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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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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材料中生物碳含量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 14C 的检测与计算以测定非织造材料中生物碳含量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含生物基或化石基成分的非织造材料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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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4　生物基材料术语、定义和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51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基材料  biobased materials
由生物质为原料或（和）经由生物制造得到的材料。

3.2 
生物基非织造材料  biobased nonwovens
以生物基材料为原料制备的非织造材料。

3.3 
总碳含量  total carbon content
单位质量样品的放射性碳与总碳的比值。

3.4 
总有机碳含量  tota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通过燃烧转化成 CO2 的碳量，不包括通过酸处理释放出 CO2 的碳量。

3.5 
生物基碳含量  biobased carbon content
单位质量样品的放射性碳与总有机碳的比值。

3.6 
放射性碳  radiocarbon
碳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 14C 有 8 个中子、6 个质子和 6 个电子。

3.7 
现代碳百分比  percent modern carbon; pMC
样品中 14C 同位素数量的规范化及标准化值。

注： 根据规范化及标准草酸标准参比物质（NIST SRM4990b，NIST SRM4990c）或蔗糖（NIST SRM8542）的 14C 同位

素计算得到。

[来源：ISO 16620-2：2019，3.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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