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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代替vi下11项标准:GB/T 2559-1981((褐煤蜡熔点测定方法)),GB/T 256。一1981((揭煤蜡

滴点测定方法》,GB/T 2561-1981((褐煤蜡中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测定方法》,GB/T 2562-1981

《褐煤蜡中苯不溶物测定方法))GB/T 2563--1981((褐煤蜡灰分测定方法》,GB/T 2564--1981((褐煤蜡
酸值和皂化值侧定方法》,GB/T 3812-1983((褐煤蜡试样的采取和缩制方法),GB/T 38工3-1983((褐煤

蜡密度测定方法》,GB/T 3814-1983((褐煤蜡猫度测定方法》,GB/T 3815-1983((褐煤蜡加热损失量测

定方法》,GB/T 3816-1983((褐煤蜡中地沥青含量测定方法》。

    本标准与GB/T 2559-1981等11个标准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一《褐煤蜡试样的采取和缩制方法》(GB/T 3812):修改了原标准的名称，增加了采制样工具(本

        标准3.1),采样基本原则(本标准3.2.1)和小于1 mm褐煤蜡样的制备方法(本标准3.3.3);

    — 《褐煤蜡熔点测定方法)(GB/T 2559):对原标准中的图和有关名称做了修改(原标准一中

        1. (1);本标准4.2.1),增加了褐煤蜡样的称样粒度(本标准4.3.1);

    — 《褐煤蜡滴点测定方法》(GB/T 2560):对原标准中的仪器和材料做了修改(原标准一中1和2;

        本标准5.2)，增加了褐煤蜡样的称样粒度(本标准5.3.1);

    — 《褐煤蜡中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测定方法》(GB/T2561):改正了原标准计算公式中有误的地
        方(原标准二中9;本标准6.5.1)，增加了小于0. 1 rnm褐煤蜡样的制备方法(本标准6.3);

    一一《褐煤蜡中苯不溶物测定方法)))(GB/T 2562):对原标准中的图和有关名称做了修改(原标准一

        中1. (1);本标准7.2.1),删去了原标准中的附录，将其中实质性的内容移至正文中有关章节

        中(本标准7.2.1.3);

      一《褐煤蜡灰分测定方法》(GB/T 2563):将原标准中“高温炉”改为“马弗炉”(原标准中一中

        1.0);本标准8.2.3)，并修改了马弗炉的温控精度(原标准中二中2;本标准8.3.1),增加了

        在低温炭化时如发生着火试验作废的规定〔本标准8.3.3);

    — 《揭煤蜡酸值和皂化值测定方法》(GB/T 2564),将原标准中的仪器做了修改(原标准中一中

        1;本标准9, 2)，对原标准中部分试剂的引用标准进行了修改(原标准中一中2;本标准9.2),

        删除了原标准中的附录，将其中实质性的内容移至正文有关章节中(本标准 9.2卜16和

        9. 2. 17),改正了计算公式中有误的地方(原标准中四中8和乳本标准9. 5. 1和9.5.2);

    — 《褐煤蜡密度测定方法)(GB/T 3813):对原标准中的仪器、材料和试剂做了修改(原标准中1;

        本标准10.2)，增加了褐煤蜡样的称样粒度(本标准10. 3. 3 ) ;

        《褐煤蜡貂度测定方法》(GB/丁3814):对原标准中的仪器、材料和测定步骤做r修改(原标准

        中1和3，本标准11. 2和11. 5 )，修改了原标准中褐煤蜡90 0C勃度的计算公式(原标准中4，本

        标准11.6. 1)，
    — 《褐煤蜡加热损失量测定方法》(GB/T 3815):修改了原标准中部分仪器的名称(原标准中1;

        本标准12. 2 );

    — 《褐煤蜡中地沥青含量测定方法))((;B/T 3816):删除了原标准中的附录，将其中实质性内容移

        至正文中有关章节(本标准13. 3. 1. 3 )，删除了原标准中用海拔高度计算褐煤蜡中地沥青含量

        的公式(原标准中3，1),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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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 蜡 测 定 方 法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褐煤蜡样的采取和制备、褐煤蜡熔点、褐煤蜡滴点、褐煤蜡中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

质)、褐煤蜡中苯不溶物、褐煤蜡灰分、褐煤蜡酸值和皂化值、褐煤蜡密度、褐煤蜡猫度、褐煤蜡加热损失

量、褐煤蜡中地沥青含量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褐煤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14 石油产品试验用玻璃液体温度计 技术条件

    JJG 214 滚动落球猫度计

3 揭煤蜡样的采取和制备

3. 1 采、制样工其

3.1.1 铲子;

3.1.2 小锤;

3. 1.3 带盖铁盒;

3.，.4 镀锌铁盘或搪瓷盘;

3. 1.5 标准筛:5 mm圆孔筛，1 mm网筛;

3. 1.6 镀锌铁板:1 mxl m;

3. 1.7 研钵;

3. 1.8 柞状硬质木棒:长250 mm-300 mm;
3. 1.9 二分器或十字分样板;

3. 1. 10 簸箕;

3.1.11 磨口玻璃瓶。

3.2 试样的采取

3，2，1 采样甚本原则

3.2. 1.1采样单元:整批袋装揭煤蜡产品的总袋数为一个采样单元。
3.2.1.2 子样数目:总袋数大于或等于50袋时，最少子样数目为总袋数的lo%;总袋数少于50袋时，

最少子样数目为5个。

3.2.1.3 子样点布置:以一袋褐煤蜡产品为一个子样点，子样点的确定应遵循“均匀分布，使每一个子

样点都有机会被选出”的原则。

3.2.1.4 子样量和总样量:子样量不得少于20 g,总样量不得少于1 000 9.
3.2.2 采样方法

3.2.2. 1 片状或粒状的产品，应离表面1/3处用铲子取出一个子样，各袋中所取试样量应大约相等，试

样装人铁盒中，盒内外各附一张标签，密封保存

3.2.2.2 模铸块状的产品，每个采样袋中取出2块，用小锤在每块试样上从3处取大小近似相等的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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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试样装人铁盒中，盒内外各附一张标签，密封保存。

3.3 试样的制备

3.3. 1 将采取的揭煤蜡样用研钵、研棒捣碎成粒度不大于5 mm的颗粒，并全部过5 mm圆孔筛。

3.3.2 用堆锥四分法或二分器缩分褐煤蜡样，直至缩分成2个500 g的褐煤蜡样，其中一个500 g褐煤

蜡样装人清洁干燥磨口玻璃瓶中。贴上标签，密封保存，供仲裁之用。

3.3.3 用堆锥四分法或二分器从另一个5。。9褐煤蜡样中缩分出1。。g，并用研棒捣碎成粒度不大于

1 mm的颗粒，全部过1 mm网筛;将400 g小于5m二的褐煤蜡样和100 g小于1 mm的褐煤蜡样分装

于2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玻璃瓶中，贴上标签，送化验室分析检验。

3.3.4 堆锥四分法缩分褐煤蜡样 把已破碎过筛的揭煤蜡样用铲子铲起堆成圆锥体，再交互地从褐煤

蜡样堆两边对角贴底逐铲铲起堆成另一个圆锥。每铲铲起的褐煤蜡样不应过多，并分两三次撒落在新

锥顶端，使之均匀地落在新锥的四周。如此反复堆掺二次‘再由褐煤蜡样堆顶端从中心向周围均匀地将

褐煤蜡样压平成厚度适当的扁平体。将十字分样板放在扁平体的正中，向下压至底部，褐煤蜡样被分成

四个相等的扇形体，将相对的两个扇形体去掉，留下的两个扇形体再混合，按上述步骤直至缩分出合适
质量的褐煤蜡样

    二分器缩分褐煤蜡样:人料时，簸箕应向一侧倾斜，并要沿二分器的整个长度往复摆动，以使褐煤蜡

样比较均匀地通过二分器。缩分后任取一边的褐煤蜡样。

3.3.5 标签上应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等级 批号、采样日期、制样人和检测项目.

褐煤蜡熔点的测定方法

4. 1 方法要点

    将装有褐煤蜡样的开口毛细管浸入熔点测定管水浴中，以一定升温速度加热，当蜡柱刚刚开始上升

时的沮度作为蜡样的熔点

:.;
仪器、设备

  熔点测定装置(如图I所示);

、。，— M }2r,

                                    图 1 熔点测定装里

4.2.1.1熔点测定管;

4.2.1.2 温度计:500C -1000C，分度为。. 1 0C;

4. 2.了，3 毛细管:内径。8 mm-了，2 mm,长约70。。 管壁厚度为。，2

4.2.1.4 可调电炉:500 WC或小本生灯);

4.2.2 瓷柑锅:50 m1;

4.2.3 鼓风于燥箱:能在1000C~工f 00C恒温;

  2

mm-0. 3 mm.两头开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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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大平:感量1 g;

4.2.5 支架;

4.2.6 带孔橡皮塞;

4.2.7 刀片 。

4.3 测定步骤

4.3. 1 称取粒度小于5 min的褐煤蜡样20 g士1g放人瓷钳祸中，再将钳锅放到已加热到102℃一

105℃的鼓风干燥箱中，待蜡样熔化后不时搅拌并保温1h，然后在该温度下静置至少30 min,

4. 3. 2 将洗净十燥的毛细管一端 垂直浸人熔化的蜡样中约10 min深，在毛细管中形成蜡柱后取出

(蜡柱 内不应有气泡存在)，待凝固后用刀片将粘附在毛细管外的蜡刮掉。管 口蜡柱应 削平 ，在常温下放

置12 h以上或在冰水((0"C)中冷却10 min后即叮进行测定。

4.3.3 把煮沸过并冷却到室温的蒸馏水倒入熔点测定管中 使液面高出支管L7上15 min，然后把熔点

测定管固定在支架上。

4.3.4 将装有蜡样的毛细管上部用橡皮筋缚于水银温度计上，使毛细管内蜡柱的一端紧贴在温度计水

银球的侧面，并用一细橡皮筋缚在蜡柱的上平面上，以便易于观察蜡柱的上升。

4.3.5 用带孔的橡皮塞将温度计固定在熔 点测定管 中，温 度计 的水 银球要 位于熔点 测定管支 管 口下

15 mm 处(如图 1)。

4.3.6 用电炉或小本生灯加热熔点测定管，当距预测熔点10℃时，控制升温速度为((10C士0. 10C )/

min，观测蜡柱刚刚开始I-.升时的温度，即为蜡样的熔点 读数取小数点后两位

3. 7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

4 方法精密度

熔点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1规定

                        表 1 熔点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重复性限 再现性临界差
褐煤蜡的熔点/℃

5 褐煤蜡滴点的测定方法

5，1 方法要点

    褐煤蜡样装人滴点计的脂杯中，在规定的加热条件下，记录褐煤蜡样从脂杯中滴出第一滴褐煤蜡液

或流出25 min长褐煤蜡液时的温度，即为滴点。

5.2 仪器和材料

5.2. 1 滴点计(GB/T 514):由温度计、金属套管和玻璃脂杯组成，脂杯细口的边缘是磨平的;

5.2.2 玻璃试管:直径40 mm-50 min，长180 mm-200 mm;

5.2.3 高t烧杯:1 000 mL-2 000 m1;

5.2.4 搅拌器:金属或玻璃制;

5.2.5 砂浴电炉:温度可调节;

5.2.6 瓷增祸;50 ml;

5.2.7 玻璃板;

5.2.8 鼓风干燥箱:能在100℃一1100C恒温;

5.2.9 天平:感量1 9;

5.2. 10 支架;

5.2. 11液体石蜡或甘油等加热介质;

5.2. 12 橡皮塞:中心开TL，侧面开切口。



GB/T 2559-2005

5.3 测定步异

5.3. 1 称取粒度小于5 mm的褐煤蜡样20 g士1g放人瓷增祸中，再将柑涡放到102℃一105℃的于燥

箱中，待蜡样熔化后不时搅拌并保温Ih，然后在该温度下静置至少30 min.

5. 3. 2 将千燥的脂杯细口平放在一块玻璃板上，然后将准备好的蜡样从干燥箱中取出并立即小心地倒

人脂杯中至接近宽口表面(蜡样不能带有气泡)。当脂杯边缘的蜡刚凝固时，将干燥的装上金属套管的

温度计垂直插人脂杯中.使脂杯宽口的边缘与套管内部凸出边缘紧密贴合。注意金属套管上的侧孔不

要被蜡堵塞。待温度计的指示温度降到25℃以下时再进行滴点的测定。

5.3.3 在清洁干燥的玻璃试管底部放一张圆形白纸，紧贴管底.

5.3.4 将带有脂杯和蜡样的温度计用一个中心开孔，侧面开切口的橡皮塞固定在玻璃试管当中，使温

度计和玻璃试管的轴心线互相重合，并使脂杯细口边缘与玻璃试管底部的白纸相距25 mm，用支架上

的夹子将玻璃试管固定在高型烧杯中，使其成垂直状态，并使其底部与烧杯底相距10 mm-20 mm,然
后向烧杯中加人加热介质，玻璃试管在加热介质中要浸人120 mm-150 min.

5.3.5 烧杯中的加热介质要在不断搅拌下用砂浴电炉加热。当滴点计的温度达到预测滴点前 100C

时，控制升温速度为1 'C/min-2 0C/min,

5.3.6 从脂杯中滴出第一滴蜡液时或从脂杯中流出的蜡接触到白纸时立即读出温度，作为此蜡样的滴

点。读取小数点后一位。

5.3.7 取重复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结果取整数。

5.4 方法精密度

    滴点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2规定:

                          表2 滴点测定的t盆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褐煤蜡的滴点/℃
重复性限 再现性临界差

z 3

6 褐煤蜡中溶于丙酮物质 (树脂物质)的测定方法

6.1 方法要点

    褐煤蜡样用丙酮在180C-22℃下萃取。可溶部分经离心分离后蒸除溶剂，干燥至恒重。用恒重的

残渣质量计算出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的质量分数。

6.2 仪器和试剂

6. 2. 1离心机:转速3 000 r/min;

6.2.2 玻璃锥形离心管:容量10 MI，配1号橡皮塞;

6.2.3蒸发皿:高20 mm，口径60 mm;

6.2.4 量筒:10 mL(或10 m1_移液管);

6.2.5 锡箔或铝箔;

6.2.6 恒温水浴;

6.2.7 鼓风干燥箱:能在100℃一110,C恒温;

6.2.8 干燥器;

6.2.9 分析天平:感量。. 000 2 g;

6.2.10 水银温度计:o0c-Ioo0C，分度为0. VC;

6.2. 11 研钵 ;

6.2. 12 标准筛:。，1 mm网筛;

6.2. 13 磨n玻璃瓶;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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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丙酮 (GB/T 686)0

6. 3  0. 1 mm褐煤蜡样的制备

6.3.1 将粒度小于1 mm的褐煤蜡试样用四分法缩分出一份质量10 g左右的蜡样。

6.3.2 把缩分出的蜡样用研钵研碎.直至全部通过。. 1 mm网筛为止;把褐煤蜡样搅拌均匀后装人清

洁干燥的磨口玻璃瓶中待用。

6.4 测定步骤

6.4. 1 称取粒度小于。.1 mm的褐煤蜡样。.5 g(称准至0. 000 2 g).放人离心管中。记下开始操作时

的室温(读至。.10C),

6.4.2 向离心管中加人7 mL丙酮，同时测出丙酮的温度(读至0.1 0C)，用外包铝箔的橡皮塞将离心管

口塞紧。将离心管上端边缘握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大拇指压紧橡皮塞(必须带乳胶手套)，用手剧烈摇动

2 min。手的振动频率约90次/min，试管底部样品必须与丙酮充分混合。

6.4.3 打开橡皮塞，将粘附在塞子和离心管壁上的褐煤蜡样用1 ml，的丙酮冲洗人离心管内。然后把

离心管放人离心机中离心2 min-3 min，此时管内溶液应澄清.如浑浊，应再离心一次。

6.4.4 将离心管内澄清的溶液倾析到已在105℃下干燥并已称量的蒸发皿中，再将蒸发皿放在蒸馏水

水浴上(或用红外灯)缓慢蒸干溶剂.

6.4.5 向离心管内再加人7 mL丙酮，沉淀物先用玻璃棒搅松，用少量丙酮把残留在玻璃棒上的沉淀

物洗人离心管内，重复6.4.2-6.4.4步骤的操作4次以上，直至萃取液无色为止。记下操作完时的室

温(读至 0.10C).

    测定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温度，测定开始和终了时的室温温差不应超过。.5℃，实验室的温度应控

制在18̀C-22℃范围内。

6.4.6 将蒸除溶剂后的蒸发皿放在1000C ̂-105℃的鼓风干燥箱中干燥1 h--2 h，取出蒸发皿放人干

燥器中冷却30 min，进行称量(称准至0. 000 2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30 min，直至连续两次干燥后

的质量变化不超过。. 000 4 g

6.5 结果计算

6一5. 1 褐煤蜡样中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的质量分数按式(1)计算:

Acza
K X (m:一MI)

              刀 t

·。。⋯，，，，.番番番番番番番““··⋯ ⋯ (1)

式中 :

A,,, - 20℃时褐煤蜡中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

      二— 褐煤蜡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蒸发皿的质量 单位为克(9);

      m2一一 蒸发皿与溶于丙酮物质的质量之和，单位为克(9)。

          K=100+2. 5(20一t)

    其中:

          t=(t, +t, +t, )/3

      t, - 萃取时所用丙酮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z 测定开始时的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t,- 测定结束时的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6.5.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一位。

6.6 方法精密度

    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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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溶于丙酮物质(树脂物质)测定的，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丙酮可溶物的质最分数/环 重复性限 再现性 临界差

G 20 。3%(绝对值) 。『5%(绝对值)

20--30 0毛%(绝对值) 0.7%(绝对值〕

>30} 50 。.5%(绝对值) 。.9%(绝对值)

) 50 1.0瑞(相对值) 1.8%(相对值)

7 揭煤蜡中苯不溶物的测定方法

7.1 方法要点

    将褐煤蜡样放入滤纸筒内，然后将滤纸筒放人萃取装置中，用苯在水浴上加热回流萃取，取出滤纸

筒，烘干至恒重，由滤纸筒中残渣的质量计算出苯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7.2 仪器和试剂

7.2. 1 苯不溶物萃取装置(见图2所示);

金属钩

涟纸简

磨u推形瓶

                                  圈2 笨不溶物萃取装里

7.2.1.1磨口锥形瓶:500 MT;

7.2.1.2 球形冷凝管:末端磨口与锥形瓶配合，冷凝管下日有2个对称小孔作挂钩用;

7.2. 1.3 滤纸筒:直径20 mm，高80 mtn。将大张中速定性滤纸(GB/T 1914)裁成75 mmX75 mm的

正方形和50 mmX50 mm的止方形，用蒸馏水浸湿，贴在干净玻璃板上，用手指轻轻搓去四边的滤纸

毛。先将大正方形的滤纸裹在直径16 mm的玻璃管外壁上，后将小正方形的滤纸裹在玻璃管底部(管

底部带有一个小孔)。这样两者交替相裹，管壁、管底各3层。然后将其取下放在105℃干燥箱内烘干。

7.2. 1.4 金属钩口

7-2.2 恒温水浴:恒温范围37℃一100'C;

7.2.3 鼓风千燥箱:能在100℃一110℃恒温;

7.2.4 红外灯;

7.2.5 干燥器 ;

7.2.6 带磨口的高型称量瓶:直径28 mm，高95 mm;

7-2.7 分析天平:感量。.000 2 g;

7.2.8 苯(GB/T 690)。

7. 3 测定步骤

7_3.1 将液纸筒甘 人高 V称量瓶 中。打 开称量瓶 盖，放人 预先鼓风并 已加热到 102℃一 105℃干燥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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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干燥 1 h.取出称量瓶，立即盖上盖，放人干燥器中，冷却30 min后称量(称准至。. 000 2 g )。进行检

查性干燥，每次30 min，直至连续两次千燥后的质量变化不超过。. 000 5 g为止。

7.3.2 称取粒度小于1 mm的褐煤蜡样5g士。. 1 g(称准至。. 000 2 g)，放人已质量恒定的滤纸筒内。

在萃取装置的磨口锥形瓶中加人100 ml-苯 按图2所示接好萃取装置，滤纸筒不能与锥形瓶中的苯液

相接触。在90℃水浴中萃取2h以上，直至滤纸筒中滴出无色苯液为止。

7.3.3 待滤纸筒内残留苯沥干后。取出滤纸筒放到原称量瓶中。打开称量瓶盖，先在红外灯下预干燥.

再放人鼓风干燥箱中，重复7.3.1的操作。

7.4 结果计算

7.4. 1 褐煤蜡中苯不溶物的质量分数按式(2)计算:

二〔苯不溶物) 阴 一 m,

      a刀

X 100 ···.··.··.。·········。。⋯， (2)

式 中:

二(苯不溶物)— 苯不溶物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

— 褐煤蜡样质量，单位为克(9);

— 高型称量瓶与滤纸筒质量之和，单位为克(g);

一高型称量瓶.滤纸筒和不溶物质量之和，单位为克(g).

用

ml

狡
7.4.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

7. 5 方法精密度

    苯不溶物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4规定。

                        表 4 苯不溶物测定的皿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 重复性限 一 下一一
褐煤蜡中苯不溶物

io%

再现性临界差

    0.15%

8 揭煤蜡灰分的测定方法

8. 1 方法要点

    称取一定量的褐煤蜡样，经高温灼烧后，以残留物的质量占褐煤蜡样质量的百分数作为褐煤蜡样的

灰分

8.2 仪器和设备

8. 2. 1 瓷增祸:50 m1，带有柑涡盖(只在样品着火时灭火用);

8.2.2 可调电炉:1 000 W;

8,2.3 马弗炉:能升温到850V，可调节温度，通风良好;

8.2.4 柑祸钳:长把、短把各一个;

8.2.5 干燥器;

8.2.6 分析天平:感量。.000 2 g.

83 测定步骤

8.3. 1将柑祸洗净、干燥，然后放人马弗炉内，在800℃士10℃温度下灼烧1h，取出柑祸放在空气中冷

却3 min，再移人干燥器中冷却30 min后，进行称量(称准至。. 000 2 g)。进行检查性灼烧.每次

30 min,直至连续两次灼烧后的质量变化不超过。.0004g为止

8. 3.2 称取粒度小于I mm的褐煤蜡样5g士。. 1 g(称准至。_000 2 g)，放人已称量的增祸(8.3.1)中，

将装有褐煤蜡样的Iff祸放在通风橱内的电炉上缓慢加热炭化。控制加热温度，避免褐煤蜡样自增祸内

溢出或挥发物着火。如发生着火，应立即用柑锅盖将柑祸盖上，使火熄灭，试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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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当钳祸中仅剩下炭状残留物时，将其移人温度不高于100℃的马弗炉内.炉门开启 10

15 mm的缝隙，然后缓慢升温到800℃士10"C(如着火试验作废)，关闭炉门在此温度下灼烧1h

8.3.4 取出柑祸放在空气中冷却3 min，再移人于燥器中冷却30 min后进行称量(称准至。.000

进行检查性灼烧，每次30 min，直至连续两次灼烧后的质量变化不超过。. 000 4 g为止。
84 结果计算

8.4.1 褐煤蜡样的灰 分按式 ((3)计算 :

m m ^ -

A=" -"=̀ X 100

2 g),

(3 )

    式 中:

    A- 褐煤蜡的灰分，单位为百分数(%);

    。— 褐煤蜡样的质量，单位为克(9);

    。— 塔A质量，单位为克(g):

    。2— 盛有灰的柑祸质量 单位为克(9)。

8.4.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

8.5 方法精密度

    灰分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5规定。

                            表 5 灰分测定的，复性 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褐煤蜡灰分
重复性限 再现性临界差

0. 02 D. 03

9 褐煤蜡酸值和皂化值的测定方法

9.1 方法要点

    褐煤蜡用热的乙醇和二甲苯混合溶剂溶解，然后用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进行滴定，算出酸值。接

着再加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包括测定酸值所用的量在内共加20二工，在水浴上加热回流。然后用盐

酸标准溶液进行反滴定，算出皂化值

9.2 仪器和试荆

9. 2. 1 酸值和皂化值的萃取装置，如图3所示;

9.2.1.1 磨口锥形瓶:300 MI.;

9. 2. 1. 2 球形冷凝管，末端磨口与锥瓶配合，水套长度约300 mm;

球形冷凝臂

肠口锥形瓶

图3 酸值和皂化值的萃取装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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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酸滴定管:25 mL，分度。.1 MI;

9.2.3 碱滴定管:25 ml，分度0. 1 ml;

9.2.4 恒温水浴:恒温范围3 7'C ̂-1000(: ,恒温控制精确到土20C ;

9.2.5 荧光滴定台;

9.2.6 量筒 :100 ml,和 5 mL;

9.2.7 移液管:20 ml.,10 mL(直形);

9.2.8 容量瓶 :1 000 ml;

9.2.9 滴瓶:25 ML;

9.2. 10 分析夭平:感量0. 000 2 g;

9.2.11 鼓风干燥箱:能在100℃一150'C恒温;

9.2. 12 干燥器:

9.2. 13 混合溶剂:95%乙醇(GB/T 679)和二甲苯(GB/T 16494)1+1混合;

9.2.14 浪百里香酚蓝指示剂:称取。. 1 g澳百里香酚蓝(GB/T 15352)，称准至。. 01 g,溶于100 ml,

95%乙醇中。每两周配制一次;

9.2.15 酚酞指示剂;称取1g酚酞(GB/T 10729)，称准至0.01 g,溶于100 mL 95%乙醉中、

9.2. 16  0. 1 mol/I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
9.2. 16. 1 配制方法:称取氢氧化钾(GB/ T 2306)6. 9 g，用150 ml -蒸馏水溶解后，倒人1 000 mL容量

瓶中，再用95%乙醇(GB/T 679)稀释至1 000 mL,摇匀。

9.2. 16.2 标定:将邻苯二甲酸氢钾(GB/T 1291)放在称量瓶中。打开盖放在120℃干燥箱烘干2 h,盖

上盖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然后称取。. 3 ĝ-0. 4 g(称准至。000 2 g)置于250 mL烧杯中，

加蒸馏水100 ML,温热使其溶解。加1%酚酞指示剂(2̂-3)滴，用上述配好的氢氧化钾乙醇溶液滴定至
淡红色即为终点。至少需做4次重复标定，取极差不大于0. 001 0 mot/L的四次标定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结果。

9.2. 16.3 计算:

      G

V X 0. 204 2
” ，.， ，.⋯ 。，..·⋯ ⋯ (4)

      式中 :

    M---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一一滴定所消耗氢氧化钾乙醇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G一 邻苯二甲酸氢钾的质量，单位为克(9);

0.204 2一邻苯二甲酸氢钾的毫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毫摩尔(g/mmol).

9.2. 17  0. 1 mol/I盐酸标准溶液

9.2.17. 1 配制方法:用移液管吸取盐酸(G13/T 622，相对密度1.19)8.3 ml，放人内装少量蒸馏水的

300 ml,烧杯中，搅匀冷却后转移到1 000 mL的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9.2. 17.2 标定:用移液管吸取已标定过的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20 ml，加人(2.3)滴 1%酚酞指示

剂，用刚配好的盐酸溶液滴定到由红色变为无色即为终点。至少需做 4次重复标定，取极差不大于

0. 001 0 mol/L的A次标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
9.2. 17.3 计算:

M
M XV,

  V
..........·..·..·..·····⋯⋯(5)

式中 :

M-一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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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一 所取氢氧化钾乙醇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 标定时所消耗的盐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M, - #k酸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I)。

9.3 酸值测定步骤

9. 3. 1 确称取粒度小于1 mm的褐煤蜡样0.3 g(称准至。.000 2 g)，放人干燥的300 m工磨n锥形

瓶中，用量简加人60 ml混合溶剂(9.2.13),按图3接r球形冷凝管，在WC-90℃的恒温水浴上加热

回流15 min(时间从第一滴溶剂由球形冷凝管末端滴下时算起)，并不时振荡瓶内容物。

9.3.2 取出锥形瓶，立即加入1. 5 ml,浪百里香酚蓝指示剂，在荧光滴定台上趁热用。. 1 mol/I氢氧

化钾乙醇标准溶液滴定到蓝色不变为止，记下氢氧化钾乙醇溶液用量 在侮次滴定过程中，从锥形瓶停

止加热到滴定完毕所经过时间不应超过4mm

9.3.3 测定时需同时做空自试验。

9.4 皂化值测定步骤

9.4， 测定酸值后的溶液再加。. 1 mol/ I氢氧化钾乙醇溶液，包括测定酸谊所用的量在内共加

20 mI。

9. 4. 2 在86 0C: -900C的恒温水浴上加热回流105 min，然后从冷凝管开日处用量筒加人50 ml, 95%乙

醇，再回流15 min�

9.4.3 取出锥形瓶，立即加人1 ml澳百里香酚蓝指示剂，在荧光滴定台上趁热用0. 1 mol/I盐酸溶

液滴定到溶液由蓝色变为黄色，稍停如又出现蓝丝，再继续滴定到蓝丝消失 如此反复多次，直至不再

出现蓝丝即为终点

9.5 结果计算

9,5. 1 褐煤蜡的酸值按式(6)计算:

酸值
M x (V，一V,)只56.11

                        月 卫

.⋯ ⋯ ，.....·...⋯ ⋯ (6 )

  式中 :

  酸值— 褐煤蜡的酸值，以K(lH计，以m日R表示:

    M 氢氧化钾乙醇标滩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侮升《mol/I);

    V,- 测定蜡样时滴定所消耗氢氧化钾乙醇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 空白试验时滴定所消耗氢氧化钾乙醇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二— 蜡样质量，单位为克(g) ;

56.11 氢氧化钾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l o

5. 2 褐煤蜡的皂化流按式(7)计算:

皂化值
M, X (V。一V )X 56. 11

                          刀 才

(7)

式 中:

皂化位— 褐煤蜡的皂化值，以KOH计，以mg/g表示;

        Ml— 盐酸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单位为摩尔侮升(mol/I);

        认— 测定揭煤蜡样时滴定所消耗盐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i);

        Vn— 一空白试验时滴定所消耗盐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工);

        Ytt- 褐煤蜡样质量，单位为克(妇

9.5.3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1r}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整数

9.6 方法精密度

    酸值和皂化{f3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6规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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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酸值和皂化值测定的孟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重 复 性 限 再现性临界差

酸值/(mg/g) 4 5

电化值/(mg/g) 6 10

10 揭煤蜡密度的测定方法

10. 1 方法要点

    用广日密度瓶测出20℃下褐煤蜡样的体积，根据同温度下蜡样的质量和体积计算出蜡样的密度

10，2 仪器、材料和试剂

10.2. 1 广口密度瓶:瓶身高 70 mm，外径25 mm，带有一直径 1. 6 mm小孔的磨口玻璃塞，见

图 4所示。

图 4 广 口密度瓶

10. 2. 2 恒温水浴:能保持20℃士0. 5 0C恒温;

10.2.3 分析天平:感量0. 000 2 g;

10_2,4 托盘天平 :感量 。.5 g;

10.2.5 鼓风干燥箱:能在1000Ĉ -1100C恒温;

10.2.6 十燥器;

10,2_7 水银温度计:o"C--300C，分度为0. 2 0C ;

10.2.8 移液管;1 nil-;

10.2.9 有柄瓷蒸发皿 100 mL;

10.2. 10 脱脂棉;

10.2. 11 定性滤纸;

10.2. 12  50%乙醇水溶液:用95%乙醇(GB/T 679)配制。

10.3 测定步骤

10.3. 1 称量已恒重的密度瓶的质量(a)(称准至0. 000 2 g，下同)。

10.3.2 用移液管沿瓶壁向密度瓶加人1 nil, 50写乙醇水溶液，冉把新煮沸过并冷却到20℃左右的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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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水倒人密度瓶中，然后放在20℃士。.5℃的恒温水浴中恒温30 min。恒温水浴中水面应低于密度瓶

口 10 mm,

    在恒温水浴中小心地塞上瓶塞，过剩的水即由塞上的毛细管中溢出，此时应注意小孔中不应有气泡

存在。用一小条滤纸吸去瓶塞上小孔口的水至齐口，取出密度瓶，擦净密度瓶外壁附着的水，立即称其

质量(b)，此值每月至少检查一次。

10.3.3 称取40 g粒度小于5 mm的褐煤蜡样，放人有柄瓷蒸发皿中，再将瓷蒸发皿放到102'C
105℃的干燥箱中，在褐煤蜡样熔化后应不时搅拌，保温1 h,然后在该温度下静置30 min,

10.3.4 在千燥、预先温热的空密度瓶中用熔化的褐煤蜡样装至约2/3高度.然后在102℃一105℃的

干燥箱中放置1h，以便使可能包含的气体逸出(可轻敲或轻摇密度瓶以促使空气除去，必要时也可用

温热的细玻璃棒搅拌揭煤蜡样).

10.3.5 将装有褐煤蜡样的密度瓶冷却至室温后称其质量(。)。然后沿密度瓶壁加人1 m1, 50%乙醇

水溶液，使其充满褐煤蜡样与瓶之间的空隙，用新煮沸过的并冷却到20℃左右的蒸馏水将其充满，再放

人20℃士0. 5t的恒温水浴中恒温1 ho

10.3.6 在恒温水浴中，小心地塞上瓶塞，过剩的水溢出后，小孔中不应留有气泡。用一小条滤纸吸去

瓶塞上小孔口的水至齐口。取出密度瓶仔细擦干后立即称其质量(d).

10.4 结果计算

10.4.1褐煤蜡密度按式(8)计算:

(8)

式中:

pn -

  a —

            P.一面 c-a(b+c)-(a+d) x。998

褐煤蜡在2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em'),

空密度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b- 装满水的密度瓶质量，单位为克(g):

      c— 装有部分褐煤蜡的密度瓶质量，单位为克(g);

      d— 用褐煤蜡和水装满密度瓶质量，单位为克(9);

0.998 2— 水在2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10.4.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4位有效数字.

10.5 方法精密度

    密度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7规定。

                            衰 7 密度测定 的， 复性 限和再现性 临界羞

褐煤蜡密度pm/Cg/cm')

重复性限 再现性临界差

0.010 0 0. 020 0

11 栩煤蜡猫度测定方法

11.1 方法要点

    在规定温度下，测定测定球在充满褐煤蜡试液的倾斜试管中落下的时间，计算出液态揭煤蜡猫度。

”.2仪器、材料和试剂
11.2.1 滚动落球猫度计 (JJG 214)，仪 器结 构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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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试料管;

        2一 一侧定球;

        3-...徘气塞‘

        4— 密封盖;

          5— 螺帽 ;

        6一一玻璃外筒带

        7一 进水管，

        8 出水管;

        9 温度计子

        10一 水准泡;

      11— 水平螺钉;

        12— 支架;

        13— 定位销钉;

        14— 转轴乡

。1、， 、、— 试料管环形标记线。

图5 滚动落球贴度计

::

:.:

:.)
2.8

2.9

11.2.10

11.2. 11

:.{:

恒温槽:恒温控制90℃士0. 1'C，装有恒温液体输出循环泵;

秒表:分度为。.25;

日光灯:40 W;

干燥箱:能控制1100C 12C;

电吹风机;

瓷盘 ;

镊子 ‘

烧杯:250 mL;

耐热橡胶管(硅橡胶管);

脱脂 棉;

玻璃棒 ;

苯(GB/T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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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仪器准备

11.3.1 将猫度计的试料管、测定球 排气塞、密封盖用苯洗干净，电吹风机吹干。

11.3.2 在操作平台上安装好钻度计，调整水平。钻度计进水管、出水管和恒温槽供液管用耐热橡胶管

连接 。

11.3.3 选用so c--looc温度计(分度为。.1c)，将其安装在瀚度计的玻璃外筒内.接通恒温槽，使恒

温液循环，调节恒温液温度，使玻璃外筒内温度恒定在90℃士0.1c.

11.3.4 选择测定球，rl保证测定球在试液中通过测定管线时间稍长于30 s。对于褐煤蜡 90℃时戮

度，选用2号或3号测定球。

11.3.5 将测定球、排气塞、密封盖放入瓷盘内.置于110℃干燥箱内预热10 min

11.4 试样准备

    取60 g-70 g粒度小于5 mm的褐煤蜡样放人250 mL烧杯内，置于已恒温1100c士2℃的干燥箱

内熔融。熔融和静止沉降共需30 min,

11.5 测定步霖

11.5. 1 拧开猫度计试料管管盖，迅速将已熔化的褐煤蜡试液沿试料管内壁注人，直到离试料管顶端约

15 mm。用镊子将预热的测定球轻轻放入试料管中，放上排气塞。待揭煤蜡试液中气泡消失后，盖上密

封盖.旋紧螺帽。至少放置30 min以后开始测定。

11.5.2 测定球下落时间的测定:使私度计处于工作位置，开启日光灯，待测定球的下缘下降到与试料

管的上环形标记线，，相切时，开始计时，当测定球的下缘下降到与试料管的下环形标记线。。相切时，

停止计时，记录测定球下落时间。然后再使猫度计处于工作位置，进行第二次测定。连续测定5次，取

后3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落球时间。各次测定结果的极差，不应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1%

11.5.3 按上述步骤进行重复测定

11.5.4 测定结束后，拧开螺帽，取出密封盖、排气塞，然后将猫度计机身倒转，使试料管中褐煤蜡试液

及测定球流人烧杯中，立即用摄子取出测定球，用脱脂棉擦去测定球上褐煤蜡试液后放人有苯的烧杯

中，洗涤、擦千。试料管壁上的褐煤蜡试液用脱脂棉擦去并用苯洗涤千净。旋转戮度计机身，将洗涤苯

放出。关闭恒温槽，放出玻璃外筒内恒温液体。

11.6 结果计算

11.6. 1 褐煤蜡的勃度按式((9)计算:

                                    7二K(p一Ps" ) t ·········，···“···，··⋯⋯(9)

    式中 :

    9- 90℃时褐煤蜡的勃度，单位为毫帕斯卡‘秒(MPa·，);
    K— 试球常数;

    p— 试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 ;

  Pso 褐煤蜡试液在9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L— 试球下落平均时间，单位为秒(s) o

    pp。按式(10)计算:

                Psu一P26‘00一蒙;一。。X。·967。·······，·············一 (10)
式 中:

P'.- 褐煤蜡在2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按褐煤蜡密度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0.965

0.998

11.6.

    14

3— 水在9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ff米(g/cm') ;

2一一水在20℃时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rn')o

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一位，并注明试球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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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方法精密度

    翁度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8规定。

                          表8 贴度浏定的，定性限和再现性Ilk界差

重 复性 限 再现性临界差

猫度 材(mPs·s) <loo

> 100

12 褐煤蜡加热损失f的测定方法

12. 1 方法要点

    褐煤蜡样在105℃士2℃下加热2h，以加热前后蜡样质量的差值占蜡样的百分数作为加热损失量。

12.2 仪器

12.2.】 瓷增祸:50 mL(高45 mm，上w外径52 mm，下底外径30 mm,壁厚1. 5 mm)，见图6所示;

                                                                        052

                                            圈 6 资增塌

12.2.2 鼓风干燥箱:能在1000C--1100C恒温;

12.2.3 分析天平:感量0. 000 2 g;
12.2.4 干燥器。

12.3 测定步骤

12. 3.，称取粒度小于1 mm的揭煤蜡样5g士0.1酥称准至。. 000 2 g)。放人预先恒重过的柑坍中。
轻轻振荡增祸，使褐煤蜡样表面平整。

12,3.2 将盛有褐煤蜡样的增祸放人105℃士2℃的干燥箱内上层水银温度计附近，一次放人干燥箱中的

柑祸不得多于8个。在105℃士2℃下恒温2 h.然后取出增塌，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再进行称量(称准

至。. 000 2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30 min，直至连续两次干燥后的质量变化不超过。. 001 0 go

12.4 结果计算

12.4, 1 褐煤蜡样的加热损失量按式(11)计算:

Lw X 100 二 ’⋯ ，，.，.”，，⋯ ，，····。·一 (11)

褐煤蜡的加热损失量，单位为百分数(%);

加热前褐煤蜡样和柑涡质量，单位为克(9);
加热后褐煤蜡样和柑塌质量，单位为克(9);

柑祸质量，单位为克(9)。

中

-

一

一

一

式

乙

阴

劝

劝

12. 4, 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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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方法精密度

    加热损失量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9规定。

                        表 9 加热损失f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差
一

界

一

性

一
认

冉

一 
 
一

险

一
均

复

一
压

重

一褐煤蜡加热损失量 I.w i纬

13 揭煤蜡中地沥青含f的测定方法

13. 1 定义

    褐煤蜡中地沥青 asphalt in montan wax
    用异丙醇溶剂在 101 325 Ya(1标准大气压)下沸腾状态萃取褐煤蜡时，不溶于异丙醇的那部分

物质 。

13.2 方法要点

    将褐煤蜡试样和石A砂混合均匀，放人滤纸筒并置于萃取器中，用异丙醉在水浴上加热回流萃取，

然后除去溶剂，烘干恒重 从试样的质量中减去萃取物的质量，其差值即为褐煤蜡中地沥青含量的测定

值。然后根据测定地点的气压换算到相当于气压为101 325 NO标准大气压)时的含量

13.3 仪器 、材料和试荆

13.3. 1 地沥青萃取装置，见图7所示;

球形冷凝管

金属钩

政纸简

磨口锥形瓶

                                    图7 地沥青萃取装置

13.3. 1. 1 磨C1锥形瓶:500 ml,;

13.3. 1.2 球形冷凝管 末端磨口，与锥形瓶配合，冷凝管下口有2个对称小孔作挂钩用;

13.3. 1.3 滤纸筒:直径20 mm，高80 mm。将大张中速定性滤纸(GB/T 1914)裁成75 mm X75 mm

的正方形和50 mmX50 mm的正方形，用蒸馏水浸湿，贴在干净玻璃板上，用手指轻轻搓去四边的滤纸

毛 先将大正方形的滤纸裹在外径20 mm的玻璃管外壁上，后将小止方形的滤纸裹在玻璃管底部〔管

底部带有一个小孔)。这样两者交替相裹，管壁、管底各3层 然后将其取下放在105 0C千燥箱内烘+。

13.3.1.4 镍铬丝金属钩;

13.3.2 恒温水浴:恒温范围37℃一1000C;

13.3. 3 鼓风干燥箱:能在105℃一1100C恒温;

13.3. 4 筑 馏 奖 置 。n图 8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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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头

直形冷扭管

磨口锥形瓶

                                      图8 蒸馏装里

13.3.4. 1 磨口锥形瓶:150 mL;

13.3.4.2 直形冷凝管;

13.3.4.3 弯头:带磨口塞，与磨口锥形瓶配合;

13.3.4.4 烧杯;300 ml;

13.3.5 量筒:100 mL;

13.3.6 可调电炉 :1 000 w;

13.3, 7 干燥器;

13.3.8 分析天平:感量0. 000 2 g;

13.3.9 托盘天平:感量。.1 g;

13.3. 10 气压计;

13.3. 11 石英砂:化学纯，粒度0. 45 mm-0. 20 mm;

13.3. 12 异丙醇(HG/T 2892) 0

13. 4 测定步骤

13.4. 1 称取1g士。. 1 g粒度小于1 mm的褐煤蜡样(称准至0. 000 2 g)，放人已盛有10 g石英砂的滤

纸筒内，用玻璃棒充分搅拌均匀。

13.4.2 在500 mI磨口锥形瓶内倒人100 mL异丙醇，按图7接好萃取装置。

13.4.3 将整个萃取装置放在水浴中，加热回流萃取，直至从滤纸筒中滴出无色溶剂为止(一般需2h

以上)

13.4.4 萃取完毕后，将500 mL磨口锥形瓶内萃取液倒人已称量的150 mL磨口锥形瓶内。将20 mL

异丙醇倒人500 ml，磨C7锥形瓶中，在电炉上加热，待异丙醇液沸腾后取下，振荡多次充分洗涤瓶壁粘

附物，重复加热、振荡(2--3)次之后，将此液倒人150 mL磨口锥形瓶中。再用加mL异丙醇液重复上

述操作。按图8接好蒸馏装置，在水浴中加热蒸除溶剂。

13.4.5 将蒸除溶剂后的磨H锥形瓶置于干燥箱中，在102'C-105℃干燥2h，取出，放人干燥器中，冷

却30 min后称量(称准至。000 2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30 min，直至连续两次干燥后的质量变化

不超过0.001 0 go

13.5 结果计算

13.5. 1 褐煤蜡中地沥青质量分数的实测值按式(12)计算:

A;}_ M一 (m2一 m,)
                    刀 王

只 100 ·。··················。···⋯ ⋯ (12)

式中 :

A;, 一气压为a(Pa)时地沥青质量分数的实测值，单位为百分数(%);

m,— 空三角瓶质量，单位为克(9);

，。— 空三角瓶和溶于异丙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9);

，一一褐煤蜡样质量，单位为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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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煤蜡中地沥青的质量分数按式(13)计算:

                                川。=A;，一K(101 325一a) ·······················⋯⋯〔13)

    式 中:

    A',- 褐煤蜡中地沥青的质量分数(气压为101 325 Pa时)，单位为百分数(%);

      a— 测定地沥青时的气压值，单位为帕(Pa) ;

    K— 在79 993 Pa- 101 325 Pa时，气压每减少1 Pa所引起的地沥青含量的增加量，其值为
            3. 770X 10-，单位为百分数(%)

13.5.2 取重复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

13.6 方法精密度

    地沥青含量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10规定.

                      表 10 地沥*含fn定的，泛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

                          } 重复怪限 {一 再而汗1币蕊瘾;— 刃
揭煤蜡中地沥育质盆分数A0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