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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６６０９《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共分为３７部分：

———第１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微量元素含量；

———第２部分：３００℃和１０００℃质量损失的测定；

———第３部分：钼蓝光度法测定二氧化硅含量；

———第４部分：邻二氮杂菲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铁含量；

———第５部分：氧化钠含量的测定；

———第６部分：火焰光度法测定氧化钾含量；

———第７部分：二安替吡啉甲烷光度法测定二氧化钛含量；

———第８部分：二苯基碳酰二肼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铬含量；

———第９部分：新亚铜灵光度法测定氧化铜含量；

———第１０部分：苯甲酰苯基羟胺萃取光度法测定五氧化二钒含量；

———第１１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一氧化锰含量；

———第１２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锌含量；

———第１３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钙含量；

———第１４部分：镧茜素络合酮分光光度法测定氟含量；

———第１５部分：硫氰酸铁光度法测定氯含量；

———第１６部分：姜黄素分光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硼含量；

———第１７部分：钼蓝分光光度法测定五氧化二磷含量；

———第１８部分：Ｎ，Ｎ二甲基对苯二胺分光光度法测定硫酸根含量；

———第１９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锂含量；

———第２０部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氧化镁含量；

———第２１部分：丁基罗丹明Ｂ分光光度法测定三氧化二镓含量；

———第２２部分：取样；

———第２３部分：试样的制备和贮存；

———第２４部分：安息角的测定；

———第２５部分：松装密度的测定；

———第２６部分：有效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第２７部分：粒度分析　筛分法；

———第２８部分：小于６０μｍ的细粉末粒度分布的测定　湿筛法；

———第２９部分：吸附指数的测定；

———第３０部分：Ｘ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微量元素含量；

———第３１部分：流动角的测定；

———第３２部分：α三氧化二铝含量的测定　Ｘ射线衍射法；

———第３３部分：磨损指数的测定；

———第３４部分：三氧化二铝含量的计算方法；

———第３５部分：比表面积的测定　氮吸附法；

———第３６部分：流动时间的测定；

———第３７部分：粒度小于２０μｍ颗粒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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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为ＧＢ／Ｔ６６０９的第３５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８００８：２００５《主要生产铝的氧化铝———比表面积的测定———氮吸附法》。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８００８：２００５时，将其前言、引言和规范性引用文件删除。更改了对氧化铝标准

样品的指定。为方便对照，在附录Ｃ中列出了本部分的章条和对应的ＩＳＯ８００８：２００５章条的对照表。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春芳、李建平、仓向辉、黄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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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３５部分：比表面积的测定　氮吸附法

　　警告：使用犌犅／犜６６０９的本部分的人员需熟悉一般性实验室操作规则。本部分不提醒所有安全问

题，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相关内容中给出必要的安全提示。操作人员有必要建立良好的安全及健康

操作规则，并确保该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内常规实验条件。

１　范围

ＧＢ／Ｔ６６０９的本部分规定了采用氮吸附单点法或多点法测定氧化铝的比表面积（ＳＳＡ）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氧化铝比表面积的测定：测定范围：５０ｍ２／ｇ～９０ｍ
２／ｇ。

注１：附录Ａ解释了ＢＥＴ测ＳＳＡ时单点法与多点法之间的差异。

注２：多点法测定比表面积所得到的结果准确性比单点法高。

２　方法原理

该方法根据在液氮沸点时物质表面吸附氮气分子的能力。仪器测定样品表面单分子层的吸附量，

然后由吸附理论ＢＥＴ计算样品比表面积。样品在真空或流动氮气下于１５０℃脱气，脱气后，称量样品

质量，使用仪器测定的样品吸附氮气单层分子容量，然后计算样品的比表面积。

３　试剂

所用试剂为分析纯，所用水为蒸馏水或同质量的水。

３．１　液氮：在１０１．３ｋＰａ下的沸点为－１９６℃。

警告：处理低温液体时要特别小心。

３．２　氮气：高纯。

３．３　其他气体：由仪器生产商指定。

３．４　氧化铝标准样品

在９５％置信度下，标准样品单点法ＳＳＡ值为（６７．８±２．９）ｍ２／ｇ，多点法ＳＳＡ值为（６９．１±２．３）ｍ
２／ｇ。

４　仪器

４．１　表面积分析仪：在－１９６℃时能使氮气发生吸附，能够进行单点或多点分析。

４．２　脱气装置：能加热升温至１５０℃，在流动氮气气流或能保持＜２０Ｐａ的真空压力状态来对样品进

行脱气。样品管必须包含密封装置，以阻止脱气后的样品与空气接触。

４．３　天平：感量０．０００１ｇ。

５　试样制备

用采样器或旋转缩分器取５０ｇ测试样品，避免细颗粒通过飞扬而损失。从测试样品中选取有代表性的

适宜质量。样品质量应当使其总表面积在表面积分析仪器（４．１）推荐值范围之内，且最小样品质量０．２ｇ。在

每一批试样测试前，将所有试管清洗干净。推荐在超声波池中将试管清洗。为加快干燥过程，建议在放

入干燥烘箱前用乙醇漂洗试管。

６　步骤

６．１　仪器准备

６．１．１　比表面积分析仪和脱气装置应当根据仪器的指示装配好，用以脱气和分析，且允许加热。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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