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75.140
E4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11147—2010
代替 GB/T11147—1989

沥 青 取 样 法

Standardpracticeforsamplingbituminousmaterials

2011-01-10发布 2011-05-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1147—1989《石油沥青取样法》。与 GB/T11147—198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将1989年版的中文名称《石油沥青取样法》改为本标准的《沥青取样法》。
———将1989年版的英文名称Asphalt—Samplingmethod改为本标准的英文名称。
———将1989年版的范围由石油沥青改为本标准的所有沥青材料(见第1章)。
———固体或半固体样品量由1989年版的1~1.5kg改为本标准的1kg~2kg(见4.2)。
———1989年版的盛样器一章中液体沥青包含乳化沥青,本标准中不包含(见5.1.1)。
———从沥青贮罐中取样增加了取样阀法和底部进样取样器法(见6.1.1.1,6.1.1.2)。
———从槽车、罐车、沥青洒布车中取样增加了在线取样(见6.2.2)。
———非同批产品的取样数量一条中增加了批次可以明显分出时的取样(见6.5.2.2)。
———从桶、袋、箱中取碎块或粉末状沥青的总样量由1989年版的20kg,改为本标准的25kg;用于

检验的量由1~1.5kg改为1kg~2kg(见6.6.1,6.6.2,1989年版12.1,12.2)。
———本标准在交货地点取样的规定中增加了“每次交货都要取足需要数量的沥青样品”和“取样可

在卸料前按6.1规定取样,也可通过在运输贮罐的中间三分之一处加取样阀或其他取样装置

取样”两条(见6.7.2,6.7.3)。
———本标准在第7章中增加了“盛满样品的容器不能浸入溶剂中,也不能用浸透了溶剂的布擦拭,

如果须清洁要用洁净的干布擦拭”(见7.3)和“如果用标签牢固地贴在盛样器上做标识,要保

证转移中不丢失,标签不能贴在盛样器上的盖子上。所有标识材料应在200℃以上温度保存

完好”(见7.6)以及“对于质量仲裁用的沥青样品,由供需双方共同取样,取样后双方在密封上

签字盖章。一份用于检验,一份留存备用”(见7.7)的内容。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ASTMD140—01(2007年确认)《沥青

材料取样法》(英文版)。
本标准与ASTMD140—01(2007年确认)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 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

ASTMD140—01(2007年确认)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ASTMD140—01(2007年确认)相比编辑性修改如下:
删除所有括号中的非SI单位制,保留SI单位制(见正文)。
本标准与ASTMD140—01(2007年确认)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本标准删除了ASTMD140—01“2引用文件”一章的引用文件ASTMD346《实验室分析用焦

炭采取和制备试验法》,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SH/T0229《固体和半固体石油沥青产品取样

法》(见第2章)。修改是为了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删除了ASTMD140—01“3意义与应用”及“4注意事项”两章,其相关内容经修改后合

并放入增加的引言部分(见引言)。我国的标准起草结构中不允许包含意义与应用和注意事项

两章,但其内容又比较重要,不适合删除,所以修改合并后放入引言部分。
———ASTMD140—01“8样品的保护和存放”一章由放置在取样之前改为本标准的放置在取样之

后(见第7章)。根据工作的先后顺序修改,更符合工作程序。
———本标准删除了ASTMD140—01的9.1.2Thief取样器、9.1.3Throw-awayContainer取样器、

10.2Dip取样器、图2、图3、图4及其注;增加了底部进样取样器法(见6.1.1.2)和上部进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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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器法(见6.1.1.3)。ASTMD140—01的9.1.2Thief取样器、9.1.3Throw-awayContainer
取样器取样原理比较合理,但没有具体尺寸和结构示意图,不容易规范,所以按照其原理分别

设计了底部进样取样器和上部进样取样器。10.2Dip取样器结构复杂、使用范围窄 ,在我国

没有应用实例且其他取样器已能满足取样工作,所以没有采纳。取样器取消后其相应的图和

注也被取消。
———增加了质量仲裁试验时取样的操作(见7.7)。采标标准中对质量仲裁试验的取样没有规定,

但容易引起纠纷,为保护供需双方的利益和利于质量检查工作,特别增加此条。
———删除了第17章关键词。为适应我国标准起草的要求。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油沥青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胜利炼油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常玉艳、陈鹤玲、姚德宏。

Ⅱ

GB/T11147—2010



引  言

  大量种类和级别不同的沥青材料会交替装运、贮存在同一个容器中,可能发生这些容器被残渣、沉
积物、清洗溶剂污染的机会。取样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能严格代表材料性质或转移中被污染的情形,因此

要求沥青生产者、运输者、用户和取样者在取样和处理这些材料时必须十分注意,防止样品被污染。应

严格按照本取样法取样,使得取得的样品能表明材料的真实性质和状况,尽可能地代表所取材料的平均

性能,从而有效避免由于取样原因造成的质量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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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 青 取 样 法

警告:本标准未涉及有关使用的安全规定,如果需要,标准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前制定出适当的安

全防护措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所有沥青材料的取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沥青材料在生产、贮存或交货地点的取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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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T0229 固体和半固体石油沥青产品取样法

3 样品选择

为检查沥青质量,装运前在生产厂或贮存地取样;当不能在生产厂或贮存地取样时,在交货地点当

时取样。

4 样品数量

4.1 液体沥青样品量

4.1.1 常规检验取样量为1L(乳化沥青4L)。

4.1.2 从贮罐中取样为4L。

4.1.3 从桶中取样为1L。

4.2 固体或半固体样品量

取样量为1kg~2kg。

5 盛样器

5.1 盛样器的种类

5.1.1 液体沥青(不包括乳化沥青)或半固体沥青盛样器宜为具有密封盖的广口金属容器。

5.1.2 乳化沥青盛样器宜为具有密封盖的广口塑料容器。

5.1.3 碎沥青或粉末沥青盛样器宜为具有密封盖的广口金属容器,也可以用塑料袋,此塑料袋应有可

靠的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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