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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384一81
(1988年确认)

Petroleum products-Determination
代铸GB 384-64

of heat of combustion

    木方法适)}」士几以缝热计氧弹测定不含水的';油产.r,(汽油、喷气燃料、柴油和重油等)的总热值

及净热恤。

1 弹热值测定法

1.1 方法概要

    将试样装在氧弹内的小}III中，用易燃而不透气的胶片封闭起来，或把试样封闭在聚乙烯管制成的安

瓶!1，使试样在服缩氧气中燃烧，以测定其燃烧时所发生的热值 (弹热值)，作为总热流与净热值的

测定从础。

1.2 仪器与材料

1.2.1 仪器:

1.2.1.1 定热俏的I ;ft热计设备及附件，应符合热值测定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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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定热值旷

址热il一小}III(以后简称小皿)图1，不锈钢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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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瓷或玻璃制的平盘 (可以用平底、直径为100一200毫米的浅结「剔Ill或表面M )，供制备胶片
)!{。

1.2.1.4

1.2.1.5

1.2.1.6

1.2. 1.7

1.2.1.8

1.2. 1。9

1.2.2

  金1Ailt o

  1妓液粉:  1毫升。

  秒表。

  泪:射器。

  分析天平和,R负荷的5公斤天平。

  容{，走瓶:2000毫升和iooo毫rf。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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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

.2.2.2

内径为4龟米的聚乙烯塑料0T (供制备安瓶封样用)。

份火线:直径不大)'0. 2毫米的镍一铬合金、钊可线或其他导火线，截成长60一120毫米 (视

呱弹内附件结构及导火线系统而定)的等分线段，称缎由10- 15根组成的线束，以测定每 根金属线

的i留iro

1.2.2.3 瓶装压缩氧气:其中不应含有氢气及其他易燃杂物，不许使用电解氧气。

1.2.3 对实验室、设备及材料的特殊要求:
1.2.3.1 热值的测定应在 ‘个单独的房间内进行，房间要背阳，并应具有双层严密的门窗，以保证室内
侃度稳定 (温度波动不应超过士5'C)。房间内不应有影响燃烧热测定的加热装置。在试验进行时，

试脸书禁庄通风。
1.2.3.2   W.'热计搅拌器的转动速度，应保证能迅速搅拌容器中的水，且不发生飞溅现象。同时因搅拌

而产’}的温度升高，每10分钟不得超过0. 01,C。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搅拌器每分钟的转数为:垂直搅

伴的不应少1.50车专;螺旋桨式的不应少于400转。
1.2.3.3 应使用 一般壁热温度计或贝克曼温度计 (分度为0.01 'C )。此温度计需经国家计量机关作

衍}C的检查，其校IF.误差应不大f0.005'C.

1.2.3.4 读取温度的小值时，应利用放大6一9倍及焦距0.5一1.0米的短焦距视镜或双眼放大镜或双

4放人镜。此镜应b'il定在 一特殊的支架上，并能在垂直的支柱上自由移动，同时不变更其严格的水下位

I., .。不许将放大镜固定在温度计上。
1.2.3.5 在氧弹电极的环仁应留一开口，以固定量热计小皿于环上。

1.2.3.6 引火时用低于12伏特的电压。为了避免旨火线的发热而带来的多余热量，在燃烧胶片及试样

It,f, IT flL,时lfIj不应超过1秒。最好在电路上串联一指示灯，以便观察点火情况。在电路上的电压有

很人波动时，1}7热计卜的电源最好用直流电。
1.2.3.7 带减压阀的氧气压力表的分压指示范围为。一60或。一75公斤力/厘米’，供弹内装满氧气时

Mil定弹‘}，的)1t )J用
    议弹、庄力表及氧气连接管 (用八径1一1.5毫米的无缝铜管)，根据需要，须经静水压检查，以

  年不能少于一次。氧弹应以100公斤力/厘米’压力检验。
1.2.3.8 装服缩碱气用只的连接部分严禁涂润滑油脂。如氧弹及氧气连接仪器在试验或搬运时洁了润

滑油或A他油类而显有油75，则应先用汽油小心洗涤，然后再用乙醉或乙醚洗涤。

1.2.3.9 在M1 ti缩氧气操作时，必须遵守操作规程。

1.3 试剂

1.3.1 内酮:化学纯，做胶片一溶剂。
1.3.2 _等fit热标准苯甲酸，热值I;-用，需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委托的下厂检定，井14寸有证Is'<也

,f以使Al标准异辛烷，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提供)。

1.3.3 氢氧化钠:化学纯，配成0.1N溶液。

1.3.4 酚酞:配成1%乙醉溶液。

1.4 量热计水值的测定

1.4.1 采用在氧弹1牛I燃烧一定rol.的标准苯甲酸或标准异辛烷，测量由其燃烧所产生的热量币1引起量热

计温度变化的方法，来确定44热计的水值。u热计温度升高1℃所需要的热量 (卡)，即水值以卜/℃

表 loo

    v+热计山i 114热客器及其巾的水、氧弹、搅拌器及温度计等 (在浸人状态曰 所组成。

1.4.2 在进行测定前，必须将容器擦1几，再将蒸馏水倒人量热计中，称准至士0.5克，如果测缝始终

石_一动一温度范}同}(进行 (温度变化在士5℃以内)，水也可用容量瓶测量。装人水的数a应使氧弹浸

没水.}，至进气N I,J的锁紧螺母的2/3处。以后试验试样时，均使用相同数量的水。

1.4.3 在欣热容器装人墩热计外壳前，量热容器内的水温应较外壳内的水温低1一2.0Co将盛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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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置rU-热0-外壳中绝缘的底座七。

1.4.4 将1士0.1克厌紧的苯甲酸片，在预先称重的小服中称准至0.0002克(标准苯甲酸在压片一前，

要在装有浓硫酸或五氧化笠磷的干燥器内千燥24小时以Z)。导火线压在苯甲酸片内，留出两端。如

使用棉线引火，也可以不压导火线。
    注:如果用标准异辛烷测定量热计水值，可以用聚乙烯塑料安靓或玻瑰安瓶封样。

1.4.5 用吸液管向氧弹中准确注人1毫升蒸馏水，将装有苯甲酸的小皿固定在氧弹电极的环上，使塞

通过环的开口，并将导火线的两端分别接在电极上，然后将氧弹拧紧。小心地由进口阀的管将氧气充

人弹内至30一32公斤力/厘米’的压力，且不使空气由氧弹巾排出。

1.4.6 将氧弹小心地沉人盛有水的鼠热容器中勿使水量损失，使导线接于氧弹电极上， 再将搅拌器

及温度计插人水.h,盖好盖，然后开动搅拌器。温度计及搅拌器不应接触氧弹及量热容器的壁。温度
计的水银球中心位于氧弹高度的1/2处。脆拌器的搅拌部分不应露出水面。让设备平衡5分钟后开始

吐热试验。

1.4.7 4A:热试验分为三期:

      “初期”— 在燃烧试样之前进行。在试验初期的温度条件下，观察及计算量热计与周围环境的

换热作用;

    “v期”— 在此时间内试样开始燃烧，向量热计传导燃烧热，

    “终期”— 在仁期后接着进行，其作用与初期相同，是在试验终了的温度条件下，观察和计算

换热作)II.

    设备温度达到平衡后，记下试pie的初期温度，少「始初期读温，每分钟读取一次，共读5次，读准

'410. 001 'C ,在读初期末次温度时，通于电流，然后迸行主期读温，再进行终期读温，每平分钟读取 -

次，每次读温都读准至。.001℃。

    为了克服毛细管妨碍水银凸面的均匀卜升，应在每次读温之前，开动温度计振动器振动或用末端

套有橡皮告的细棒轻敲温度计 (在 “主期”温度迅速L升时的读温除外)。

    在七期中，当u热卜扫1.的水温不再上升，少卜始恒定或 F降时的前一点作为主期的终点，主期一般

为14个平分钟左右。紧接着为终期第 次，终期读数共10次，弹热值测定结果的记录举例见表3、表
40

1.4.8 试验终了后，关七电动机，取出温度计，将氧弹从量热器中取出，小已、地慢慢打开排气阀，并

以均匀的速度放出弹中叮--}体，这一操作过程要求不少于1分钟。然后打开和取下氧弹的盖，检查氧

弹内部燃烧是否完全，如发现有未燃烧的样.nr或油烟沉积物，则该试验报废。

1.4.9 用蒸馏水洗涤氧弹内部、小皿及排气阀，并将全部洗涤液收集在谁形烧瓶中，用手洗涤的水应

为150一200毫升。

1.4.10 计算址热计的水值测定结果时，应注意硝酸在水中生成及溶解的热量修正数。用。.1N氢氧

化钠溶液滴定氧弹的洗涤液，测定其生成的硝酸u。为此，将装有洗涤液的烧杯用表面皿盖上，加热

罕沸腾井煮沸5分钟。然后加人酚酞指q}剂2滴，用0. IN氢氧化钠溶液滴定至呈现不消失的玫瑰色

为止。

1.4.11 址热计的水值K (卜/℃)

K 二

按式 (1)计算:

  Q "G +Q:·G，+1.43V"R

[(，。+h)

式}，:Q
          6

~一一粕;准苯甲酸或标准异辛烷的燃烧热

-.一标准苯甲酸或标准异辛烷的重量，

  (t。+ho)+△t) H

(见所用标准试剂商标提供的数据)

克;

卡/克.

Gl
1。43

睁火线的燃烧热 (见表I)，卜/克;

浮火线的重量，克。

相当于侮I毫升。.1N氢氧化钠溶液!!.和硝酸所发出的热量，卡/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