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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小确足度估算

    测定结果的不确定度估算。

10.1.10 与本标准不符条目的申明

    采用本标准时有什么条目未能实现。

10.2 其他说明

    所用其他类型测定装置的说明、参考资料和测定结果的说明，与同样材料用本标准规定

的装置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河南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归口。

本标准由南京工学院和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关密、戴锅生、郭晓明。

11.《非金属固体材料导热系数的测定方法 热线法》GB 10297-98

    热线法是测定材料导热系数的一种非稳态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均质均温的试样中

放置一根电阻丝，即所谓的“热线”，一旦热线在恒定功率的作用下放热，则热线和热线附近

试样的温度将会升高，根据其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就可确定试样的导热系数。这种方法

不仅适用于干燥材料，而且还适用于含湿材料。

    本方法是稳态法测定材料导热系数方法的一个补充。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线法测定非金属固体材料导热系数的方法及其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导热系数小于2W/m"K的各向同性均质材料导热系数的测定。

2 测定装t

    图1和图2是常用的测定电路示意图。

                                                电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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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带补偿器的测定电路示意图

2.1 使用稳定的交流电或直流电加热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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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表

电
流
表

图2 带差接热电偶的测定电路示意图

    在整个测定过程中，热线的端电压保持不变，或通过热线的电流保持不变。

2.2 电压的测量精度优于0.5%。电流的测量精度优于0.5%.

2.3单位长度热线的电阻值可在测定温度下，使热线流过1mA的直流电流，通过热线两端

的电压抽头测出。 、

    使用分辨率不低于lmm的器具测量热线长度。

2.4 如不测量热线电阻，也可在测定过程中测量热线的端电压。
2.5 使用分辨率不低于0.1℃的装置记录热线温升。

2.6 测定过程中，热线的总温升宜控制在15℃左右，最高不宜超过100'C。如热线的总温

升超过100'C，则必须考虑热线电阻变化对测定的影响。

    测定含湿材料时，热线的总温升不得大于15r- o
2.7 热电偶的初始温度可由补偿器抵消(见图1)。补偿器的漂移不得大于1 x 10-6

V /(℃ -min).

2.8在无补偿器的情况下，热电偶2借助于同热电偶1的差接起补偿器的作用(见图2)0

其使用的前提条件是热电偶1和热电偶2的测量端所在位置的温度基本相等。

3 测f探头

    测量探头由热线及焊在其上的热电偶组成(见图3)0测量探头的型式如图3(a)和图3
(b)所示。

热电偶

试样

一夕 侧卜
试样

热线

图3 侧量探头及其布置示意图

3.1建议采用图3(a)中的测量探头型式，此时在焊接点附近，热电偶丝与热线之间的夹角

a不大于450，走向与热线保持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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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为热线的电阻丝的直径不得大于0.35mm，在测定过程中热线单位长度的电阻随温

度的变化不得大于5 x 10-352/mo

3.3 热电偶丝的直径不得大于热线直径。

4 试样

4.I 取样

    试样取自同批产品。

4.2 试样的制备和尺寸

4.2.1 块状材料

4.2.1.1 如图4所示，试样为两块尺寸不小于40mm x 80mm x 114mm的互相叠合的长方

体 或为两块横断面直径不小于80mm，长度不小于114二 的半圆柱体叠合成为的圆柱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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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试样尺寸示意图

4.2.1.2试样互相叠合的平面应是平整的，以保证热线与试样及试样的两平面贴合良好。
4.2.1.3 对于致密、坚硬的试样，需在其叠合面上铣出沟槽，用来安放测量探头(见第3
章)。

    沟槽的宽度和深度必须与测量探头的热线和热电偶丝直径相适应。

    测量探头嵌粘在沟槽内，以保证良好的热接触。用从被测试样上取下的细粉末作为粘

结剂原料，用少量的水调合成粘结剂。

    粘好测量探头的试样，需经干燥后，方能测试。

4.2.2 粉末状和颗粒状材料

4.2.2.1对粉末状和颗粒状材料的测定，使用两个内部尺寸不

小于80mm x 114mm x 40mm的盒子(见图5)。其下层是一个
带底的盒子，将待测材料装填到盒中，并与其上边沿平齐，然后

将测量探头放在试样上。上层的盒子与下层的内部尺寸相同但

无底，安放在下层盒子上，也将待测材料装填至与其上边沿平

齐。用与盒子相同材料的盖板盖上盒子，但不允许盖板对试样
施加压力。

图5试样盒示意图 4.2.2.2通常粉末状或颗粒状材料要松散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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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在不同密度下测量时，允许以一定的加压或振动的方式使粉末或颗粒状材料达到
一定的密度要求。试样的装填密度和松散密度应测定和记录。

  上、下两个盒子中的试样装填密度应各处均匀一致。

5 被测材料的环境控制

    在室温下测定时，用一有机玻璃罩隔离试样与周围空间。在高于或低于室温条件下的

测定，试样与测量探头的组合体应放在加热炉或低温箱中。

5.1加热炉和低温箱均应进行恒温控制。加热炉炉温控制的感温元件，应安放在发热元件
的近旁。

5.2 试样应放置在加热炉或低温箱中的均温带内。

5.3 加热炉发热元件的辐射热不允许直接作用于试样。

5.4 置于低温箱内的试样及测量探头的表面不得有结霜现象。

‘ 操作程序

6.1将试样与测量探头的组合体置于加热炉(低温箱)内，把加热炉(低温箱)内温度调至测

定温度，当焊接在热线中部的热电偶的输出随时间的变化不大于每5分钟0. VC，且试样表

面的温度与焊在热线上的热电偶的指示温度的差值在热线最大温升(02)的1%以内，即认
为试样达到了测定温度。

6.2 接通热线加热电源，同时开始记录热线温升。

6.3 从测得的热线温升曲线上，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读出热线的温升值6.

6.4 以时间的对数lnt为横坐标 以6.3条所得到的热线温升值6为纵坐标描点作图，确

定其线性区域。

6.5在Int-0曲线图上的线性较好的直线段中选点，用公式(1)或(2)计算试样的导热系
数。

‘.‘ 每一测定温度下的测试过程，应重复地进行三次，然后计算出导热系数的算术平均值。
当测定温度在室温至3001C范围内时，每一单测值与平均值的偏差不得大于5%;在其他温

度下测定时，每一单测值与平均值的偏差不得大于10%，否则重新进行测定。

7 结果计算

    按下式计算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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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热系数(WAm"K));

1— 热线加热电流(A);

U-— 热线A,B间的端电压(V);

L— 电压引出端A,B间热线的长度(M);

R- 测定温度下热线A,B间的电阻(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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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和t2— 从加热时起至测量时刻的时间((s) ;

B,和如- t;和t:时刻热线的温升(℃)。

8 测定误差

    在认真遵守本标准规定的前提下，累计的测试不可靠度(测量值的置信度为9596)为:

    重复条件下(同一测定人员，同一仪器)，约士5%一士10% ;

    对比条件下(不同的测定人员，不同仪器)，约士10%一士巧%。

， 测定报告

    测定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试样来源(委托单位，生产厂等);

    b.试样概况(名称、种类、规格、密度、含湿率等);

    。.试样尺寸;

    d.测定温度及在此温度下的导热系数;
    e.测定地点和日期。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吉林工业大学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文桂、张忠进。

12. ((矿物棉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GB汀16401-1996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板状、毡状及管状矿物棉制品吸水性试验方法的仪器及材料、试样、试验
步骤、结果计算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岩棉、矿渣棉、玻璃棉及硅酸铝棉等绝热板状制品的吸水性测定。矿物棉

管壳制品采用毛细管渗透试验。
2 原理

    将规定尺寸的试样置于水中规定的位置，浸泡一定时间后，测量其吸水前后试样质量的

变化，计算出试样中水分所占的体积百分率(W)，以此来表示制品的体积吸水率。对全浸

试验，还可算出其单位体积的吸水量(w�)，对半浸试验，还可算出其单位面积的吸水量

(Ws)。对毛细管渗透试验，则是以测量试样的毛细管渗透高度来表示制品的吸水性。

3 仪器及材料

3.1

3.2

3.3

3.4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19.

钢直尺:测量范围为0-300mm，分度值lmmo
测厚仪:压板的压强为98Pa，分度值为0.1nim，如图1所示。

干燥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