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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5275《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第6部分。GB/T5275已

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校准方法;
———第2部分:活塞泵;
———第4部分:连续注射法;
———第5部分:毛细管校准器;
———第6部分:临界流锐孔;
———第7部分:热式质量流量控制器;
———第8部分:扩散法;
———第9部分:饱和法;
———第10部分:渗透法;
———第11部分:电化学发生法。
本文件代替GB/T5275.6—2014《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6部分:临界锐

孔》,与GB/T5275.6—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3章);
———增加了符号一章(见第4章);
———更改了与原理、设备有关的内容(见第5章,2014年版的第3章和第4章);
———更改了质量流量和体积流量的计算(见第6章,2014年版的5.1,5.3);
———更改了计算物质的量分数和体积分数及相关不确定度评定(见第7章,2014年版的5.4);
———更改了制备混合气体的应用(见第8章,2014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校准和验证(见第9章)。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6145-6:2017《气体分析 动态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6部分:临界流锐

孔》。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对ISO6145-6:2017的勘误、“参考文献”所做的编辑性改动及其原因见附录N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气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昊华气体有限公司、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深圳市诺安智能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易优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昊华气体

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中测标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上海

申南特种气体有限公司、上海华爱色谱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武汉华星工业技术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娟、陈雅丽、王维康、张婷、胡晓华、郭琼、胡迎、张斌、谭依玲、唐霞梅、傅铸红、

茹高艺、廖恒易、熊志红、金奎、朱莹、罗文键、王志民、史婉君、张琦炎、朱东锋、陈洁、吴靓、方华、唐峰、
刘浩、李璞、郑宏昌。

本文件于2014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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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动态法是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一大类重要方法,ISO 为此专门编制了ISO6145系列标准

(ISO6145-3气流间歇注射法已废止)。
GB/T5275(所有部分)均等同采用ISO6145系列标准。由于篇幅较长,ISO6145分为11部

分,GB/T5275与ISO6145保持一致,也对应地分为11部分。因ISO6145-3已被废止,GB/T5275第

3部分也对应地空缺。GB/T5275(所有部分)规定了动态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通用要求,并具体

规定了容积泵法等9种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方法的原理、主要设备、制备注意事项、制备得到的校准用

混合气体组分体积分数计算及不确定度评定等技术要求,以确保制备得到的校准用混合气体的质量,提
高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水平。

GB/T5275(所有部分)预期供经过培训且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使用。
GB/T5275由10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校准方法。规定了各制备方法的基本信息及适用性、操作动态系统注意事项、动态

系统的校准方法、组分及不确定度的计算、验证方法等内容,是其他9部分的基础。目的在于

提供合理选择一种或多种校准用混合气体制备方法,并将这些方法与国家测量标准联系起

来,以建立制备混合气体成分的计量溯源性。
———第2部分:活塞泵。目的在于提供使用活塞泵由两种或多种纯气或其他混合气体制备校准用

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确定度评定

方式。
———第4部分:连续注射法。目的在于提供由纯气或其他混合气体通过注射器向平衡气中连续注

入校准组分,从而连续制备含两种或多种组分的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

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确定度评定方式。
———第5部分:毛细管校准器。目的在于提供使用内含单个或多个毛细管组合的设备由纯气体或

混合气体连续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

方法以及不确定度评定方式。
———第6部分:临界流锐孔。目的在于提供使用临界流锐孔由两种或多种由纯气或其他使用气体

混合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

不确定度评定方式。
———第7部分:热式质量流量控制器。目的在于提供使用热式质量流量控制器由纯气或混合气连

续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

确定度评定方式。
———第8部分:扩散法。目的在于提供使用扩散法制备由两种或多种由纯气或其他使用气体混合

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确

定度评定方式。
———第9部分:饱和法。目的在于提供使用饱和法由一种或多种易冷凝的气体连续制备校准用混

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确定度评定方式。
———第10部分:渗透法。目的在于提供使用渗透法由纯气体或混合气体连续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确定度评定方式。
———第11部分:电化学发生法。目的在于提供使用电化学发生法由纯气体或混合气体连续制备校

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及所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计算方法以及不确定度评

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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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 动态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6部分:临界流锐孔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临界流锐孔系统动态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校准用混合气体至少包括由

纯气或预混合气体组成的两种气体(其中之一通常为补充气)。
本文件规定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制备不与临界流锐孔系统或辅助设备中的气体管路材质发生反应的

混合气体。使用合适数量的临界流锐孔时,可制备多组分混合气体。
选用合适的临界流锐孔组合,稀释比可达到1×104。
尽管本文件规定的方法通常应用于制备大气压条件下的混合气体,但本文件规定的方法也能用于

制备压力超过大气压的校准用混合气体。使用本文件规定的方法,上游气体压力需至少比下游气体压

力高两倍。
本文件适用的流量范围为1mL/min~10L/min。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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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6143 气体分析 校准混合气组成的测定和校验的比较法(Gasanalysis—Comparison
methodsfordeterminingandcheckingthecompositionofcalibrationgasmixtures)

注:GB/T10628—2008 气体分析 校准混合气组成的测定和校验 比较法(ISO6143:2001,IDT)

ISO7504 气体分析 词汇(Gasanalysis—Vocabulary)
注:GB/T14850—2020 气体分析 词汇(ISO7504:2015,IDT)

ISO9300 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测量气体流量(Measurementofgasflowbymeansofcriticalflow
Venturinozzles)

注:GB/T21188—2007 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测量气体流量(ISO9300:2005,IDT)

ISO12963 气体分析 基于单点和两点校准的用于混合气体组成测定的比较法(Gasanalysis—

Comparisonmethodsforthedeterminationofthecompositionofgasmixturesbasedonone-andtwo-
pointcalibration)

ISO16664 气体分析 校准用纯气和混合气体的使用 指南(Gasanalysis—Handlingofcalibra-
tiongasesandgasmixtures—Guidelines)

注:GB/T37180—2018 气体分析 校准用纯气和混合气体的使用 指南(ISO16664:2017,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9300、ISO75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临界流锐孔 criticalfloworifice
其几何形状和使用条件使喉部流量达到临界流量(3.12)的锐孔。

1

GB/T5275.6—2023/ISO6145-6: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