  low-volatile-organic-compound-content coatings product 

施工状态下涂料产品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符合本标准相应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含量限量要求的涂料产品。 

3.2  

涂料  coating material 

液体、糊状或粉末状的一类产品，当其施涂到底材上时，能形成具有保护、装饰和/或其它特殊功

能的涂层。 

[GB/T 5206—2015，定义2.5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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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3.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VOC含量）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ntent 

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 

[GB/T 5206—2015，定义 2.271] 

3.5  

施工状态  application condition 

在施工方式和施工条件满足相应产品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时，产品所有组分混合后，可以进行施工

的状态。 

4 要求 

水性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溶剂型涂料中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2的要求，无溶剂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限量

值应符合表3的要求，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4的要求。 

水性涂料和水性辐射固化涂料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其他类型涂料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

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多组分的某组分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

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当涂料产品适用于多种场合时，按最严格的限量值执行。 

表 1 水性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建筑用墙面涂料 

墙面涂料 
内墙涂料 ≤50 

外墙涂料 ≤80 

装饰板涂料 
合成树脂乳液类涂料 ≤100 

其他类 ≤200 

木器涂料 
色漆 ≤220 

清漆 ≤270 

车辆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乘用车、载

货汽车） 

电泳底漆 ≤200 

中涂 ≤300 

底色漆 ≤420 

本色面漆 ≤350 

汽车原厂涂料[客车（机动

车）] 

电泳底漆 ≤200 

其他底漆 ≤250 

中涂 ≤250 

底色漆 ≤380 

本色面漆 ≤300 

清漆 ≤300 

汽车修补用涂料 
底色漆 ≤380 

本色面漆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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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车辆涂料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动车组、

客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牵引机车] 

底漆 ≤200 

中涂 ≤200 

底色漆 ≤300 

本色面漆 ≤300 

清漆 ≤40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货车） 
底漆 ≤200 

面漆 ≤300 

工业防护涂料 

机械设备涂

料 

工程机械和

农业机械涂

料（含零部件

涂料） 

底漆 ≤250 

中涂 ≤250 

面漆 ≤300 

清漆 ≤300 

港口机械和

化工机械涂

料（含零部件

涂料） 

底漆 ≤250 

中涂 ≤200 

面漆 ≤250 

清漆 ≤250 

建筑物和构

筑物防护涂

料（建筑用墙

面涂料除外） 

金属基材防

腐涂料 

单组分 
底漆 ≤200 

面漆 ≤250 

双组分 

底漆 ≤250 

中涂 ≤200 

面漆 ≤250 

混凝土防护

涂料 

封闭底漆 ≤250 

底漆 ≤200 

中涂 ≤200 

面漆 ≤250 

集装箱涂料 

底漆 ≤320 

中涂 ≤200 

面漆 ≤250 

包装涂料（不粘涂料） 

底漆 ≤420 

中涂 ≤300 

面漆 ≤270 

型材涂料 

电泳涂料 ≤200 

氟树脂涂料 ≤300 

其他 ≤250 

船舶涂料 上建内部和机舱内部用涂料 ≤200 

地坪涂料 
水性 ≤120 

聚合物水泥复合型 ≤50 

玩具涂料 — ≤420 

道路及交通标志

涂料 

道路标志标线涂料 ≤150 

铁路、公路设施涂料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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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防水涂料 — ≤50 

防火涂料 — ≤80 

表 2 溶剂型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木器涂料（限工厂

化涂装用） 
— ≤420 

车辆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乘用车） 

中涂 ≤500 

底色漆 
实色漆 ≤520 

效应颜料漆 ≤580 

本色面漆 ≤500 

清漆 
单组分 ≤480 

双组分 ≤420 

汽车原厂涂料（载货汽车）a 
本色面漆 ≤500 

清漆 ≤480 

汽车原厂涂料[客车（机动

车）] 
a 

底漆 ≤420 

中涂 ≤420 

本色面漆 ≤420 

清漆 ≤420 

汽车修补用涂料 a 

底漆 ≤540 

中涂 ≤540 

本色面漆 ≤540 

清漆 ≤42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动车组、

客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牵引机车] 
a 

底漆 ≤420 

中涂 ≤420 

本色面漆 ≤420 

清漆 ≤420 

轨道交通车辆涂料（货车） 
底漆 ≤420 

面漆 ≤420 

工业防护涂料 机械设备涂料 

工程机械和

农业机械涂

料（含零部

件涂料） 

底漆 ≤420 

中涂 ≤420 

面漆 
单组分 ≤480 

双组分 ≤420 

清漆 
单组分 ≤480 

双组分 ≤420 

港口机械和

化工机械涂

料（含零部

件涂料） 

车间底漆（无机） ≤580 

底漆 ≤420 

中涂 ≤420 

面漆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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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g/L） 

工业防护涂料 

机械设备涂料 

港口机械和

化工机械涂

料（含零部

件涂料） 

清漆 ≤480 

建筑物和构筑

物防护涂料

（建筑用墙面

涂料） 

金属基材防

腐涂料 

车间底漆（无机） ≤580 

无机锌底漆 ≤550 

单组分 ≤500 

双组分 

底漆 ≤450 

中涂 ≤420 

面漆 ≤450 

清漆 ≤480 

混凝土防护

涂料（含铁

路混凝土桥

面用薄涂型

防水涂料） 

底漆 ≤450 

中涂 ≤420 

面漆 ≤450 

船舶涂料 

车间底漆（无机） ≤580 

底漆 
无机锌底漆 ≤550 

其他 ≤450 

面漆 ≤450 

通用底漆/压载舱漆 ≤350 

防污漆 
I 型和 II 型 ≤450 

III 型 ≤400 

特种涂料（耐高温漆、耐化学品漆等） ≤500 

地坪涂料 — ≤250 

道路及交通标志

涂料 

道路标志标线涂料 ≤150 

铁路、公路设施涂料 ≤300 

防水涂料 
单组分 ≤100 

多组分 ≤50 

防火涂料 — ≤420 
a
溶剂型底色漆[载货汽车用、客车（机动车）用、汽车修补用、轨道交通车辆用]等涂料产品，目前暂无低VOC含量的

溶剂型涂料产品，但考虑到该产品在溶剂型涂层体系的配套性需求是必不可少的，VOC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相应产品

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VOC项目的技术要求。 

表 3 无溶剂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要求 

项目 限量值/（g/L）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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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要求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施涂方式 限量值/（g/L） 

金属基材与塑胶

基材 

喷涂 ≤350 

其他 ≤100 

木质基材 
水性 ≤200 

非水性 ≤100 

5 测试方法 

5.1 取样 

产品按GB/T 3186的规定取样，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5.2 试验方法 

5.2.1 施工状态判定 

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再按产品规定的施工工艺进行施涂，如施涂无障碍，

干膜厚度能控制在产品规定的范围内，涂膜外观符合产品明示的质量标准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与实

际施工状态相符”。 

注：如实验室无法模拟施工工艺，可在实际涂装现场进行确认与取样。 

5.2.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5.2.2.1 密度 

按GB/T 6750—2007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23±0.5）℃。 

5.2.2.2 水性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含量 

5.2.2.2.1 建筑用墙面涂料、木器涂料、地坪涂料、防水涂料、道路标志标线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 含量 

按 GB/T 23986—2009 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中等极性色谱柱（6%氰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烷

毛细管柱），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酯。称取试样约 1g。水分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A的规定进行。VOC

含量按 GB/T 23986—2009中 10.4 计算。  

5.2.2.2.2 其他水性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含量 

先按附录 A的规定，测定水性涂料中水分含量。 

如涂料中水分含量大于等于 70%（质量分数），按 GB/T 23986—2009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中

等极性色谱柱（6%氰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酯。称取试样约 1g。

VOC含量按 GB/T 23986—2009中 10.4 计算。  

如涂料中水分含量小于 70%（质量分数），按 GB/T 23985—2009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 GB/T 

1725—2007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g，烘烤条件为（105±2）℃/1h。VOC含量按 GB/T 23985—2009

中 8.4计算。 

5.2.2.3 溶剂型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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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溶剂型涂料按 GB/T 23985—2009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 GB/T 

1725—2007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1g，烘烤条件为（105±2）℃/1h。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

不含活性稀释剂和水的溶剂型涂料中 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5—2009中 8.3进行。 

含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按5.2.2.4的规定进行。 

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按GB/T 23985—2009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GB/T 1725—2007的规

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1h；水分含量的测定，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VOC含

量的计算，按GB/T 23985—2009中8.4进行。 

5.2.2.4 无溶剂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按 GB/T 34682—2017 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测定时的放置时间为标准试验环境[温度（23±

2）℃；相对湿度（50±5）％]下放置 24h，或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时间放置，但放置时间不大于 7d。不

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 

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82—2017中 8.3进行。 

5.2.2.5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 

按 GB/T 34675—2017 的规定进行。 

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中 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75—2017中 8.4进行，水分含量的测定，按附

录 A的规定进行。 

非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中 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 34675—2017中 8.3进行，不测水分，水分含量

设为零。 

6 判定规则 

6.1 检验结果判定，按 GB/T 8170—2008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6.2 在检验报告中标明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时，按 5.2.1 的规定进行施工状态

判定。 

6.3 施工状态判定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均达到本标准的要求时，产品为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 

7 包装标志 

7.1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 GB/T 9750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7.2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7.3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标明符合本标准的分类、产品类别和产品类型（或施涂方式）。 

7.4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7.5 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7.6 对于聚氨酯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标明适用期。 

8 标准的实施 

8.1 粉末涂料、无机建筑涂料（含建筑无机粉体涂装材料）、建筑用有机粉体涂料等涂料产品中 VOC

含量通常很少，属于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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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涂装现场对施工状态下的涂料产品抽查时，对于聚氨酯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品种抽样

检验，应在产品适用期内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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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分含量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A.1 试剂和材料 

A.1.1 蒸馏水：符合GB/T 6682—2008中三级水的要求。 

A.1.2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

少为99%（质量百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二甲基甲酰胺等。 

A.1.3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

分离。纯度至少为99%（质量百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异丙醇等。 

A.1.4 分子筛：孔径为2 Å～3 Å，粒径为1.7 mm～5.0 mm。分子筛应再生后使用。 

A.1.5 载气：氢气或氦气，纯度≥99.995 %。 

A.2 仪器设备 

A.2.1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及程序升温控制器。 

A.2.2 色谱柱：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 

注：其他满足检验要求的色谱柱也可使用。 

A.2.3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10μ L。 

A.2.4 配样瓶：约10 mL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A.2.5 天平：实际分度值d＝0.1 mg。 

A.3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A.3.1 色谱柱：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25 m×0.53 mm×10μ m。  

A.3.2 进样口温度：250 ℃。  

A.3.3 检测器温度：300 ℃。  

A.3.4 分流比：5∶1。  

A.3.5 柱温：程序升温，100 ℃保持2 min, 然后以20 ℃/min升至130 ℃并保持3 min；再以30      

 ℃/min升至 200℃保持5 min。 

A.3.6 载气：氢气，流速6.5 mL/min。 

注：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色谱柱类型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A.4 测试步骤 

A.4.1 测试水的相对响应因子R 

在同一配样瓶（A.2.4）中称取约0.2 g的蒸馏水（A.1.1）和约0.2 g的内标物（A.1.3），精确至

0.1 mg，记录水的质量mw和内标物的质量mi，再加入5 mL稀释溶剂（A.1.2），密封配样瓶（A.2.4）

并摇匀。用微量注射器（A.2.3）吸取配样瓶（A.2.4）中的1μ L混合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按

公式（A.1）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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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

w i

m A
R

m A





„„„„„„„„„„„„„„„„„„„„(A.1) 

式中： 

R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mi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 ——水的峰面积； 

mw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   ——内标物的峰面积。 

若内标物和稀释溶剂不是无水试剂，则以同样量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合液），但不加水作为空

白样，记录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A0。按公式（A.2）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R： 

0( )i w

w i

m A A
R

m A

 



„„„„„„„„„„„„„„„„„„„„(A.2) 

式中： 

R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mi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  ——水的峰面积； 

A0  ——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mw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  ——内标物的峰面积。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5 %。 

A.4.2 样品分析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试样约0.6 g以及与水含量近似相等的内标物（A.1.3）于配样瓶（A.2.4）中，

精确至0.1 mg，记录试样的质量ms和内标物的质量mi，再加入5 mL稀释溶剂（A.1.2）（稀释溶剂体积

可根据样品状态调整），密封配样瓶（A.2.4）并摇匀。同时准备一个不加试样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

合液做为空白样。用力摇动或超声装有试样的配样瓶（A.2.4）15 min，放置5 min，使其沉淀[为使试

样尽快沉淀，可在装有试样的配样瓶（A.2.4）内加入几粒小玻璃珠，然后用力摇动；也可使用低速离

心机使其沉淀]。用微量注射器（A.2.3）吸取配样瓶（A.2.4）中的1μ L上层清液，注入色谱仪中，记

录色谱图。 

A.4.3 计算 

按公式（A.3）计算试样中的水分含量ww： 

0( )
100i w

w

s i

m A A
w

m A R

 
 

 
％„„„„„„„„„„„„„„„„„„„„(A.3) 

式中： 

ww ——试样中的水分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mi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 ——试样中水的峰面积； 

A0  ——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ms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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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内标物的峰面积； 

R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A.5 精密度 

A.5.1 重复性：水分含量大于等于15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1.6 %。 

A.5.2 再现性：水分含量大于等于15 %，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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