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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RoHS测量不确定度指南》简要介绍了不确定度的定义、分类、常用公式、最佳测量能力、评
定步骤、有效位数、RoHS理化检验测量不确定度的直接评定法和综合评定法，不确定度与误差间的
区别及评定中应注意的问题；重点阐述了RoHS理化检验的分析方法、各种仪器参数不确定度评定方
法；详细列举了从实际检验工作中得到的大量评定实例，实例的内容涉及RoHS检测结果测量不确定
度评定、某些理化检验用仪器设备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等。
旨在为RoHS检测实验室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提供指导，为RoHS检测实验室在实施实验室认可准则
时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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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RoHS指令规定的主要检测内容　　2.1 概述　　电子电气产品常由多种零部件和材料组成
，其材料常包括：塑料、金属、陶瓷、玻璃、溶剂及化学品等。
其中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电子电气产品的检测主要就是对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进行
检验。
　　电子电气产品中所使用的某些溴化物阻燃剂，多溴联苯（polybrominated biphenyls，PBB）及多溴
联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PBDE）是便宜又有效的塑料添加剂，常用于印刷电路板、电
线绝缘及各种塑料中。
溴化阻燃剂于高温燃烧环境中会形成脂溶性的致癌物二氧（杂）芑（dioxin）及呋喃（furans），因不
溶于水，具有生物累积性。
可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高压液相色谱一紫外（HPLC—UV）联用技术测定聚合物中
的PBB和PBDE。
　　电子电气产品中经常用到的有毒有害元素主要是铅、汞、镉、铬及其化合物，以下将进行详细介
绍。
　　铅（Pb）质地柔软，被大量添加在焊锡合金中，电子电器产品组装使用的传统焊锡，即含37％（
质量分数）的铅。
铅也常使用在零件接角、印刷电路板的表面镀层、PVC塑料的添加物中，传统的阴极射线管（cathode
ray tube，CRT）也含有大量的铅。
铅会破坏人类的神经、血液系统以及肾脏，长期铅暴露会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
幼儿及儿童更容易受铅之危害，造成智力发展迟缓及神经系统功能的障碍。
　　镉（Cd）不易锈蚀，适合做表面处理，不但有防锈功能，也具有润滑的效果，故常用于金属电镀
、电源接点处之合金。
镉也常添加于黄色颜料、镍镉电池及塑料中作稳定剂。
镉毒进入人体后极难排泄，会储存在人的肾脏皮质、肝、胰、肾上腺等器官中，干扰肾及生殖功能。
镉也会取代骨骼中的钙，使骨骼严重软化，骨头寸断，造成痛痛病。
氯化镉与硫化镉都是医学界已证实的致癌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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