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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陶瓷餐具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日用品，大家在选择这类餐
具时，通常考虑的主要是外观和价格
两个因素。但是，网络传言，陶瓷餐
具也有重金属超标的风险。这种传
言是真的吗？12月7日，记者走进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质检中心，请该中心
下属的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的工程师，通过实验为大家对陶
瓷餐具的相关知识进行解答。

【实验人员】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检中心高级工程师
郭志勇、工程师于京令
【实验器材】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天平

□ 记者王志鹏文/图

于京令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检测样品的重金属含量。

·本次实验仅说明实验样品符合
该情况，实验样品不代表市面上其他
同类产品

·实验结论仅供参考，不作为专
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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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餐具应该如何选择？

颜色深、釉上彩的产品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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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们从市场上抽检了一
些陶瓷餐具，在重金属方面没有发现不合
格的产品。”郭志勇说。但是，在对不同样
品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问
题，可以给大家分享。

为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现在市
场上的陶瓷餐具做得都非常精美。特别
是花纹和色彩，越来越丰富、鲜艳。本栏
目在之前关于服装、壁纸、涂料的介绍中，
已经多次提到，颜色越深越鲜艳，重金属
超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说法同样适
用于陶瓷餐具。

按照郭志勇的指示，于京令在实验室
内取出三组陶瓷餐具样品。三组样品分
别是纯白色瓷盘两个，粉色带卡通图案的
瓷盘两个，外浅绿色内深蓝色的瓷碗两
个。将三组样品在实验台上摆好之后，于
京令向样品内倒入浓度为 4%的乙酸溶
液，直至把样品与食物接触的内表面全部
浸泡。根据国家标准的要求，浸泡完成后
经过萃取获得待检溶液。最后将待检溶
液，注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内就可以得
到最终结果。经检测，三组样品的重金属

铅、镉离子均未超标。
“虽然三组样品的重金属离子均未超

标，但是三组样品在重金属离子的含量上
是有明显差别的。”郭志勇说，纯白色瓷盘
的重金属检测结果为未检出；粉色带卡通
图案的瓷盘检测出了含有重金属离子；外
浅绿色内深蓝色的样品，重金属离子的含
量接近超标。

从检测结果上可以看出，颜色越深的
陶瓷餐具，重金属离子的含量越高。因
此，大家在购买陶瓷餐具时，尽量不要选
择颜色过深和较为鲜艳的产品。

此外，郭志勇还提醒，陶瓷餐具分为
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釉下彩，就是将颜
料覆盖在釉面下边，釉上彩则是将颜料画
在釉面上边。两者相比较，重金属超标的
风险，釉上彩更高一些。大家在购买有花
纹和图案的陶瓷餐具时，可以用手摸一
摸，如果产品的表面的花纹和图案出是光
滑的，那么这款产品就是釉下彩；若花纹
和图案处不光滑、有起伏，那么这款产品
就是釉上彩，要谨慎选择。

【实验一】重金属检测
颜色深、釉上彩的产品要慎选

在国家标准中，将陶瓷餐具分为了
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三个等级。这
三个等级的产品，在外观方面都有明确
的规定。比如，任何产品都不能存在炸
釉、磕碰、裂穿和渗漏等缺陷；成套产品
的釉色、花面色泽应基本一致；产品底
沿应磨光，放在平面上应平稳；底部标
志应清晰、正确，不得有明显的歪斜和
偏心。

“国家标准中，对于陶瓷餐具外观
缺陷判断的项目共有 25 项。相关规定
可谓非常细致、严格。”郭志勇说，优等
品每件产品的缺陷不得超过 2 种，一等
品每件产品的缺陷不得超过 4 种，合格
品每件产品的缺陷不得超过 6种。

其中有些项目，就算没有专业知识
和背景，掌握了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一些
检测方法和标准，大家在购买陶瓷餐具

【实验二】外观检测
看外观就可初步判断产品质量

“在近两年的抽检中，陶瓷餐具吸
水率的不合格率相对较高。”郭志勇说。

陶瓷的吸水率就是指陶瓷本身重
量与吸水饱和后重量的比值，是陶瓷对
水的吸附渗透能力。陶瓷的吸水率和
陶瓷的配方以及烧成温度有很大的关
系，不同配方和不同温度都会造成吸水
率的变化。陶瓷的吸水率是判断陶瓷
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吸水率越小的产品质量越好，其使
用寿命也越长，这是因为陶瓷产品对水
有一定的吸附渗透能力，水如果被吸进
陶瓷，会产生一定的膨胀，容易使陶瓷表
面的釉面因膨胀而龟裂，同时其抗污染
能力也较弱，在盛装有颜色的食品时，容
易使产品表面吸附颜色而难以清洗。

吸水率不合格的产品，在使用中吸
收水分后容易引起坯体吸湿膨胀，可能
产生裂纹或剥落，进而影响产品的热稳
定性。吸水率过高易使水中的脏物和

异味补充吸入陶瓷，使用久后产品会危
害消费者身体健康，产生无法去除的异
味，破坏产品的外观。

郭志勇介绍完吸水率的相关知识
后，于京令取出陶瓷餐具样品，放入 110
摄氏度的烘箱中烘干。烘干后，取出样
品放到天平上称重，并记录重量。然后，
把样品放入恒温水浴锅中煮至沸腾，保
持沸腾煮 3个小时，取出样品擦干，冷却
至常温。最后，拿样品放到天平上再次
测量重量，并用公式算出样品的吸水
率。经检验，此次检测的样品吸水率符
合国家标准的规定。

“在购买陶瓷碗盘时，建议大家还
是到正规商超购买。”郭志勇说，现实生
活中，可以购买到陶瓷餐具的渠道非常
多。但是，在非正规渠道购买的无任何
标志的产品，其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正
规商超销售的产品，一般都来自较大的
生产厂家，其产品质量比较有保证。

【实验三】吸水率检测
陶瓷碗盘最好到正规商超购买

时，自己就可以进行初步判断。肉眼
可见的主要有斑点和色脏，从名字上
这两个项目就非常好理解。斑点和色
脏，都与釉面和色彩有关。优等品的
表面不允许出现斑点；一等品小型、中
型不允许出现斑点，大型产品直径不
大于 0.5 毫米的斑点只允许有一个，特
型产品直径不大于 1.0 的斑点只允许
有一个；合格品小型和中型直径不大
于 1.5 毫米的斑点分别不超过 2 个和 3
个，大型和特型产品直径不超过 2 毫
米的斑点分别不超过 3 个和 4 个。色
脏方面，优等品同样不允许出现色脏；
一等品显见面的色脏不大于 3.0 毫米，
非显见面的色脏不大于 10.0 毫米；合
格品显见面的色脏不大于 12.0 毫米，
非显见面的色脏不大于 24.0毫米。

除了通过肉眼观察之外，用手触
摸也可以进行判断。郭志勇介绍，25
项缺陷中，疙瘩、坯泡，釉面擦伤都可

以用手摸出来。在疙瘩、坯泡方面，优
等品的各型产品都允许出现；一等品
小型产品直径不大于 1.0 毫米的不超
过 1 个，中型产品直径不大于 1.5 毫米
的不超过两个，大型和特型产品直径
不大于 2.0 毫米的分别不超过 2 个和 4
个；合格品小型产品直径不大于 3.5 毫
米的不超过 4 个，中型产品直径不大
于 4.0 毫米的不超过 5 个，大型产品直
径不超过 4.5 毫米的不超过 5 个，特型
产 品 直 径 不 大 于 5 毫 米 的 不 超 过 6
个。在釉面擦伤方面，优等品各型都
不允许出现，一等品不明显，合格品不
严重。

郭志勇提醒，大家在购买陶瓷餐
具时，如果在色彩、图案和花纹方面发
现有明显的肉眼可见的缺陷，这款产
品的质量不会太好；如果用手摸起来，
表面有很多细小的疙瘩，边沿不够平
整，这样的产品质量也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