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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宜昌汇富硅材料有限公司、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吉必盛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富士特硅材料有限公司、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成刚、陈敏剑、吴春雷、方卫民、初亚军、黄潇、罗晓霞、申士和、赵艳艳、

刘春山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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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二氧化硅生产用四氯化硅 

注意：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熟悉常规实验室操作，本标准未涉及任何使用中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

建立恰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规定。 

1 范围 

气相二氧化硅生产用四氯化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多晶硅副产四氯化硅、三氯氢硅副产四氯化硅以及其它方法制得的四氯化硅，该四氯

化硅满足气相二氧化硅生产原料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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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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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2463 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技术要求 

3.1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无明显可见杂质。 

3.2 技术要求 

四氯化硅应符合表 1中所示的技术要求。 

表 1 气相二氧化硅生产用四氯化硅技术要求 

项目 优级 合格 

四氯化硅质量分数/%             ≥ 98.0 ≥ 95.0 

三氯氢硅烷质量分数/%                ≤ 1.7 ≤ 4.5 

高沸物质量分数/%                     ≤ 0.1 ≤ 0.2 

低沸物质量分数/%               ≤ 0.2 ≤ 0.3 

    注：高沸物为沸点高于四氯化硅的其他杂质。低沸物为沸点低于三氯氢硅烷的其它杂质。 

4 试验方法 

除非另有说明，仅使用分析纯试剂。 

4.1 外观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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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测法。 

无色透明液体，无明显可见杂质。 

4.2 四氯化硅中各组分含量的测定 

4.2.1 方法概述 

采用气相色谱法，在规定的条件下采样和进样，使试样汽化后经色谱柱分离，通过热导检测器，采

用面积归一法定量。 

4.2.2 试剂和材料 

载气：氢气，纯度99.99%(体积分数)，需用硅胶和分子筛干燥净化。 

4.2.3 仪器 

4.2.3.1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TCD）,整机稳定性和灵敏度符合 GB/T 9722的要求。 

4.2.3.2 色谱工作站或数据处理机。 

4.2.3.3 微量注射器：0.001 mL（1 μL）。 

4.2.3.4 分流比:根据仪器操作说明及产品特性，协商确定分流比。 

4.2.3.5 色谱柱：100%二甲基聚硅氧烷或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毛细管柱。 

4.2.4 采样 

采样按GB/T 6680《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采样规定进行，采样用的取样瓶应清洁干燥，取样时
应尽量避免和空气接触，密封冷藏。采样量为10 mL。 

4.2.5 测定 

气相色谱仪启动后进行必要的调节，以达到适宜的色谱操作条件。当色谱仪达到设定的色谱条件并

稳定后，进行样品的测定。用色谱数据处理机或色谱工作站记录各组分的峰面积。空气峰和氯化氢峰进

行锁定处理，不参与结果计算，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参见附录A。 

4.2.6 结果计算 

    四氯化硅中各组分含量以质量分数ωi,数值以%计，按式（1）计算 ： 

%100)( ×Α∑
Α

=
ii

ii
i f

f
ω ·······························（1） 

式中 ： 

if ——组分i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暂定为1.0； 

Ai ——组分i的色谱峰面积； 
iifΑ∑ ——各组分校正峰面积的总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对于四氯化硅，不

大于 0.20%；对于三氯氢硅烷，不大于 0.05%。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

行。 

5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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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2 出厂检验 

产品需经公司质检部门按本标准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为： 
a）外观； 
b）四氯化硅中各组分含量测定。 

5.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本标准第3章要求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首次生产时； 

b) 主要原材料或工艺方法有较大改变时； 

c) 正常生产满一年时；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或供需双方发生争议时。 

5.4 组批与抽样规则 

以相同原料、相同配方、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检验组批，其不超过30吨，每批随机抽产品1kg

作出厂检验样品。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产品2kg，作为型式检验样品。 

5.5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则产品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允许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复检合

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识 

四氯化硅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明显、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 四氯化硅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明
显、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净容量施救方法、种类及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中规
定的"腐蚀性"标志。 

6.2 包装 

四氯化硅产品采用干燥清洁的专用槽车灌装或根据用户要用量需要按照 GB 12463要求包装。 

6.3 运输 

运输应遵守 GB 12463 的要求，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
强碱、强氧化剂、醇类、水、食用化工物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 

6.4 贮存 

四氯化硅产品贮存地点应阴凉、干燥、良好通风。在符合本标准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

日起，本产品保质期为 6个月，逾期可按本标准重新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时，仍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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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下述安全内容为提示性内容但不仅限于下述内容） 

警告——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熟悉实验室的常规操作。本标准未涉及所有与使用有关的安全问题。

使用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7.1 四氯化硅别名氯化硅，四氯化矽，CAS号 10026-04-7、分子式 SiCl4、分子量 169.90、熔点-70℃、
沸点 57.6℃、相对密度(水=1)1.48；可混溶于苯、氯仿、石油醚等多数有机溶剂，为无色或淡黄色发烟液
体，有刺激性气味，易潮解，危险标记 20（酸性腐蚀品）。 

7.2 四氯化硅遇水强烈水解成硅酸和有毒的氯化氢酸雾。接触其蒸气可引起接触性皮炎,接触液体可致
皮肤和粘膜灼伤。四氯化硅对眼、上呼吸道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轻者局部充血、支气管炎，高浓度时
重者可发生肺充血、肺炎及肺水肿。  

7.3 在进行四氯化硅装卸或取样时应尽量避免空气接触，局部排风，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操

作人员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建

议操作人员佩戴防毒面具、防护眼镜和橡胶手套。工作场所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

急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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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资料性附录)  

推荐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A.1 毛细管色谱柱的色谱操作条件 

毛细管色谱柱的色谱操作条件如下: 
——色谱柱：100%二甲基聚硅氧烷，30m×0.32mm×0.5μm或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毛细管柱； 
——载气：氢气； 
——分流比: 40: 1；  
——毛细管柱出口流量：1.5 mL/ min； 
——柱温：初始温度 50 ℃,保持 5 min ，升温速率 20 ℃/min ，终温 160 ℃，保持 2 min； 
——汽化温度: 180 ℃； 
——检测温度:200 ℃ ； 
——进样量: 0.001 mL。 

A.2典型的毛细管色谱柱气相色谱图（谱图仅为测试条件完全一致时的参考值，不作为判定依据） 

四氯化硅在 100 %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色谱柱上典型的色谱图见图 A.1。 

 
 

1，2-低沸物；  3-三氯氢硅；  4-四氯化硅；  5，6，7，8-高沸物 

图 A.1 四氯化硅在毛细管色谱柱上典型的色谱图 

A.3各组分的相对保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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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给出了四氯化硅各组分在 100%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色谱柱上的相对保留值。 
表  A.1——各组分的相对保留值 

组分名称 相对保留值（min） 

低沸物 ＜  2.3 

三氯氢硅 2.3 

四氯化硅 2.6 

高沸物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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