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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于以六甲基二硅氧烷与聚甲基氢硅烷为原料，通过酸催化平衡和分馏得到

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以下简称七甲基三硅氧烷)
结构式：

CH3 CH3 CH3

CH3—Si—O—Si—O—Si—CH3

CH3 H CH3

相对分子量：222.51（根据 2016 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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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0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2006 化学试剂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HG-T 4804-2015 甲基高含氢硅油酸值测定方法

3 要求

3.1 外观

无色透明液体。

3.2 技术要求

七甲基三硅氧烷的质量应符合表1所示的技术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PdpTwRkaB2dtvpThdhTW-1ZpgVmRI47UfXwqheaNd8JcrFFyfbdqshsyxBXV5Nvg_pg-zvq57BsEd4kNDDCSGVyzSrdn_PE4FgJX3_bYA2W
http://www.baidu.com/link?url=-xr4NaOMEtFcp9EKY8OctibPEcDEsUh5zyW_4lLNqP3BuhSba8sPe0iPP_otYvJ36Diah7s1LZrnBdtacD3Lyq
http://www.baidu.com/link?url=Rm-KEBWdPAvHb7DkyOD9XpvgMtKElNXYnn-bczRZylpZDjzL5p8AWXk8-R2Pic-tULxD6NSd5oJpUbJok19b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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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MDHM）/ % ≥ 99.00

1,1,1,3,5,7,7,7-八甲基四硅氧烷（MD2HM）/% ≤ 0.10

游离酸(以HCl计) /μg/g ≤ 3.0

4 试验方法

4.1 外观测定

于50 ml具塞比色管中，加入七甲基三硅氧烷的液体样品，在日光灯光或日光下轴向目测。

4.2 七甲基三硅氧烷含量的测定

4.2.1 方法提要

七甲基三硅氧烷的纯度测定按GB/T 9722-2006的规定测定，用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工作条件下，

使样品汽化后经色谱柱得到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采用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4.2.2 试剂

4.2.2.1 氢 气：体积分数大于 99.99%；

4.2.2.2 压缩空气：经硅胶及 5A分子筛干燥、净化；

4.2.2.3 高纯氮气：体积分数大于 99.99%；

4.2.3 仪器

4.2.3.1 气相色谱仪：配有分流装置及氢火焰离子检测器；

4.2.3.2 色谱工作站或数据处理机；

4.2.3.3 微量注射器：1μL；

4.2.4 色谱柱及操作条件

本标准推荐的色谱柱及典型的操作条件见表2，典型色谱图见图1，各组份的相对保留时间见表3。
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其它非极性、弱极性和中等极性二甲基硅氧烷类毛细管柱及操作条件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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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色谱柱及典型的操作条件

色谱柱 35%-二苯基-65%-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 30m×0.25mm×0.25μm；

载气 氮气

载气线速/（cm/s） 20

分流比 50:1

柱温/℃ 130

汽化温度/℃ 150

检测温度/℃ 170

进样量，μL 0.2

表 3 各组分相对保留时间

峰序 名 称 保留时间/min

1 未知峰 1.228

2 六甲基二硅氧烷（MM） 1.313

3 未知峰 1.353

4 四甲基四氢环四硅氧烷（D4H） 1.443

5 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MDHM） 1.543

6 八甲基三硅氧烷（MDM） 1.638

7 1,1,1,3,5,7,7,7-八甲基四硅氧烷（MD2HM） 2.038

4.2.5 分析步聚

色谱仪启动后，经必要的调节，达到表1的色谱操作条件。当色谱仪设定的操作条件并稳定后进行

测定，用色谱工作站记录各组份的峰面积。

图 1 七甲基三硅氧烷在 35%-二苯基-65%-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毛细柱上的典型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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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结果计算

七甲基三硅氧烷的质量分数ωi ，数值以%表示，按式（1）计算：

式中：Ai——各组份i的峰面积；

∑Ai——各组份峰面积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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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不大于0.10%。

4.3 游离酸的测定

游离酸测定方法参照HG-T 4804-2015 《甲基高含氢硅油酸值测定方法》进行检测。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类

七甲基三硅氧烷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2 出厂检验

七甲基三硅氧烷需经生产厂的质量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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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度

c） 酸值

5.3 型式检验

七甲基三硅氧烷型式检验为本标准第4章要求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的配方、原材料、工艺及生产装备有有较大改变时，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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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5.4 组批和抽样规则

以相同原料、相同配方、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检验组批，其最大组批量不超过 8000kg，每批

随机抽产品 2 kg，作出厂检验样品。随机抽取产品 1 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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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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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 标志

七甲基三硅氧烷的包装容器上的标志，根据GB/T 191的规定，在包装外侧注明与产品性能相关的标

志。

每批出厂产品均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产品

名称、型号、批号、净质量或净容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注意事项和标准编号。

6.2 包装

七甲基三硅氧烷采用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铁桶或塑料桶包装，净含量可根据用户要求包装。

6.3 运输

按照GB 12463《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运输。

运输、装卸工作过程，应轻装轻卸，防止撞击，避免包装破损，防止日晒雨淋，应按照货物运输规

定进行。

6.4 贮存

七甲基三硅氧烷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场所。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并应隔绝火源，远离热源。

在符合本标准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本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为一年。逾期可重新检验，

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时，仍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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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为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CAS号为1873-88-7）的部分信息摘录自1，1，1，
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的MSDS说明书。本标准未涉及所有与使用有关的安全、环境和健康问题。

使用者有责任建立适宜的环境处置和健康保护措施并确保首先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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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MSDS资料

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的部分MSDS见表A.1。

表 A.1 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信息资料

危险标识 危险性分类：

易燃液体（类别 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2）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2）

特定目标器官毒性-单次接触（类别 3）

象形符号： （可为黑白两色）

信号词：警告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吸入可能有害，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通过皮肤吸收可能有害，造成皮肤刺激。眼睛

接触造成严重眼刺激。吞咽可能有害。

环境危害：对环境可能有害。

燃爆危险：易燃，其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成分构成/成分信息 化学名称：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

化学品分子式：C7H22O2Si3

分子量：222.5 g/mol

有害物成分：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

CAS 号：1873-88-7

EINECS 登录号：217-496-1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掉受污染的衣物，用大量肥皂和水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呼吸、心跳停止，

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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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易燃。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发生反应，可引起燃烧，燃烧时会

产生刺激性烟雾。

有害燃烧产物：碳氧化物、硅氧化物。

适当的灭火介质：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CO2)、砂土。

消防人员的防范措施：消防人员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

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

撤离。

进一步的信息：雾状水可用来冷却未打开的容器。

事故排除措施 人员的预防，防护设备和紧急处理程序：消除火源。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

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从侧风、上风向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

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佩戴个人防护设备。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

跨越泄漏物。

环境预防措施：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泄漏或溢出。防止泄露物进入下水道、

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避免排放到环境当中。

抑制和清除溢出物的方法和材料：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

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

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搬运和存储 按照

安全操作：密闭操作，全面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佩

戴个人防护设备。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

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酸类、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安全储存的条件，包括不兼容性：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保持

容器密封，并于容器中充干燥的惰性气体。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分开存放，

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

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控制参数（如职业接触限值或生物限值）：

中国 MAC：无资料。

适当的工程控制：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个人保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

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阻燃防护服。

手保护：戴化学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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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工作后彻底清洗，工作服不要带到非作业场所，单独存放被污

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物理和化学特性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稍有气味。

pH值：无资料

熔点(℃)：<-20

沸点(℃)：140~143

密度(g/cm3)：0.822(20℃)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无资料

饱和蒸气压力：0.847 kPa(25℃)

燃烧热(kJ/mol)：无资料

临界温度(℃)：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7.84

闪点(℃)：27(闭口)

引燃温度(℃)：无资料

爆炸上限%(V/V)：无资料

爆炸下限%(V/V)：无资料

热分解温度：无资料

溶解性：微溶于水，溶于乙醇。

稳定性和反应性 稳定性：在建议的贮存条件下稳定。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无资料。

避免的条件：明火、静电、高热。

不相容材料：强氧化剂、强酸、强碱。

危险的分解产物：碳氧化物、硅氧化物。

毒理学信息 急性毒性：LD50(大鼠经口)- 无资料

LD50 (兔经皮)- 无资料

LC50(大鼠吸入)- 无资料

皮肤腐蚀/刺激性：造成皮肤刺激；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

呼吸或皮肤敏化作用：无资料；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无资料；

致癌性：无资料；

生殖毒性：无资料；

特定目标靶器官毒性-单次接触：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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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靶器官毒性-重复接触：无资料；

吸入危险：无资料。

生态信息 毒性：

对鱼类的毒性：无资料；

对水蚤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毒性：无资料；

对水生植物的毒性（如藻类）：无资料；

持久性和降解性：无资料；

处置考虑 产品处置：交给专业的危险废弃物处理公司处理。建议用焚烧法处置。

污染了的包装物处置：尽可能回收包装容器或按规定废置。

其他信息：处置前应参阅当地有关法规。

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编号（中国）：/

联合国编号：1993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易燃液体，未另外规定的（1,1,1,3,5,5,5-七甲基三硅氧烷）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3类，易燃液体

包装类别：III

运输注意事项：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

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夏季最好早晚运输。运输时所用的槽(罐)车应有接地链，槽内可设孔隔板以减少震荡产生静电。严

禁与氧化剂、酸类、碱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中途停

留时应远离火种、热源、高温区。装运该物品的车辆排气管必须配备阻火装置，禁止使用易产生

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装卸。

管理信息 国内化学品安全管理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第591号令)等法规，针对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

国际法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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