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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物理法(粉碎法)彩色墨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静电成像干式物理法(粉碎法)彩色墨粉(以下简称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式静电成像方式的彩色复印机及具有复印功能的彩色多功能一体机用干式物理

法(粉碎法)彩色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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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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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O 2859-1: 1999 , IDT) 

GB/T 2829… 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21199… 2007 激光打印机干式单组份显影剂

GB/T 28625 彩色复印机测试版

GB/T 28626 彩色复印机图像质量评价方法

JB/T 8262. 1 静电复印干式色调剂结块温度 试验方法

JB/T 8262.2 静电复印干式色调剂荷质比 试验方法

JB/T 8262.3 静电复印干式色调剂含水量试验方法

JB/T 8262.4 静电复印干式色调剂粒度分布 试验方法

JB/T 8392 静电复印干式色调剂熔融指数测量方法

JB/T 9444.2 复印机械基本环境试验方法试验 A:低温试验

JB/T 9444.4 复印机械基本环境试验方法试验 C:恒定湿热试验

SJ/T 11363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SJ/T 11365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

ISO/IEC 19798 彩色打印机及包含打印组件的多功能设备的墨粉卡盒组件打印量的测量方法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oner cartridge yield for colour printers and multi-function devices 

that contain printer compon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物理法〈粉碎法)墨粉 physical (pulverized) toner 

把粘结树脂、着色邦j及其他添加剂进行熔融混炼，压片冷却后，再进行粗粉碎，微粉碎，分级得到的

墨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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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彩色墨粉 colour toner 

彩色色调剂

制作彩色图像使用的墨粉，使原色再现的四色(黄 (Y) 、品红 (M) 、青 (C) 、黑 (K)) 墨粉即为彩色

墨粉。

3.3 

软化点 melt point 

在规定条件下，等速升温加热定量的墨粉，使之熔融从喷嘴流出，当墨粉流出量为二分之一时的温

度为软化点，单位为℃。

4 产品分类

彩色墨粉按其在使用中带电的极性不同分为正电性彩色墨粉和负电性彩色墨粉两类。按照墨粉的

颜色不同又分为品红(M)色墨粉、青 (C)色墨粉、黄 (Y)色墨粉和黑(K)色墨粉四种。

5 要求

5. 1 工作环境条件

温度: 10 oC ,__, 32 oC 

相对湿度 :20% ，__， 80%

5.2 耐运输、贮存环境性能

产品在包装条件下应能承受以下环境条件的作用，所有性能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低温试验:温度:一25 oC 土 3 oC ，试验时间 :8 h 。

恒定湿热试验:温度 :40
o

C 士 2 oC ，相对湿度 :(93士D% ，试验时间 :48 ho 

5.3 外观

产品的外观均应无凝结块、无异物。

5.4 粗粒

每 100 g 产品中粒径大于 75μm 的粒子个数不大于 10 个，且不应有大于 100μm 的粒子。

5.5 粒度分布

产品的体积中径队。标准值由生产企业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允许偏差士1μm。粒子个数百分率累

计分布中小于 3.17μm 的粒子含量~20%;粒子体积百分率累计分布中大于 20μm 的粒子含量~1% 。

5.6 熔融指数或软化点

熔融指数:标称值和允许偏差由生产企业在企业标准中规定。

软化点:标称值由生产企业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允许偏差士 6 oC 。

注:企业可根据需要，两个项目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规定。

5. 7 凝集度或松装密度

凝集度 :~6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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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装密度:标称值由生产企业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允许偏差~10% 。

注:企业可根据需要，两个项目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规定。

5.8 荷质比(模拟带电量)

产品的标称值由生产企业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允许偏差~30%o

5.9 结块性

产品在 45 oc条件下放置 24 h 后，元结块现象。

5.10 含水量

产品的含水量应小于1. 0% 。

5. 11 有害物质

5. 11. 1 污染物排放

产品在工作中排放的污染物应满足如下要求:

…一一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23 mg/h; 

一一一苯乙烯~2. 3 mg/h; 

一一一粉尘~4. 0 mg/h 。

5. 11. 2 重金属

产品中隶、铺、铅、六价铭等重金属的含量应符合 SJ/T 11363 规定的要求。

5.12 印品质量

印品的图像密度、底灰、层次、定影牢固度、密度不均匀性、平均色差、分辨力等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印品图像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1 色密度 青(C) 二三1. 0 、品红 (M)注1. 0 、黄 (Y) ):::0. 9 、黑 (K) 二三1. 2

2 底灰 ~0.02(反射密度计方法)或 ~2.5(白度仪方法〉

3 密度不均匀性 青(C)~25% 、品红(M)~25% 、黄(Y)~25% 、黑 (K) ~ 20% 

4 层次/级 青 (C)):::7、品红(M) 二三7 、黄 (Y) 二三6 、黑 (K) ):::7 

5 分辨力/(线对/mm) 黑 (K)注4. 。

6 定影牢固度 二三90%

7 平均色差b.E ~12.0 

5. 13 耐久性

产品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完成的印品张数不少于 2 000 页或使用的鼓粉盒标称页数的 75% ，其印

品质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5.14 环境适应性

产品在如下环境条件下使用，其印品质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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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低湿:温度 10 OC ，相对湿度 20% 。

高温高湿:温度 27 OC ，相对湿度 80% ，或温度 32 OC ，相对湿度 60% 。

5. 15 混合性试验

产品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混合试验，其印品质量应符合表 1 规定。原厂同机器型号产品不进

行此项试验。

5. 16 耗粉量或打印章

标称值由生产企业在企业标准中规定，耗粉量应小于等于标称值，打印量应大于等于标称量。

注:企业可根据需要，两个项目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规定。

6 试验方法

6. 1 试验条件

除对试验环境条件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环境温度 18 oc ""'-J 28 oc 、相对湿度 40% ""'-J 60% 的室内

进行。

6.2 耐运输、贮存环境试验

在 5.2 的试验条件下，按 JB/T 9444.2 和 JB/T 9444.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3 外观

自视检查。

6.4 粗粒

将 100 g 产品倒入网孔为 100μm(140 日)的标准筛中振动通过，自视检查是否有大于 100μm 的颗

粒，将网孔为 75μm(200 日)标准筛放置在吸尘器吸口上，开动吸尘器后，再将 100 g 产品对准吸口缓缓

倒入筛中，一直吸到筛上无产品，再用手指轻轻压粗颗粒，尽可能吸净。将筛上的残留物用宽 15 mm 的

透明胶带粘起贴在洁净的白纸上，目视或用放大镜观察，记录下筛出的粗颗粒数。

6.5 粒度分布

按 JB/T 8262.4 规定的方法测定。

6.6 熔融指数或软化点

6.6. 1 熔融指数

按 JB/T 8392 规定的方法测定。

6.6.2 软化点

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测定。

6. 7 凝集度

按 GB/T 21199-2007 中 5.5 规定的方法测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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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松装密度

按附录 B 规定的方法测定。

6.9 荷质比(模拟带电量)

按 JB/T 8262.2 规定的方法测定。

6. 10 结块性

按 JB/T 8262.1 规定的方法测定。

6. 11 含水量

按 JB/T 8262.3 规定的方法测定。

6.12 有害物质

6. 12. 1 污染物排放

TVOC、苯乙烯按附录 C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粉尘按附录 D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12.2 重金属

按 SJ/T 11365 规定的方法测定。

6. 13 印品质量

6. 13. 1 抽样

6. 13. 1. 1 依据产品标注适用的机器型号选择试验样机，样机质量应满足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试

验结束时，光导体和易损件都应在规定寿命内。

6. 13. 1. 2 抽样时用 GB/T 28625 规定的综合版，其他时间采用运行试验版〈消耗量电子版)打印样张。

6.13. 1. 3 产品装人整机后进行运行试验，按表 2 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和判定。

表 2 复印品抽样检查表

不合格
判定序 试验 抽样 判别 样本抽取 样本批

质量水平 检验项目拙样时机 测试版
次数 水平 张 张 Ac Re 号 项目

(RQL) 

复印 10 张运行
综合版 1 I 连续 10 10 o 1 定影牢固度

试验版后

印品 色密度
定影牢固度取

底灰1 质量
样后第一次抽 2 次抽取的样品

试验 连续 12 o 2 层次
样〈复印运行试 综合版 2 I 再随机编为 2 10 

分辨力连续 12 1 2 
验版 300 张后〉 组〈批)

密度不均匀性
第二次抽样

平均色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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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 试验 抽样 判别 样本描取 样本批
不合格

判定

号 项目
抽样时机 测试版

次数 水平 张 张
质量水平

Ac Re 
检验项目

(RQL) 

复印 10 张运行
综合版 1 I 连续 10 10 o 1 定影牢固度

试验版后

低温低

湿试验 定影牢固度取样
2 后第 次抽样 2 次抽取的样品 色密度高温高 连续 12 o 2 
湿试验 (复印运行试验 综合版 2 I 再随机编为2 组 10 底灰

连续 12 1 2 
版 300 张后)第 〈批〉 分辨力

二次抽样

印品质量搞样后，

继续复印运行试

验版，在 400 张、
色密度

800 张、 1 200 张、 连续 5 # 2 
底灰

耐久性
1 600 张、2000 张 连续 5 5 次抽取的样品 # 2 

层次
3 或使用的鼓粉盒 综合版 5 I 连续 5 再随机编为5 组 10 o 2 

试验 分辨力
标称印蠢的 连续 5 (批〉 o 2 

15% 、 30% 、 45% 、 连续 5
密度不均匀性

2 3 

60% 、 75% 时，分
平均色差

别抽取 5 张综合

版样张

印 10 张运行
综合版 I 连续 10 10 o 1 定影牢固度1 

试验版后

连续复印运行试

验版，在 400 张、

800 张、 1 200 张、
连续 5 # 2 

色密度
混合 1 600 张、2000 张 底灰4 连续 5 5 次抽取的样品 # 2 试验 或使用的鼓粉盒 层次

综合版 5 I 连续 5 再随机编为5 组 10 o 2 
标称印章的

连续 5 (批) o 2 
分辨力

15% 、 30% 、 45% 、 密度不均匀性
连续 5 2 3 

60% 、 75% 时，分 平均色差

别抽取 5 张综合

版样张

6.13.2 印品检验

印品质量按照 GB/T 28626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14 耐久性试验

按 6.13.1 的规定抽样检验合格后继续复印运行试验版，在 400 张、 800 张、 1 200 张、 1 600 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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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张或标称印髦的 15% 、 30% 、45% 、 60% 、 75%时，分别复印 5 张综合版样张。按照表 2 规定编组

检验色密度、底灰、层次、分辨力、密度不均匀性、平均色差等项目并判定。

6.15 环境适应性试验

6. 15. 1 低温低湿试验

产品在温度 10
0

C 、相对湿度 20%的环境条件下保持 4h 后开始试验。按表 2 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

抽样和判定。恢复时间不少于 12 ho 

6. 15.2 高温高混试验

产品在温度 27 oC 、相对湿度 80%或温度 32 oC 、相对湿度 60%的环境条件下保持 4 h 后开始试验。

按表 2 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和判定。恢复时间不少于 12 h 。

6.15.3 环境适应性试验的异常处理

试验过程有异常时，若检查出走出试验机器的故障所致，排除故障后应再继续试验，并剔除抽取的

异常复印品。

6. 16 混合试验

6. 16. 1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将原机彩色墨粉与被测彩色墨粉按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企业自定)进

行混合(总质量为鼓粉盒标称的墨粉质量)后作为待测彩色墨粉。

6.16.2 准备未使用的原机制造商的彩色鼓粉盒各颜色一支，将原机彩色墨粉从各颜色的鼓粉盒中全

部取出。把待测彩色墨粉按各自颜色再回装至原鼓粉盒，开始复印，按照表 2 的方法抽样和判定。

6. 17 耗粉墨

按附录 E 规定的方法测定。

6. 18 打印量

按 ISO/IEC 19798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 检验规则

7. 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7.2 出厂检验

7.2. 1 出厂检验项目

依据表 3 所示项目，由企业标准规定。

7.2.2 出广检验的抽样及判定规则

按 GB/T 2828. 1-2003 的规定，采用的接收质量限 AQL 应不大于 4.0，复印品的抽样检查按表 2

执行，产品的组批、检验水平、拙样方案及判定规则等由企业标准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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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条件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前的定型鉴定;

b) 老产品转厂生产;

c) 产品的工艺、材料、设备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 停产一年以上再生产时。

7.3.2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和不合格类别划分按表 3 规定，其中环境适应性试验、耐久性试验和有害物质试验只

在 7. 3. la) 、 b) 、 c) 时进行。

产品定型试验时，适用于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产品，应分别做印品质量检验。

表 3 检验项目表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检验分类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A类 B类 C 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低温贮存 A J 
包装与

去在热贮存 A J 2 
贮存

3 包装及标志 A J 飞/

4 外观 A J J 

5 粗粒 A J 

理
6 粒度分布 A J 

化 7 熔融指数或软化点 A J J 

'性 8 凝集度或松装密度 A J 
能

9 荷质比 A J 飞/

10 结块性 A J 

11 含水量 A 飞/

色密度 A 飞/ J 

底灰 A J J 

层次 A J J 
印品

12 定影牢固度 A J J 
品质

密度不均匀性 A J J 

平均色差 A J J 

分辨力 A 气J J 

色密度 A J 

环境
13 

低温低湿 底灰 A J 
适应性 环境试验 定影牢回度 A J 

分辨力 A J 
二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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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检验分类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A类 B 类 C 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色密度 A J 

环境
14 

高温高湿 底灰 A J 

适应性 环境试验 定影牢屈度 A J 

分辨力 A J 

TVOC A J 

有害物 15 污染物排放 苯乙烯 A J 

质检测 粉尘 A J 

16 重金属 A J 

色密度 A J 

底灰 A J 

耐久性 层次 A J 
17 

试验 密度不均匀性 A J 

平均色差 A J 

分辨力 A J 

色密度 A J 

底灰 A J 

层次 A J 

混合试验 18 定影牢固度 A J 

密度不均匀性 A J 

平均色差 A J 

分辨力 A J 

注:6.一表示所属不合格类别。

J一表示试验项目。

7.3.3 型式检验抽样及判定规则

7.3.3.1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两个样本。每个样本的数量应满足所有检验项目测试的

需要。

7.3.3.2 按 GB/T 2829-2002 的规定，采用一次抽样的方案，使用判别水平 1 ，不合格质量水平与判

定数组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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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型式检验判别

不合格质量水平 判定数组
缺陷类型

RQL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A类 40 2 。 1 

B 类 80 2 1 2 

C 类 120 2 2 3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 1 标志、包装

8. 1. 1 产品应采用避光、防潮包装。单位包装剂量和包装形式成符合适用方便的原则。外包装箱上应

标明防潮、防热等标志。

8.1.2 每份包装应有产品合格证明。

8. 1. 3 包装上应用中文标示:

a) 产品名称、型号、批号;

b) 制造商名称或标志、地址;

c) 采用的产品标准;

d) 产品适用的机型;

e) 制造日期或有效日期;

f) 净含量。

注:进口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2 运输和贮存

8.2.1 带包装的产品不得与酸、碱、卤素及有机溶剂等化学药品一起运输和贮存。

8.2.2 带包装的产品应存放于元太阳光直射、通风良好的场所，贮存环境温度为 10 oC '"'-'40 oC ，相对湿

度低于 75% 。

8.2.3 在符合上述贮存环境并且在未开封的条件下，自 8. 1. 3 标注的制造日期起，保质期为 12 个月或

以上。

10 



A.l 方法原理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软化点试验方法

Gß/T 29300--2012 

墨粉软化点的测试方法选用流量测定法，该方法的原理是在规定条件下，等速升温加热一定量的墨

粉试样，使试样熔融并在柱寨的压力下从喷嘴流出，根据流变仪绘制的时间一柱塞行程曲线，选定柱塞下

降高度为二分之一(即试样流出量为二分之一)时，测试仪指示的温度，为该试样的软化点。

A.2 仪器设备

流变仪:其结构如图 A.1 所示。主要由加热体(包括中央套筒、柱寒、喷嘴等)、负载机构、自动测试

控制装置及记录装置组成。

负载机构

柱塞

图 A.1 流变仪结构示意图

成型机:压力为 9.8 MPa..-...19. 6 MPa 。

天平:感量 0.01 go 

A.3 试验准备

试样的准备

称取墨粉试样 1 g，在成型机上压成因柱状(圆柱直径为 10.8 mm，长度为 9 mm'"'-'15 mm) 。

主要测试条件的设定

将以下测试条件输入流变仪 z

a) 升温速度 6 oC/m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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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初始温度 60 oC; 

c) 到达温度 160 oC; 

d) 流出起始点 o mm; 

e) 流出终止点 15 mm; 

f) 负载压力 1. 96 MPa; 

g) 喷嘴直径 1. 00 mm士0.01 mm; 

h) 喷嘴长度 1. 00 mm; 

i) 柱塞头面积 1. 0 cm2
0 

输入后并对其内容进行核对。

A.4 测试步骤

首先进行预热，当达到预热温度后，将柱状试样放到加热体中央套筒内，插入柱塞，预热温度略有下

降，再次预热，到达预热温度后，按动起动按钮，流变仪设定的条件自动按程序进行检测。

在接近软化点温度时，温度每变化 1 oC ，在记录上做出检查记录。

试样全部流出后，流出曲线不再变化时，按动停止按钮，测定结果。

从记录仪绘制的流出曲线图求出软化点。流出曲线如图 A.2 所示。

柱
塞
行
程

8 

A一流出开始点

B一流出终止点

』

h ‘ 

A 

T 时拥(温度)

阁 A.2 流出曲线示意图

对同一样品，取两份试样重复测量，取其算术平均值，报告数据精确到 0.1 oC 。两次测量值之差不

得大于1. 0 oC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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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松装密度试验方法

B.1 原理

墨粉从漏斗孔按一定高度自由落下并充满一个已知容积的量筒。在松装状态下，以单位体积墨粉

的质量表示墨粉的松装密度。

B.2 试验装置

B. 2.1 松装密度测试仪

松装密度测试仪主要白孔径为 0.25 mm 的筛网、漏斗、 25 mL 的最筒、底座、支架等组成。图 B.l

为仪器的示意图，图 B.2 为漏斗和最筒的结构图。仪器安装时要求漏斗放到漏斗支架上，在漏斗上方

放置筛网，将最筒正对漏斗口放于底座上(定位块定位) ，保证量德和漏斗同心，漏斗的底部距量筒顶部

为 20 mm，试验时应保证松装密度测试仪水平装置(水准泡校准)。

说明:

1一一-底座 5

2一一量筒;

3一一响漏斗 5

4一一筛网;

5 

7 

5一一支架 5

6一一水准泡;

7一一定位块。

图 B.1 松装密度测试仪示意图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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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c'l 

~90 

阁 B.2 漏斗和量筒的结构图

B.2.2 毛刷:穗长大约 20 mm，宽度约 15 mm，毛稍偏硬兽。

B.2.3 竹刀:一边为直边。

B.2.4 天平:感量 0.01 go 

B.2.5 取样匙:不锈钢材质。

B.3 取样

墨粉抽样总量不小于 100 mL，并将其分成 3 份，分别进行测量。

B.4 试验步骤

B. 4.1 称最空量筒的质量。

B.4.2 水平放置松装密度测试仪。

C'\I 
t-

tD 
tD 

单位为毫米

~ 26 

B.4.3 用取样匙将样品放到筛网上，用毛刷均匀、轻轻地刷动样品，使其通过筛网落入量筒内，直到样

品在量筒里堆满呈山锥状，并有样品溢出时，用竹刀刮去高于最筒口的样品，并将量筒外部清洁干净。

B.4.4 称量装满样品后量筒的质量。

B.4.5 清洁漏斗、筛网和量筒。

B.4.6 试验中应控制样品落下的速度，从样品开始落入最简到装满量筒的时间应在 3 min~4 min 

之间。

B. 4.7 重复步骤 B. 4. 3~B. 4. 5 ，分别测量另两份祥品。

B.5 试验结果的确定=

B. 5.1 松装密度由下列公式计算:

po = (ml mo)/25 

式中:

po 一一松装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 

mo 一…空量筒的质量，单位为克(g)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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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一装满样品后量筒的质量，单位为克(g) 。

B.5.2 取三份墨粉样品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量结果值，精确到 0.01 g/mL。各次测量值与平

均值之差不能大于 0.01 g/mL，否则重新进行测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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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TVOC、苯和苯乙烯的检验方法

C.1 试验条件

C. 1. 1 测试室

测试室应符合下列条件:

a) 温度 :23 oc 士 2 oc 

b) 相对湿度 :50% 士5%

c) 空气交换速率:

测试室体积~5 m3
: (1~n~5) 士 5%;

测试室体积>5 m 3
: Cl~η~2) 士 5%;

d) 测试室空白值:

当空气交换速率 n=lh一1 时的空白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单独物质<2μg/m-3

TVOC <20μg/m-3 

e) 测试室流速 :0.1 m/s""""'O. 3 m/s; 

f) 测试室体积 :0. Ol<VEUT/VK<O. 25 

VEUT :测试标的的体积CEUT:测试设备〉

VK :测试室的体积

C. 1.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如下:

a) 气相色谱仪CGC)或气质联用仪CGCMS) ; 

b) 热解吸分析仪;

c) 大气来样器;

d) 色度计;

e) 功率计。

C. 1.3 测试版

使用自O/IEC 28360: 2007 的彩色样张。

C. 1.4 试验用纸张

使用 A4 幅图 60 g/m2 
........, 80 g/m2 普通复印纸。

C. 1.5 产品设置

C. 1. 5. 1 速度选用产品出厂的默认值。

C. 1. 5. 2 产品的工作状态应设置为打印状态，没有打印功能的产品设置为复印状态。



C. 1.6 产品及消耗材料的放置

产品及其使用的消耗材料应在测试前 1 d 放入测试室内。

C.2 试验步骤

C. 2.1 准备阶段采样

按下列步骤进行:

GB/τ29300-2012 

产品处于关闭状态，将采样管向大气采样器连接，采样器设置流量为 0.1 L/min'"'-'O. 2 L/min; 

测试室空气交换速率设置为刀之二 1 h-1
; 

接通产品电源开关，在 1 h 的准备阶段结束前 20 min 进行 TVOC 的采样，采样时间为 20 min 。

采样结束后，立即将采样管两端密封。

采样前后应用流量计校准大气采样器的流量并记录，流量误差小于 5% 。

C.2.2 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采样

按下列步骤进行:

a) 更换采样管并同大气采样器连接，采样器设置流量不变;

b) 空气交换速率设定为 n=l h- 1 '"'-'5 h一 1 (体积<5 m3 ) 或 η=1 h-1 '"'-'2 h- 1 (体积>5 m 3
); 

c) 使用规定的测试版作原稿进行打印，应保证连续工作 10 min 以上;对于不能连续工作 10 min 

以上的产品，应选用最大的连续工作时间进行打印。

继续采样至一次空气交换完成后结束。采样结束后，立即将采样管两端密封;

抽取彩色印品，用色度计测试其颜色值 L、 a 、 b ，并记录。

在测试过程中，应使用功率计对产品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C.3 样品分析

用热解析仪和气相色谱仪(GC)联用或气质联用仪(GCMS)对样品进行分析。

C.4 结果计算

C. 4.1 准备阶段 VOC 排放率的计算

VOC 准备阶段的排放率(背景值)可根据操作前采集 20 min 样品浓度进行计算，使用公式(C.1) 和

(C.2): 

SERB 口CBXnBXV

式中 z

SERB 一一一准备阶段 VOC 排放率，单位为微克每小时(μg/h);

CB 一一准备阶段 VOC 浓度，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 ; 

m 一一准备阶段采样的空气交换率，单位为每小时(h- 1 );

V 一一一测试室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 。

式中:

CR=m~~C-B -
B V

p 

CB 一一准备阶段 VOC 浓度，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 ; 

mVOC-B 一一准备阶段 VOC 采样质量，单位为微克(μg);

Vp …一-准备阶段 VOC 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勺。

…( C.1 ) 

…(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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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2 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 VOC 排放率的计算

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 VOC 排放率按公式(C.3)计算:

SERoN = 飞
/

叫
《U

C 
J
，
‘
、

. . . . . • 

式中 z

SERoN一一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 VOC排放率，单位为微克每小时(μg/h);

mVOCON …一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 VOC分析后的质量，单位为微克(μg) ; 

V p 一一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 ; 

nON 一一打印和打印后阶段的空气交换率，单位为每小时(h- 1 );

V 一一测试室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 ; 

tG …一打印和打印后阶段全部的取样时间，单位为小时(h);

SERB 一一准备阶段 VOC 排放率，单位为微克每小时(μg/h);

to …一打印阶段的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

C.4.3 未识别 VOC 排放率的计算

用甲苯的响应系数计算未识别的 VOC 的浓度值，准备阶段的排放率按公式(C.l)和 (C.2)计算，打

印和打印后阶段的排放率按公式(C.3)计算。

C. 4. 4 TVOC 排放率的计算

C. 4. 4. 1 TVOC 排放率包括保留时间介于正己烧到正十六烧之间的全部物质(包括巴知和未知)的总

和(SERoN 十SERB ) 。

C.4.4.2 排放率小于下列数值的物质除外:

体积::S;; 5 m3 的测试室 : SERB O. 005 mg/h , SERoN 0.05 mg/h 。

体积>5 m3 的测试室 : SERB 0.02 mg/h ,SERoN 0.2 mg/h 。

C. 4. 5 苯乙烯的排放率的计算

采用 VOC 测量中苯乙烯的浓度值，准备阶段的排放率按公式(C.l)和 (C.2)计算，打印和打印后阶

段的排放率按公式(C.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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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试验条件

D. 1. 1 测试室条件

测试案应符合下列条件:

a) 温度 :23 oC 土 2 oC; 

b) 相对湿度 :50% 士5%;

c) 空气交换速率: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粉尘的检验方法

测试室体积~5 m 3
: (l~η~5) 士5%;

测试室体积>5 m3
: (1~n~2) 土5%;

d) 测试室空白值:当空气交换速率 n=l h- 1 时，粉尘的空白值应<10μg/m3
; 

e) 测试室流速 :0.1 m/s-----0.3 m/s; 

f) 测试室体积 :0. 01<VEUT /VK <0. 25 

VEUT :测试标的的体积(EUT:测试设备) ; 

VK :测试室的体积。

D. 1.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如下:

a) 恒流量粉尘采样器〈玻璃纤维过滤器h

b) 精密电子分析天平。

D. 1.3 测试版

使用 ISO/IEC 28360: 2007 的彩色样张。

D. 1.4 试验用纸张

应选用 A4 幅面 60 g/m2 -----80 g/m2 普通复印纸。

D. 1.5 产品设置

D. 1. 5. 1 速度选用产品出厂的默认值。

D. 1. 5. 2 产品的工作状态应设置为打印状态，没有打印功能的产品设置为复印状态。

D. 1.6 采样条件

D. 1. 6. 1 采样点:测试室中心位置。

D. 1. 6. 2 取样体积速率 :~80%测试室的空气交换速率。

D. 1.7 产品及消耗材料的放置

产品及其使用的消耗材料应在测试前 1 d 放人测试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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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试验步骤

D. 2.1 过滤器的称量

使用电子天平称最并记录两个过滤器的质量，其中一个过滤器作为参照过滤器保存。

D.2.2 采样时机

粉尘的采样从打印阶段开始，直至完成四次空气交换后结束。

D.2.3 检验方法

按下列步骤进行 z

a) 接通粉尘采样器，进行参数设定;

b) 空气交换速率设定为 η口 1h- 1 ，.__， 5h- 1 (体积~5 m3 )或 n=l h-1
,.__, 2 h- 1 (体积>5 m

3
); 

c) 设定产品打印参数，使用规定的测试版作原稿进行打印工作 10 min 以上。

对于不能连续工作 10 min 的产品，应选用最大的连续工作时间进行打印工作。

D.2.4 样品称最

D. 2. 4.1 样品称量

使用电子天平分别称量参照过滤器的质量和采样后过滤器的质量。

D.2.4.2 样品湿度修正

采样的过滤器(湿度修正)中的绝对粉尘质量按公式(D.1)确定

mSt 口 (mMF-gross -mMF-tare) 十 (mRF-1 -mRF-2) ……………………( D.1 ) 

式中:

mSt 一一称取的粉尘质量(湿度修正后的) ，单位为微克(μg) ; 

mMF-gross一一粉尘采样之后指定条件下的测量的过滤器的质量，单位为微克(μg) ; 

mMF-tare 一一粉尘采样之前指定条件下的测量的过滤器的质量，单位为微克(μg) ; 

mRF一 1 一一粉尘采样之前指定条件下与参与测量的过滤器同时称量的参照过滤器的质量，单位

为微克(μg) ; 

mRF-2 一一-粉尘采样之后指定条件下与参与测量的过滤器同时称量的参照过滤器的质量，单位

为微克(μg) 。

D.3 粉尘浓度和排放率的计算

粉尘浓度和排放率分别按公式(D.3)和 (D.2)计算:

SERust 口 VpXtD 
..( D.2 ) 

式中:

SERust……粉尘排放率，单位为微克每小时(μg/h);

mSt 一一称取的粉尘质量〈湿度修正后的) ，单位为微克(μg) ; 

n 一一一空气交换速率，单位为每小时他-1) ; 

V 一一测试室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 ; 

tc 一一取样的全部时间，单位为小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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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一一通过玻璃纤维滤纸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旷 ) ; 

tn ……一全部的打印或复印时间，单位为小时也)。

式中:

c".=":!:.St -St-v
p 

CSt一一一测试室的粉尘浓度，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 ; 

mSt…一称取的粉尘质量〈湿度修正后的) ，单位为微克(μg) ; 

vp …一通过玻璃纤维滤纸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Cm3 ) 。

GB/T 29300--2012 

…C 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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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原理

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耗粉量试验方法

青(C) 、品红(M) 、黄 (Y) 、黑 (K) 四色墨粉成像的彩色复印(包括多功能)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对标准原稿进行一定数量的打印，用质量称量法，测量并计算每张打印样张消耗彩色墨粉的质量。

E.2 试验仪器和试样

E. 2.1 精密天平:感量不小于 0.01 go 

E.2.2 实验样机:具有打印功能的彩色复印(包括多功能〉设备，样机应满足相关产品质量要求并适用

于被测彩色墨粉。

E.2.3 测试版:两个耗粉量测试文件，文件 1 适用于安装 PS 驱动的样机，文件 2 适用于安装非 PS 驱

动的样机。两个耗粉量文件均为 PDF 格式，青(C) 、品红 (M) 、黄 (Y) 、黑 (K) 凹色的面积覆盖率每色约

为 5% ，文件可从网站 http://www.tcl47.cOffi.cn 下载。图 E.1 为测试版图样。

留 E. 1 测试版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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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4 复印用纸: 70 g/m2 
........, 80 g/旷的 A4 幅面复印纸。

E.3 试验环境条件

温度 :23 oc 士 2 oC; 

相对湿度 :40%""""'60% 。

E.4 试验步骤

E. 4.1 样机设置

样机设置如下:

a) 如果样机提供 PS 驱动程序，安装 PS 打印驱动，否则安装其他的打印驱动;

b) 与图像和打印质量有关的所有设置为样机的出厂状态以及驱动安装的缺省状态;

c) 不应选择省墨状态，应关闭自动打印媒介检测功能(包括打印机、打印驱动) ; 

d) 应关闭所有页面尺寸的修改设置(包括打印机、打印驱动、Adobe Reader) ; 

e) 安装 PS 驱动的打印机，如果打印机具有能设置为 CMYK 色处理模式，关闭色校正的功能，应

执行该设置;

f) 使用 Adobe Reader 应用软件打印耗粉量测试文件。安装 PS 打印驱动时，使用耗粉量测试文

件 1 ，其他使用耗粉量测试文件 20

注:推荐使用最新版本的 Adobe Reader 软件。

E. 4. 2 试验前准备

将足够的彩色墨粉装人样机中，打印适量的测试版样张，使机器达到稳定的测试状态。

注:新装的墨粉开始打印时，上粉量不是很稳定，需先打印适量的测试版使机器稳定，建议打印不少于 200 张。

E. 4. 3 试验过程

开始前，从样机中取出青 (C) 、品红 (M) 、黄 (Y) 、黑 (K)4 个鼓粉盒或墨粉盒进行称量，其质量为

MC1 、MM1 、MY1..MK1 ，然后将鼓粉盒或墨粉盒装人样机中，连续打印 N 张后停机，然后取出鼓粉盒或

墨粉盒称量，其放量为 MC2 、MM2 、MY2 、 MK20

测试样机为鼓粉分离结构时，测试张数 N 为 1 000 张。测试样机为鼓粉一体结构时，测试张数 N

为 300 张。

E.5 试验结果计算

试验结果可按每张测试版消耗的墨粉量(单位为克每张)或按单位墨粉(如 100 g)可打印的张数(单

位为张每 100 g)计算。

每张测试版消耗的墨粉量按公式(E. 1) ........, (E. 4)进行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克每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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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1-MK2 
………………………… (E.4) 

k N 

式中: Sc 、 Sm 、 Sy 、 Sk 分别为青(C)色、品红 (M)色、黄 (Y) 色、黑 (K)色墨粉的耗粉量每 100 g 墨粉

可打印的测试版张数按公式(E.5)----(E. 的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单位为张。

N1OOXN 
MCI-MC2 

lVIOOXN 
m MMl …MM2 

NIOOXN 
y MY1-MY2 

..(E.5) 

… (E.6) 

..(E.7) 

1OOXN …….(E.8) k-MK1-MK2 

式中: Nc...Nm...Ny 、凡分别为 100 g 青(C)色、品红(M)色、黄(y)色、黑(K)色墨粉可打印的测试版张数。

E.6 耗粉量的报告值

耗粉量可采用每张测试版消耗的墨粉量(单位为克每张)或每 100 g 墨粉可打印的张数(单位为页

每百克)标称，标称耗粉量时应注明测试版、机器型号及鼓粉盒型号。测试报告中应同时注明使用的测

试版、驱动程序、应用软件、机器型号、鼓粉盒型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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