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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关于印发2023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中石化联质发[2023]141号）的要求，《二

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被列入2023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本标准起草

的牵头单位为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

出，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1.2 标准制定背景、目的和意义 

1.2.1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简介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为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分子式为

C11H27NO3Si，相对分子质量：249.42（按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CAS号：

15180-47-9。它主要是用二乙胺与氯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胺解反应得到二乙胺基

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粗品，经过滤、精馏等工艺，得到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

产品。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是α-氨基硅烷偶联剂的重要品种。α-氨基硅烷中

氨基官能团通过甲基与Si相连，而常用的γ-氨基硅烷中氨基官能团通过丙基与Si

相连。在结构上看，γ官能团和硅原子相隔三个碳原子，这三个碳原子组成的C-

C键在高温时容易断裂，而α官能团没有这种弱点，所以相对于γ官能团硅烷偶联

剂，α官能团硅烷偶联剂具有耐高温性能好的优点，且其固化速度较快。 

常用的α-氨基硅烷偶联剂包括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正丁胺基甲基三

乙氧基硅烷、苯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等产品。由于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分

子结构中氨基为脂肪族叔胺基[(C2H5)2N-]且拥有两个乙基的位阻优势，与其他两

类产品相比，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耐黄变形能较优。二乙胺基甲基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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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基硅烷广泛用于室温硫化硅橡胶和环氧树脂等产品体系。在室温硫化硅橡胶领

域作为重要的催化剂及固化剂使用，还可以用作硅橡胶与金属粘合时的表面处理

剂，能够有效提高硅橡胶与金属的粘合力；用在环氧树脂体系，可以作为高端环

氧树脂固化剂使用。 

1.2.2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生产厂家及市场情况 

20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最早成功开发出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工业化

生产工艺，并由江苏溧阳天目湖一带的南京大学校办工厂进行生产。生产工艺流

出后，其他厂家陆续建厂进行生产。由于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功能具有

不可替代性，属于行业急需产品。2000年左右，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顶

峰期，生产企业扩张到约20家。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国外生产厂家主要包

括瓦克、陶氏、迈图、Power Chemical、UIV Chem、Uyanchem、Construe Chemical

等企业，但是价格相对昂贵，限制了本产品在下游行业的应用。所以国内产业迅

速发展，到现阶段国内生产厂家主要有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北江瀚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科孚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据统计2022年，我国二乙胺

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量约5000吨/年，受下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影响，产能

正在逐年扩张。 

1.2.3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意义及必要性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具有快干特性，固化时间可调，特别适用于流水

线作业。在室温硫化硅橡胶体系，使用固化速度较快的α-氨基硅烷，可以在提高

硅橡胶本身强度和粘合力的同时，能够有效减少具有一定毒性的二丁基二月桂酸

锡的用量，环保性能更优异。经过多年发展，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也作为

LED灌封胶、汽车密封条、光伏板等产业用硅橡胶中重要的助剂，已成为现代工

业、科技的重要材料，随着下游产业的迅速发展，其需求量也在日益增长。 

目前暂未形成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

标准，各企业仅参照本公司企业标准进行生产，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下

游应用受到限制。需要建立统一的产品标准及控制要求，规范二乙胺基甲基三乙

氧基硅烷产品的技术指标及相应的检测方法，指导企业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同

时，本标准的制定将进一步促进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升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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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促进生产企业的公平竞争，推动行业发展，缩小与国外产品差距。 

1.3 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 

标准主要参加单位有：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参编单位及分工见表1.1。 

表1.1 各起草单位及分工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工作 

1 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完成工作组草案的编制及 

试验验证等工作 

2 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完成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的编

写，组织起草单位开展验证试验，征

集意见及其他协调工作 

1.4 标准编制过程 

1.4.1  标准预研阶段 

为保证标准质量和水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标准编制任务，牵头单位公开征

集起草单位，成功组建由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共同组成的标准制定工作小组，开展《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标

准项目的预研工作。工作小组积极着手标准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查阅收集国内

外文献、标准等相关资料并进行广泛市场调研，了解产品现有标准状况、市场情

况、产品技术水平等，编写工作方案。 

1.4.2 申请立项阶段 

2023年4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下发“中石化联

标工委发[2023]16号”《关于征集2023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

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牵头单位开展了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国内外相关

标准、生产现状及下游应用等方面的调研工作，对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运输、

验收、包装、贮存、使用、安全处置等环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终确定二乙胺

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团体标准的内容，通过讨论，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二乙胺基

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团体标准的项目建议书，决定申请标准计划项目立项。 

2023年5月，牵头单位向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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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申请团体标准的制定计划。2023年7月11日，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下发中石化联标工委发（2023）29号文件——《关于召开2023年

第一批石化联合会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审查会的通知》并于2023年7月18日召开立

项审查会，起草单位重点就标准编制的背景意义、必要性、可行性、市场情况及

标准范围和技术内容进行了汇报。2023年9月7日，石化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印发

2023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其中《二

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团体标准顺利通过立项评审。 

1.4.3 起草阶段 

任务下达后，牵头单位于2023年9月组织标准起草单位代表召开标准制定启

动线上会议，介绍标准制定计划，并讨论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及验证试验方案

制定的主要难点和标准制定工作分工。 

2023年10月中旬，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标准

草案稿（第一版）的编写，并广泛征集参编企业意见，编制小组对产品纯度指标、

氯化物（以Cl-计）测试试验中使用的实验室用水等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由北京

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汇总反馈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对草案内容

进行修改，形成了《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团体标准草案。2023年11月10

日，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正式展开。按照《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团体标

准草案规定的技术要求及相应试验方法，标准编制小组向参编企业收集二乙胺基

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的检测报告。同时，收集并统计生产企业累积的产品质检

数据，对比企业产品指标与本团体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符合程度，考察本标准的适

用性及可行性。 

2024年1月，《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进行公

示。 

2 标准编制原则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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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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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要求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的编制要求进行编制。在符合

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参照国内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生产企业相关的技术资料及下游应用对产品指标的具体需求，确定本标准

的技术指标。标准的指标范围确定有充分依据，有利于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及现

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其检测方法采用现有国标、行标中既有方法，制订过程做到

统一、协调、优化、规范，同时确保方法的准确性、适用性，满足国内目前的实

际情况，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及可操作性。 

2.2 标准制定依据 

（1）国内生产企业及用户要求，调研阶段总结的产品技术指标及收到的企

业建议； 

（2）生产厂家提供的不同批次产品的检验数据（参见附件一）； 

（3）生产厂家多批次产品质量报告（参见附件三）。 

3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3.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储存、安全。 

本文件适用于以一氯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为原料，与二乙胺反应经过分馏提纯

制得的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 

分子式：C11H27NO3Si 

结构式： 

       

相对分子质量：249.42（按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CAS号：15180-47-9 

Si

O

O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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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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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3051 无机化工产品中氯化物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汞量法 

GB/T 44720-2011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6488 液体化工产品 折光率的测定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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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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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724 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 

3.3 术语及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4 技术指标的确定 

在制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指标的过程中，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广泛收集并归纳整理生产企业的技术指标及参数，作为本标准产品技

术要求及检测项目确定的参考依据。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技术参数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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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技术参数（调研） 

指标 外观 

密度 

（20℃） 

g/cm3 

折光率， 

nD 

（25℃）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含量 

%，≥ 

氯化物 

（以Cl-计） 

mg/kg 

A企业 
无色透明液

体 
0.906±0.005 1.4140±0.0050 95.0 / 

B企业 
无色至淡黄

色透明液体 
0.89-0.91 1.414-1.418 

优等品 ≥90.0 优等品 ≤60 

合格品 ≥85.0 合格品 ≤100 

C企业 
无色至淡黄

色透明液体 
/ / 85.0 / 

D企业 
无色至淡黄

色透明液体 / / 95.0 / 

E企业 
无色至淡黄

色透明液体 
/ 1.4142 90.0 / 

F企业 
无色至淡黄

色透明液体 
/ / 90.0 / 

由表 3.1 可知，各生产企业关于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质量的控

制指标包括外观、密度、折光率、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氯化物（以

Cl-计）等。根据相关生产企业产品的技术指标的综合分析研究，并同下游应用企

业沟通，结合用户需求，确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技术要求。本标准设

定外观、密度、折光率、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氯化物（以Cl-计）五

项检验项目，对二乙氨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质量进行控制。 

3.4.1 外观 

外观是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质量的量度，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产品

是否正常、是否混入机械杂质等情况，合格产品外观为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

无可见固体颗粒。 

3.4.2 技术指标 

根据产品下游客户应用时的性能要求，参照调研情况及参编企业提供的产品

生产检测数据记录、验证试验数据，确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技术要求

及对应的指标，对产品质量进行系统的控制，分析方法选择现行有效的国家和行

业标准方法。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技术指标应符合表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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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技术要求 

项目 
指               标 
优等品 合格品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w/% ≥90 ≥85 
氯化物（以Cl-计）/（mg/kg） ≤60 ≤100 
密度（20℃）/（g/cm³）  0.89 ~ 0.91 
折光率，nD（25℃） 1.414 ~ 1.418 

3.4.2.1 密度 

    密度是产品纯度的反应，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及企业的生产数据累积，本标准

确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密度（20℃）范围为“0.89g/cm³ ~ 0.91 g/cm³ ”。 

3.4.2.2 折光率 

折光率反映了物质的纯度和化学结构，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及企业的生产数据

累积，本标准确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折光率nD（25℃）范围为“1.414 

~ 1.418” 。 

3.4.2.3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 

根据下游用户的需求及行业内现有生产工艺情况，本标准规定了二乙胺基甲

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含量 “优等品≥90.0%”，“合格品≥85.0%”。 

3.4.2.4 氯化物（以Cl-计）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是由氯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与二乙胺通过氨解反

应，脱HCl得到粗产品，再经过过滤、粗品精馏等工艺制得。采用此法制得的二

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中不可避免会有残留的氯化物。氯化物含量较多会影响

下游有机硅产品的性能。因此控制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中氯化物的含量是

非常重要的。根据下游产品应用要求及相关企业产品生产数据，本标准规定二乙

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氯化物（以Cl-计）含量“优等品≤60mg/kg”，“合

格品≤10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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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试验方法的确定 

3.5.1 外观的测定 

本标准外观采取目视法，量取50mL实验室样品，置于100mL干燥的具塞比色

管内，日光灯或自然光下横向观察。 

3.5.2 密度的测定 

密度可以反映出产品的纯度，其数值受温度影响，本文件规定了20℃时二乙

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密度为0.89 g/cm³~ 0.91g/cm³ 。按GB/T 4472-2011中“4.3.3

密度计法”的规定进行测定。密度计法是一种简便的测量液体密度的方法。使用

时将密度计竖直地放入待测液体中，待密度计平稳后，刻度位置所指示的值即为

液体的密度值。 

3.5.3 折光率的测定 

液体的折光率可以反映出产品的结构及纯度，折光率的数值与温度有关。本

标准按GB/T 6488的规定，采用阿贝折射仪对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折光

率进行测定。阿贝折射仪是用于测量透明或半透明液体及固体折射率的仪器，在

工业制造和科学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本标准选定的测试方法操作简便，无需特

殊光源设备，且测量精度高。 

3.5.4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的测定 

本拟定标准中，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含量表征推荐采用气相色谱法。 

3.5.4.1 方法提要 

气相色谱法。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试样经汽化随载气通过色谱柱，使其中

的各组分分离。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检测，以峰面积归一法定量。 

3.5.4.2 试剂 

3.5.4.2.1 氮气或氦气：体积分数大于99.995%，使用前经硅胶或活性炭干燥。 

3.5.4.2.2 氢气：体积分数大于99.995%，使用前经硅胶或活性炭干燥。 

3.5.4.2.3 空气：经硅胶、分子筛干燥、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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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仪器 

3.5.4.3.1 气相色谱仪：配有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以苯为试样，整机灵

敏度要求检测限D≤1×10-11g/s，稳定性符合GB/T 9722的规定，线性范围满足分

析要求。 

3.5.4.3.2 记录仪：色谱工作站或色谱数据处理机。 

3.5.4.3.3 进样器：1μL注射器或自动进样器。 

3.5.4.4 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和色谱条件见表3.3。典型色谱图和各组份相对保留值见图3.1

及表3.4。其他能达到同等分离程度的色谱柱和色谱条件均可使用。 
 表3.3 推荐的色谱柱和色谱操作条件 

项  目 参  数 
毛细管色谱柱 30m×0.32mm×0.25μm（柱长×柱内径×膜厚） 

固定相 二甲基聚硅氧烷 
柱管材质 熔融石英 

汽化室温度/℃ 250 
检测器温度/℃ 270 

柱箱温度/℃ 
初始温度 100℃保持 1min，以 20℃/min升温到 270℃

保持 10min 
进样量/μL 0.5 

载气 N2或 He 
载气平均线速/(mL/min) 1 
空气流量/(mL/min) 300 
氢气流量/(mL/min) 30 

分流比 30:1 

3.5.4.5 分析步骤 

启动气相色谱仪，按表3.3所列色谱操作条件调试仪器，稳定后准备进样分

析。用注射器从采样瓶中抽取3次~5次后进样，或自动进样器进样分析，以峰 面

积归一法定量。 

3.5.4.6 结果计算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质量分数wi，按公式（1）计算： 

𝑤𝑤1 = 𝐴𝐴𝑖𝑖
∑𝐴𝐴𝑖𝑖

×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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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i ——组分i的峰面积； 

∑𝐴𝐴𝑖𝑖——各组分峰面积的总和。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报告结果，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

烷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5%。 

3.5.4.7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测定的典型色谱图及各组分保留时间 

图3.1为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测定的典型色谱图。 

 
标引序号说明： 

1——二乙胺； 

2——未知杂质； 

3——正硅酸乙酯； 

4——未知杂质； 

5——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 

6——未知杂质； 

7——未知杂质； 

8——未知杂质； 

图3.1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测定的典型色谱图 

各组分的保留时间见表3.4。 

表3.4 各组分保留时间 

峰序号 组分名称 保留时间，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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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乙胺 2.367 
2 未知杂质 2.469 
3 正硅酸乙酯 3.243 
4 未知杂质 3.900 
5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 4.658 
6 未知杂质 5.237 
7 未知杂质 6.450 
8 未知杂质 7.609 

3.5.5 氯化物（以Cl-计）的测定  

本标准采用银量法使用电位滴定对产品中氯化物（以Cl-计）进行测定。为保

证滴定结果的准确性，通过试验对比及改进，确定试验样品需经过预处理：即使

用水溶液且保证足够时间的搅拌以使样品完全溶解。 

3.5.5.1 方法提要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与水按质量比1:9混合、溶解，使用电位滴定法测

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氯离子含量。 

3.5.5.2 仪器及试剂 

3.5.5.2.1 电位滴定仪。  

3.5.5.2.2 磁力搅拌器。 

3.5.5.2.3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c(AgNO3)= 0.01 mol/L。  

3.5.5.2.4 硝酸溶液：1＋1。 

3.5.5.3 试样前处理 

在烧杯中量取45mL水，向其中准确称取5g样品（精确至0.0001g）。以150 r/min

的速度搅拌 30 min，确保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完全溶解于水中。 

3.5.5.4 试样的测定 

向处理好的样品中滴加5滴硝酸溶液进行酸化。在杯中插入参比电极，测量

电极，启动仪器开始滴定。滴定至终点时，记录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体积

V。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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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5 结果计算 

氯化物wCl
-（以Cl-计）以mg/kg 表示，按式（2）计算： 

W𝐶𝐶𝑙𝑙− =
cAgNO3×(𝑉𝑉−𝑉𝑉0)×0.03545

m
× 106  ………………………（2） 

式中： 

c(AgNO3)——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数值，mol/L； 

V——试样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体积的数值，mL； 

V0——空白滴定所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体积的数值，mL； 

m——试样的质量的数值，g； 

0.03545——与1.00mL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c(AgNO3)=1.000mol/L]相当的以

克表示的氯化物（以Cl-计）的质量。 

3.5.5.6 允许差 

取两次测定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

于10%。 

3.6  检验规则 

3.6.1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检验。以相同原料，同一工艺生产的一釜产品为一批，

每批最大量不超过10t。 

3.6.2 采样 

参照GB/T 6680的规定采样，采样量不少于500g，分别装入两个干燥的样品

瓶中，粘贴标签，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取样日期、取样人姓名。一份用于检验，

一份保存备查。 

3.7 出厂检验 

本文件3.4节规定的所有指标均为出厂检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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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 8170中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所有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3.4节的技术要求，则该批产品合格。 

当检验结果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表3.2的要求时，应重新至两倍量

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有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批

产品不合格。 

3.9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3.9.1 标志 

3.9.1.1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包装容器上的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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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型号、产品质量检验结果或检验结论、生产厂家名称、生产日期、批号、地址、

电话号码、净重、保质期和本文件编号。 

3.9.2 包装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应放在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塑料包装桶或衬

塑铁桶中，常用规格为10L、20L、25L、50L、100L、200L。也可在符合安全规

定下按客户要求包装。 

3.9.3 运输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在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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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贮存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处，不得靠近热源；

严禁日晒、雨淋和接触腐蚀性物质。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为6个月。 

4 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的验证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企业的产品累积数据，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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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提供本企业产品共计40个批次数据，为确定产品技术指标提供必要的支撑。

二是起草单位组织收集典型产品，在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指标科学合理。三是由企业提供产品出厂检测报告，以验证本标准数据的合理性。 

4.1 企业产品批次累积数据 

收集了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优等品/合格品

共40个批次产品的生产检测数据见附件一，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相关技术

指标生产检测数据见图4.1-图4.6。 

 

图4.1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优等品）含量统计 

 

图4.2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合格品）含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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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氯化物（以Cl-计）含量（优等品）统计 

 

图4.4 氯化物（以Cl-计）含量（合格品）统计 

 

图4.5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密度数值统计 

 

图4.6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折光率数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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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三方检测数据 

收集企业生产的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优等品样品，送由湖北省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按照本标准中规定的方法及技术指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附

件二。 

4.3 企业产品检测报告 

收集企业日常生产产品出厂检测数据，作为本标准技术指标的参考及依据。

出厂检测报告见附件三。 

5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水平分析 

编制小组查阅了氨基硅烷偶联剂的相关标准，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 

根据现有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生产工艺状况及下游应用的技术指

标要求，确定本标准的具体内容。目前，暂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二乙胺基甲

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质量做出规范，国内生产企业参照各自的企业标准对产品技

术指标及产品质量进行控制。HG/T 4892-2016《氨基硅烷偶联剂》中规定了5种

氨基硅烷偶联剂的产品要求及试验方法，这5种偶联剂皆为γ-氨基硅烷，即氨基

官能团通过丙基与Si相连，而本标准中产品为α-氨基硅烷，氨基官能团通过甲基

与Si相连，与HG/T 4892中产品化学结构不同。Q/JJH05-2023《硅烷偶联剂》中规

定了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的外观、有效组分含量、密度和折光率指标。

Q/HTF02-2018《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对产品的外观与二乙胺基甲基三乙

氧基硅烷质量分数做出了规定。 

与现有已备案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产品企业标准相比，本标准综合考

虑行业内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及下游客户应用要求，引入了氯化物（以Cl-计）这一

指标。氯化物含量较高会影响下游有机硅产品的性能，因此检测并控制二乙胺基

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中氯化物的含量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下游产品应用要求及相关

企业产品生产数据，本标准规定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氯化物（以Cl-计）含

量，优等品≤60mg/kg，合格品≤100mg/kg。 

本标准为适应目前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国内实际生产情况及涂料、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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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剂、硅酮密封胶、环氧树脂等下游产品使用要求，对产品技术指标及相应的测

试方法进行规定。设置了外观、密度、折光率、氯含量（以Cl-计）、二乙胺基甲

基三乙氧基硅烷含量等技术指标。标准指标可直观反应产品质量及应用性能要求，

为产品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测试方法的可操作性强，结果准确可靠。综

合分析，本标准的指标项目设置、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方面均能满足下游产品使

用的要求，分析、试验方法适用、可行，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章起草，所涉及的引用标准均为本行

业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根据我国对标准属性的划分原则，本标准为

产品标准，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标准。本标准与其他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保

持一致。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9 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为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建立统一的产品标准及控制要

求，规范产品的技术指标及相应的检测方法，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指导企业生产，充分保障产品的质量要求同时，能够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对于

推动该类产品在国内外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引导行业有序竞争及良性发展都将

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本标准的制定及实施、推广将会产生广泛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10  实施团体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

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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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目前正在制定阶段，报批稿提交后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批准发布，新标

准发布后，使用单位须对标准进行贯宣，并按新标准的实施日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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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检验数据 

潜江宜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共40个批次产品的检

测数据，统计数据见附表1及附表2。 
附表1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优等品）检验数据 

序号 
密度 

（20℃），

g/cm3 

折光率, 
nD(25)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

氧基硅烷含,% 
氯化物（以Cl-

计），mg/kg 

1 0.90 1.415 93.09 42 

2 0.90 1.415 94.17 48 

3 0.91 1.416 95.1 46 

4 0.90 1.416 94.54 55 

5 0.90 1.417 93.86 42 

6 0.90 1.415 92.68 41 

7 0.90 1.416 94.48 43 

8 0.90 1.415 92.89 45 

9 0.90 1.417 94.15 46 

10 0.90 1.415 93.81 45 

11 0.90 1.415 92.99 44 

12 0.90 1.416 92.19 39 

13 0.91 1.417 94.18 46 

14 0.90 1.415 91.24 48 

15 0.90 1.416 92.55 38 

16 0.90 1.415 92.07 39 

17 0.90 1.418 92.92 37 

18 0.91 1.417 93.64 42 

19 0.91 1.415 93.83 44 

20 0.90 1.415 93.5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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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合格品）检验数据 

序号 
密度 

（20℃），

g/cm3 

折光率, 
nD(25) 

二乙胺基甲基三乙

氧基硅烷含量,% 
氯化物（以Cl-

计），mg/kg 

1 0.90 1.415 89.62 58 

2 0.90 1.417 89.79 55 

3 0.90 1.418 89.77 62 

4 0.91 1.417 88.56 63 

5 0.90 1.417 88.96 59 

6 0.90 1.418 88.67 52 

7 0.90 1.416 89.21 48 

8 0.90 1.417 89.32 49 

9 0.91 1.417 88.97 46 

10 0.91 1.416 88.67 53 

11 0.90 1.417 89.32 55 

12 0.90 1.415 88.21 59 

13 0.90 1.415 89.62 57 

14 0.90 1.416 89.74 57 

15 0.91 1.416 88.67 52 

16 0.90 1.417 88.59 55 

17 0.90 1.417 88.63 53 

18 0.90 1.416 89.06 62 

19 0.90 1.415 89.56 47 

20 0.91 1.416 89.7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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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三方检测报告 

征求意见稿



 

23 

 

征求意见稿



 

24 

 

  

征求意见稿



 

25 

 

附件三 生产企业产品出厂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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