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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4722—2009《路面标线用玻璃珠》。与GB/T24722—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面撒玻璃珠、预混玻璃珠、镀膜玻璃珠的定义(见3.1、3.2、3.3,2009年版的3.1、3.2、

3.3);
———增加了缺陷玻璃珠、雨夜玻璃珠的术语和定义(见3.4、3.5);
———删除了镀膜玻璃珠和普通玻璃珠的分类(见2009年版的4.1.3);
———根据粒径分布不同,增加了4号玻璃珠(见4.1.3);
———修改了玻璃珠粒径表示方法(见表1,2009年版的表1);
———修改了2号玻璃珠的产品用途(见4.2.2,2009年版的4.2.2);
———增加了4号玻璃珠的产品用途(见4.2.4);
———修改了外观技术要求(见5.1,2009年版的5.1);
———修改了成圆率的技术要求,增加了缺陷玻璃珠百分数的技术要求,同时将两项合并为“成圆率/

缺陷玻璃珠百分数”(见5.2,2009年版的5.3);
———增加了适宜粒径分布玻璃珠的参考选用规则(见5.3);
———修改了密度的技术要求(见5.4,2009年版的5.4);
———将防水涂层要求修改为防湿涂层性能(见5.8、6.10,2009年版的5.8、6.10);
———增加了铅含量的技术要求(见5.9);
———增加了砷含量的技术要求(见5.10);
———增加了锑含量的技术要求(见5.11);
———修改了试样的制备(见6.1,2009年版的6.1);
———删除了二份分割器结构示意图(见2009年版的图1);
———修改了试验工作温度(见6.2,2009年版的6.2);
———增加了缺陷玻璃珠百分数试验方法(见6.4.2);
———增加了测试粒径分布的粒径测试仪法(见6.5.2);
———修改了折射率测试用浸液法(见6.7.1,2009年版的6.7);
———增加了二次彩虹法用于折射率测试(见6.7.2);
———增加了铅含量试验方法(见6.11);
———增加了砷含量试验方法(见6.12);
———增加了锑含量试验方法(见6.13);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7章,2009年版的第7章);
———修改了标志的要求(见8.1,2009年版的8.1);
———修改了包装的要求(见8.2,2009年版的8.2);
———修改了运输的要求(见8.3,2009年版的8.3);
———增加了玻璃珠的主要缺陷形态(见附录A);
———增加了1号、2号、3号、4号玻璃珠外其他粒径分布的玻璃珠选用规则及试验方法(见附录B);
———修改了标准筛网孔尺寸与目数对照表(见附录C,2009年版的附录A)。
本标准由全国交通工程设施(公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3)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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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交通安全设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路高科交

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东华、彭雷、苏鹤俊、刘恒权、马学锋、柯东青、徐东、郭占洋、王晶。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47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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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标线用玻璃珠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路面标线用玻璃珠的产品分类与用途、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路面标线涂料用玻璃珠的生产、检验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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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16311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33503 含铅玻璃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JT/T674 玻璃珠选形器

JT/T1035.1—2016 道路逆反射材料用玻璃珠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面撒玻璃珠 droponglassbeads
路面标线涂料在路面上施划成未干燥的道路交通标线涂层后,撒布在其上的玻璃珠。

3.2
预混玻璃珠 premixglassbeads
均匀混合在路面标线涂料产品中的玻璃珠。

3.3
镀膜玻璃珠 coatedglassbeads
为改善玻璃珠的性能,通过表面处理,使其具有防湿、悬浮、增黏等功能的玻璃珠。
注:防湿功能用于避免玻璃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在玻璃珠撒布到路面标线涂料后,悬浮功能可避免玻璃珠下沉太

深;在玻璃珠撒布到路面标线涂料后,增黏功能可增强玻璃珠与路面标线涂料的黏结性能。

3.4
缺陷玻璃珠 defectiveglassbeads
主要缺陷为椭圆、卫星、撕裂、熔融、略圆、不透明、乳白色、含气泡、谷粒或外来颗粒等的玻璃珠(不

包括玻璃珠集合体)。

3.5
雨夜玻璃珠 glassbeadsforrainynight
在干燥、潮湿或连续降雨夜间条件下具有良好逆反射性能的玻璃珠或玻璃珠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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