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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6572-2011《电子电气产品
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解析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家标准GB/T 26572-2011《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

的限量要求》及其引用的方法标准GB/T 26125-2011的相关要求，并详述了标准的

范围、限量要求、符合性评定、拆分、XRF和确证检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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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核心内容是对电

器电子产品中的有害物质进行限制

使用，那么到底限制的限值要求是

多少，该如何检测和分析，配套的

国家标准GB/T 26572-2011《电子

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给出了详细规定。本文就标准的主

要内容进行解析。

 一、标准概述

 国家标准GB/T26572-2011《电

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

求》是在2006年发布的电子行业标

准《电器电子产品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的基础上，为配套

《管理办法》以及与国外RoHS法

规的接轨，进行延伸拓展和优化而

来。该标准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限量

要求、检验方法以及符合性判定规

则等几个部分[1]。同时，为了具有

可操作性，标准还增加了一个规范

性附录（附录A）和三个资料性附

录（附录B—D），主要目的是统

一规范和协助为满足限量要求需要

而进行的检验以及符合性判断等各

项实操。

 二、适用范围

 该标准规定了电子电气产品中

限用物质的最大允许含量及其符合

性的判定规则，适用于电子电气产

品中的铅（Pb）、汞（Hg）、镉

（Cd）、六价铬（Cr（IV））、

多溴联苯（PBB）以及多溴联苯醚

（PBDE）等限用物质的控制。

 其中电子电气产品包含了设备

及配套产品，这是与欧盟的不同之

处。欧盟RoHS直接管理的产品只

包括“设备”，并不包括“配套”

或配件产品，对于配套或配件产品

欧盟是通过设备制造商通过供应链

的方式来间接管理或影响。我国的

标准中加入“配套产品”，更多地

是考虑到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很

多产品都已经模块化，并且这些配

套产品都可以直接销售或单独处

理。

 三、限量要求和符合性判定

 GB/T 26572-2011规定构成电

子电气产品的各均质材料中六种限

用物质的含量如下：铅、汞、六价

铬、多溴联苯及多溴二苯醚的含

量不得超过0.1％（质量分数），

镉的含量不得超过0.01％（质量分

数）。此限量要求的依据主要是参

考欧盟RoHS指令中六种限用物质

的含量规定。这样做的目的是限制

有害物质的使用必须从构成设备的

各个均匀材料开始，否则达不到限

制有害物质使用的目的。因为当设

备中大部分材料没有使用有害物

质，少量材料使用很高浓度的有害

物质时，如果以设备整体来计算含

量的话，这些局部高含量的有害物

质的浓度就会被稀释而达到法规规

定的限定值以下而合格。实际上，

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使用都

具有这样的特点，都是在产品的局

部或特定功能的材料中才使用有害

物质，并非均匀分布。

 对于样品中限用物质的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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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Subject   

符合性进行判定时，首先应确保检

测的对象（拆分后）必须是EEP-A

（均匀材料）/B（金属镀层）/C

（不能进一步拆分的微小零部件，

一般小于等于4mm3）这三大类检

测单元，否则无法进行判定。同时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能够获得

EEP-A的检测单元，就不能按照后

面的EEP-B或EEP-C来处理，这在

标准的5.1款检测单元分类的时候

是有明确规定的。划分出单元B主

要是解决电器电子产品大量使用的

含有电镀层的零部件中镀层无法很

好拆分的实际问题，如果有能力或

办法将镀层很好地拆分就应该按照

单元A来处理；同样，单元EEP-C

的划分也是解决电器电子产品中大

量微小零部件无法使用机械拆分的

事实。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

于标准的表2中关于镀层检测单元

B的符合性判定，要求“六价铬按

照GB/T26125-2011附录B测试方法

不得检出”。此要求的目的是为了

控制六价铬的使用，对于金属镀层

而言，六价铬通常作为钝化工艺使

用而存在钝化层中，要对钝化层进

行机械拆分目前是不可能的，而以

钝化层作为均匀材料作分母计算含

量的时候，如果明显检测出来，理

论上讲都应该是超标的。当然，如

果使用三价铬的化学材料进行钝化

工艺处理，其残留物氧化后也可能

残存六价铬，此时，可按照EEP-A

来处理。

 四、检测方法

 检测是依照GB/T 26125-2011

（等同采用IEC 62321：2008）中

规定的方法进行。统一的检测方

法，便于执法或监督，有利于各检

测机构或国际间的结果互认。获得

检测结果后，通过对各个检测单元

的检测结果与限值要求进行比较，

可判断样品合格与否：如果其中任

何一个检测单元不合格，则认为样

品不能满足标准的限值要求，符合

性判定与欧盟RoHS的要求是相同

的[2]。

 1.样品拆分

 GB/T 26572-2011标准中规定

对于各产品的限用物质符合性判定

均依据其各个检测单元的测定结

果，因此，对于复杂产品的检测

认证以及要获得对符合性的准确

判定，保证检测单元的一致性十分

重要。从复杂产品到检测单元的获

得，最重要的过程便是拆分，这是

一个关键的技术性很强的环节。所

以，该标准还在后面附录了一个规

范性附录（A）以及三个资料性附

录（B-D）[3]。力求做到各实验室

实施符合性检测的时候能够得到准

确的可以比对的结果。这中间涉及

到对产品结构、材料以及有害物质

存在风险的了解，拆分的目标和原

则，拆分的工作条件（准备与要

求）等。并再次强调了拆分单元的

划分顺序，能够拆成A类的就不能

考虑B类或C类。进一步说就是有

争议的时候，以单元A的检测结果

为优先效力。

 附录B和C给出不少示例。主

要目的是考虑帮助实验室技术人员

了解电子信息产品的基本结构、有

害物质的存在风险、可能使用的辅

助手段工具等，以便更好实施拆分

过程，获得均匀一致的检测结果。

对于要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和符合

性判定，最关键、最节约成本的方

法就是准确识别有害物质存在的部

位以及风险，这就要求实验室人员

要很好地了解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

工艺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材料，这对

于许多从事化学分析的技术人员来

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标准给出

的附录D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常

见的信息，使用人员参考时要小心

谨慎。对于典型样品的拆分，直接

机械拆分以及采用XRF辅助拆分手

段在本标准的附录B及附录C中有

详细介绍。

  2.检测程序

 考虑到经济性，又要保证检测

结果符合限量标准要求，检测报

告体现的数据可靠，GB/T 26125-

2011推荐的一般检测流程是先对检

测样品进行筛选检测，再根据筛选

结果判定是否合格，对不能判定的

检测单元再进行确证检测。当测定

的总铬和总溴均合格时，可以不做

确证试验，直接判定六价铬和溴化

阻燃剂不超标。当测定的总铬和总

溴超标时，不能反映六价铬和溴化

阻燃剂（多溴联苯或多溴二苯醚）

的含量也超标，则应进行确证检测

后再判定。

  3. XRF
 当前，企业和测试机构在进行

整机报告整合时大多采用XRF进行

筛选，结合精确测量来完成实验的

方法。相对精确化学测试需要复杂

的前处理，高昂的维护费用，以

及严格的测试条件来讲，X荧光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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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有着样品无需前处理，可快速无

损测试样品，并且不用拆分溶解，

就可以进行表面测试，具有测试时

间短，操作简单，测试费用和维

护费用低廉，不需要耗材等优势。

XRF仪器已经成为生产厂家建立自

己的实验室，进行进货检验的重要

设备。XRF仪器为RoHS测试提供

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

陷：XRF属于对比分析仪器，需要

标样做比对分析；分析的精度也不

好，很多数据只能作为参考；部分

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测量数据需

能量谱图的方式进行后期筛选分

析；由于检测分析方法的元素范围

有限，会对结果的评定产生一定误

差。

 4.确证检测

 由筛选结果不能判定是否合格

的检测单元需进行确证检测。在完

成机械制样后，根据限用物质和检

测样品选用相应的确证检测方法，

见附表。

 铅：除了在焊锡里经常发现铅

超标外，在塑料中也经常检测到

铅，特别是电线电缆所用的塑料。

因为在这些塑料里需要添加光稳

定剂和热稳定剂，最常用稳定剂

的主要成分就是铅的盐类，所以塑

料里会经常发现铅超标的现象。在

合金样品中，如铜合金，铝合金，

钢等，也含有一定量的铅。测量合

金时，铅的谱线干扰比较严重，很

容易产生误判。这也是光谱仪一个

共同的缺点，质谱仪则不会有类似

的问题。测量合金时，需要多选几

条谱线，根据具体的材质确定干扰

的谱线，排除会产生误判的谱线，

确定最终的测试结果，尽量减少误

差。通过实践，可以摸索和总结出

排除干扰谱线的实用方法。

 镉：在电子产品中，镉主要应

用在电子继电器的触点上，镉盐也

会作为稳定剂在塑料上使用，也有

镉盐的颜料，还有就是一些铜合金

里含有金属隔。ICP测试镉时干扰

少，根据仪器推荐的谱线就可以得

出较准确的数值，基本不会产生误

判。 

 汞：经过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

水俣病事件，对汞的危害有了较深

的认识，所以在电子产品里除了一

些特殊的场合，汞的使用比较少。

在测试中，汞是最少被检出的。除

了一些灯管里含有可以豁免的汞。

采用密封回流处理样品的方法和普

通的样品处理方法（不采用密封和

冷凝回流）进行比较，所得的测试

结果无明显差异。也要注意汞产生

的记忆效应，可通过稀释溶液和彻

底清洗仪器来降低。

 六价铬：在电子产品中主要有

两种存在方式：（1）在电子材料

的橙色和黄色的颜料（铬酸铅）；

（2）螺钉和一些五金板件上用于

防腐镀层的表面。六价铬测试的难

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怎样保证

测试前后铬的价态不发生转化问题

（六价到三价）；二是如何尽可能

完全的将混匀在电子材料中六价铬

萃取出来的问题；三是表面镀层怎

样定量测试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

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六价铬测试

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金属样品

只做定性测定，具体测定方法有斑

点法和沸水提取法；聚合物和电子

件采用比色法定量确证。

 阻燃剂：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

醚主要使用索式萃取装置进行萃

取，用GC-MS检测。金属或陶瓷

等无机材料中没有阻燃剂，因此此

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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