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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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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光稳定剂 119 

警示——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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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光稳定剂119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工业用光稳定剂119 的主要成份为1,5,8,12-四 [4,6-双 (N-丁基 -N-1,2,2,6,6-五甲基 -4-哌啶基氨

基)-1,3,5-三嗪-2-基]-1,5,8,12-四氮杂十二烷。 

本文件适用于以N,N’-二（3-氨丙基）-1,2-乙二胺、正丁基哌啶胺和三聚氯氰为主要原料制得的工业

用光稳定剂119。 

分子式：C132H250N32  

相对分子质量：2285.61（按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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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17  化学试剂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 3143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单位-铂-钴色号） 

GB/T 6284  化工产品中水分测定的通用方法  干燥减量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7531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1  化学试剂  分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紫外和可见光部分） 

GB/T 10004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  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GB/T 14187  包装容器  纸桶 

GB/T 16631  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工业用光稳定剂119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工业用光稳定剂 119的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外观 白色或淡黄色固体，无可见机械杂质 

含量，w/%                                    ≥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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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业用光稳定剂 119的技术要求（续） 

项  目 指  标 

透光率 425 nm/%                              ≥ 93.0 

透光率 500 nm/%                              ≥ 97.0 

熔点范围/℃                        120.0～150.0 

干燥减量，w/%                                ≤ 0.50 

灼烧残渣，w/%                                ≤ 0.10 

色度（铂-钴）/号                               ≤ 80 

氯/（mg/kg）                                   ≤ 500 

5 试验方法 

警示——试验方法规定的一些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操作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和防护措施。 

5.1 一般规定 

本文件除另有规定，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试验中所用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

均按GB/T 603的规定制备。试验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的规定。 

5.2 外观的测定 

取适量试样置于滤纸上，日光灯或自然光下观察。 

5.3 含量的测定 

5.3.1 方法提要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使试样溶液通过色谱柱，使各组分得到分离，用紫外

检测器检测，峰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5.3.2 试剂 

5.3.2.1 甲醇：色谱纯。 

5.3.2.2 四氢呋喃。 

5.3.2.3 二乙醇胺。 

5.3.3 仪器设备 

5.3.3.1 高效液相色谱仪：具有可调波长 UV 检测器，应符合 GB/T 16631 的规定。 

5.3.3.2 微量进样器：50 μL 或自动进样器。 

5.3.3.3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 g。 

5.3.3.4 流动相过滤装置。 

5.3.3.5 超声波清洗器。 

5.3.4 色谱操作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和典型色谱操作条件见表2，典型色谱图及各组分保留时间参见附录A，其他能够达

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均可使用。 

表 2  推荐的色谱柱和典型色谱操作条件 

项  目 参  数 

色谱柱固定相 C18 

柱长×柱内径×粒径 4.6 m×250 mm×5 µm 

柱温/℃ 30 

检测波长/nm 230 

流量/(mL/min)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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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推荐的色谱柱和典型色谱操作条件（续） 

项  目 参  数 

进样量/uL 20 

流动相 甲醇—四氢呋喃（体积比 6:4） 

5.3.5 试验步骤 

称取 0.02 g～0.03 g 试样于 20 mL 样品瓶中，加入 2 mL 四氢呋喃，充分振摇至试样完全溶解。移

取 0.5 mL 试样溶液至 25 mL 容量瓶中，加入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超声脱气，待仪器稳定后注入色

谱仪中，用色谱工作站记录各组分的峰面积，用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含量。 

5.3.6 结果计算 

光稳定剂119含量w1，以%（质量分数）表示，按式（1）计算： 

 1
1 100%

i

A
w

A
= 


...........................................................（1） 

式中： 

A1——试样中光稳定剂119的峰面积； 

∑Ai ——试样各组分的峰面积的总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1位，两次平行测定结果

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 0.2%。 

5.4 透光率的测定 

5.4.1 试剂和材料 

5.4.1.1 甲苯：经 0.45 μm 滤膜过滤。 

5.4.2 仪器和设备 

5.4.2.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应符合 GB/T 9721 中的规定。 

5.4.2.2 比色皿：光程为 10 mm 的石英比色皿。  

5.4.2.3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 g。 

5.4.2.4 容量瓶：25 mL。 

5.4.3 分析步骤 

称取2.5 g±0.01 g试样，置于25 mL容量瓶中，用甲苯溶解并定容至刻度。将该溶液注入10 mm比色

皿中，置于分光光度计内，以甲苯作参比，在425 nm和500 nm波长下测量透光率。 

5.5 熔点范围的测定 

按照GB/T 617 的规定进行测定。 

5.6 干燥减量的测定 

按照GB/T 6284 的规定进行测定。称取3.0 g～3.5 g（精确至0.0001 g），干燥温度为105 ℃±2 ℃。 

5.7 灼烧残渣的测定 

按照GB/T 7531 的规定进行测定。称取6.0 g～8.0 g（精确至0.0001 g），灼烧温度为750 ℃±25 ℃。 

5.8 色度的测定 

按照GB 3143 的规定进行测定。 

称取10.0 g±0.1 g 试样，溶解于100 mL甲苯（甲苯色号要求≤5）中，待完全溶解后，取100 mL该

试样溶液置于比色管中，与色度标准液同置于色度比色架中对比。 

5.9 氯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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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方法提要 

试样由载气带到裂解炉，并在氧气流中燃烧，试样中的氯转化成氯化氢，导入滴定池中吸收。电解

电流被加到工作电极（银电极）产生银离子，反应生成氯化银沉淀，电解液中银离子逐渐减少，引起电

极电位的变化，银电极不断电解出银离子直至系统平衡。通过测量电解滴定过程中所消耗的电量，依据

法拉第定律，计算出试样中的氯含量。 

5.9.2 试剂和材料 

5.9.2.1 氧气：纯度（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9%。 

5.9.2.2 氩气：纯度（体积分数）不低于 99.99%。 

5.9.2.3 硫酸。 

5.9.3 仪器和设备 

5.9.3.1 元素分析仪。 

5.9.4 检测条件 

5.9.4.1 氧气流量：300 mL/min。 

5.9.4.2 氩气流量：100 mL/min。 

5.9.4.3 炉温：1050 ℃。 

5.9.5 试验步骤 

待仪器基线平稳后，将石英舟放在天平中，归零，加入约5 mg试样，称量记数，精确至0.1 mg。将

装有试样的石英舟放入进样系统，进样器将石英舟完全推入燃烧管内，试样汽化后开始燃烧，燃烧产物

随着载气进入微库伦滴定池，仪器信号值发生变化，滴定池内置磁力搅拌，使电解液混合均匀。滴定池

反应结束，仪器信号回到基线，测定结束。石英舟从燃烧管内部退至进样口处，石英舟冷却后进行下一

次试样测定。 

5.9.6 结果计算 

光稳定剂119中氯含量w2，以毫克每千克（mg/kg）表示，按式（2）计算：  

2 1000
M

w
m

=  ................................................................（2） 

式中： 

M——微库仑计滴出的氯量，单位为微克（μg）； 

m——试样质量，单位为毫克（m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两次平行测定结果

的绝对差值与算术平均值之比应不大于15%。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出厂检验每批进行一次。 

6.2 组批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以一次投料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6.3 采样 

产品采样应按GB/T 6678、GB/T 6679的规定进行。取样量应不少于100 g，样品混匀后分别装于两

个洁净干燥的试样袋中，密封，粘贴标签，注明名称、批号和取样日期，一袋由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另

一袋保存备查。 

6.4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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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的判定按照GB/T 817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的技术要求时，

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应重新取双倍数量的样品进行

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桶外应有清晰、牢固的标志
1）
，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本文件编号、生产厂家名称、地址、

生产日期、批号、净重等，并按GB/T 191的规定标明“怕晒”“怕雨”等标志。每批出厂产品都应附有

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本文件编号、生产厂家名称、批号、生产日期及6.1

规定检验项目的检验数据等。 

7.2 包装 

本产品内包装用塑料袋，以箱、桶为外包装，每个包装净重为25 kg。其包装袋应符合GB/T 10004 的

规定，包装桶应符合GB/T 14187 的规定。在满足安全要求的情况下，也可按客户要求包装。 

7.3 运输 

工业用光稳定剂119装卸及运输时，应避光、密封、防潮，轻装轻卸，不与酸或碱性物质混装、混

运。 

7.4 贮存 

工业用光稳定剂119贮存在避光、通风、干燥的仓库中，产品在符合本文件贮运条件且未启封的情

况下，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1年。 

 

 

 
1）工业用光稳定剂 119 的安全信息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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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光稳定剂 119液相色谱图及各组分保留时间 

A.1 光稳定剂 119液相色谱图 

光稳定剂119液相色谱图如图A.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未知杂质1； 

2——未知杂质2； 

3——N 2, N 2’-((乙烷-1,2-二基双(氮杂二基))双(丙烷-3,1-二基))双(N 4, N 6-二丁基-N 4, N 6-双(1,2,2,6,6-五甲基哌啶-4-

基)-1,3,5-三嗪-2,4,6-三胺)；  

4——未知杂质3； 

5——N ²-(3-((4,6-双(丁基(1,2,2,6,6-五甲基哌啶-4-基)氨基)-1,3,5-三嗪-2-基)氨基)丙基)-N ²-(2-((3-((4,6-双(丁基

(1,2,2,6,6-五甲基哌啶-4-基)氨基)-1,3,5-三嗪-2-基)氨基)丙基)氨基)乙基)-N ⁴, N ⁶-二丁基-N ⁴, N ⁶-双(1,2,2,6,6-五甲基哌啶

-4-基)-1,3,5-三嗪-2,4,6-三胺； 

6——未知杂质4； 

7——光稳定剂119； 

8——未知杂质5； 

9——未知杂质6。 

图A.1   光稳定剂 119液相色谱图 

A.2 各组分保留时间 

各组分保留时间见表A.1。 

表 A.1  各组分保留时间 

序号 组分名称 保留时间/min 

1 未知杂质 1 4.260 

2 未知杂质 2 4.573 

3 
N 2, N 2’-((乙烷-1,2-二基双(氮杂二基))双(丙烷-3,1-二基))双(N 4, N 6-二丁

基-N 4, N 6-双(1,2,2,6,6-五甲基哌啶-4-基)-1,3,5-三嗪-2,4,6-三胺) 
5.265 

4 未知杂质 3 5.501 

5 

N ²-(3-((4,6-双(丁基(1,2,2,6,6-五甲基哌啶-4-基)氨基)-1,3,5-三嗪-2-基)氨

基)丙基)-N ²-(2-((3-((4,6-双(丁基(1,2,2,6,6-五甲基哌啶-4-基)氨基)-1,3,5-三

嗪-2-基)氨基)丙基)氨基)乙基)-N ⁴,N ⁶-二丁基-N ⁴,N ⁶-双(1,2,2,6,6-五甲基

哌啶-4-基)-1,3,5-三嗪-2,4,6-三胺 

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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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各组分保留时间（续） 

序号 组分名称 保留时间/min 

6 未知杂质 4 6.409 

7 光稳定剂 119 7.616 

8 未知杂质 5 8.110 

9 未知杂质 6 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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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安全信息 

B.1 光稳定剂 119 闪点 275 ℃，熔点范围 120 ℃~150 ℃，溶于氯仿、二氯甲烷和甲苯等多种有机溶

剂。 

B.2 光稳定剂 119 在使用时应避免与皮肤接触，并避免吸入或吞食。操作时应穿戴好防护手套和防护

眼镜。如发生接触或误服，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就医。 

B.3 光稳定剂 119 发生着火时，使用水雾、抗性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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