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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3524《陈设艺术瓷器》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雕塑瓷;
———第2部分:器皿瓷;
———第3部分:文化用瓷。
本部分为GB/T13524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3524.3—1993《陈设艺术瓷器 文化用瓷》。与GB/T13524.3—1993相比,主

要技术差异如下:
———修改了文化用瓷的定义(见3.1,1993年版的3.1);
———修改了最大尺寸误差(见5.2,1993年版的5.6);
———修改了釉面的要求(见5.3.1,1993年版的5.2);
———修改了裂纹的技术要求(见表3,1993年版的表2);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7章,1993年版的第7章)。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福建省德化县佳美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日用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德化县质量计量检测所、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德化金东宝瓷业有限公司、德化县

万盛陶瓷有限公司、福建省德化县华达陶瓷有限公司、泉州市标准化研究所、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国典、苏尧棠、杨剑民 、苏献忠、赖礼同、林秀珍、郑智奥、王培景、陈瑞文、

赖颖秦、李甲栈、陈宏昆、蔡廷祥。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3524.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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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艺术瓷器
第3部分:文化用瓷

1 范围

GB/T13524的本部分规定了文化用瓷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文化用瓷产品,不适用于特种工艺文化用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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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3299 日用陶瓷器吸水率测定方法

GB/T3300 日用陶瓷器变形检验方法

GB/T3301 日用陶瓷的容积、口径误差、高度误差、重量误差、缺陷尺寸的测定方法

GB/T3302 日用陶瓷器包装、标志、运输、贮存规则

GB/T3303 日用陶瓷器缺陷术语

GB/T5000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GB/T5001—1985 日用陶瓷分类

GB/T10812 玲珑日用瓷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3303、GB/T5000和GB/T108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化用瓷 culturalware
与书法、美术、宗教、体育文化生活有关的瓷器。如印盒、笔筒、水盂、笔架;调色盘、盆、盒;香炉、熏

炉;围棋罐;化妆饰品盒等文化用瓷。

3.2 
特种工艺文化用瓷 specialtechnicalculturalware
在制造工艺和装饰方法上,精雕细刻(堆花、盘龙、镂空、捏雕等)综合装饰的文化用瓷。

3.3 
隐藏面 hiddensurface
非显见面目测不到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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