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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德国国家标准ＤＩＮ５１５２８：１９９８《未使用过的热传导液热稳定性测定法》（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ＤＩＮ５１５２８：１９９８重新起草。

为了适合我国国情，本标准在采用ＤＩＮ５１５２８：１９９８时进行了修改。本标准与ＤＩＮ５１５２８：１９９８的

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有机热载体热稳定性测定法”；

———温度单位由Ｋ改为℃；

———增加对试样及仪器称量精度的要求；

———玻璃安瓿的最小容积由５ｍＬ增加至１５ｍＬ；

———增加加热后试样外观的报告；

———增加气相色谱分析要求；

———６．１．１增加保证温度均匀分布；

———每种试样的试验时间由不少于４８０ｈ修改为不少于７２０ｈ。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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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和润滑剂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０／

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康茵、梁红、金珂。

Ⅰ

犌犅／犜２３８００—２００９



有机热载体热稳定性测定法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未使用过的有机热载体热稳定性的试验方法，包括常压下最高使用温度高于其沸点

的有机热载体。

１．２　本标准未对有机硅类热载体的适用性作出评价。

１．３　本标准涉及某些有危险性的物质、操作和设备，无意对与此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因此，

在使用本标准之前应建立适当的安全和防护措施，并确定相关规章限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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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Ｇ／Ｔ３１１５　硼硅酸盐玻璃３．３的性能（ＨＧ／Ｔ３１１５—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ＳＯ３５８５：１９９１）

ＳＨ／Ｔ０５５８—１９９３　石油馏分沸程分布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有机热载体　犺犲犪狋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犳犾狌犻犱狊

有机热载体是作为传热介质使用的有机物质的统称。

　　注：有机热载体包括被称为热传导液（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ｌｕｉｄｓ）、导热油（ｈｏｔｏｉｌｓ）、有机传热介质（ｏｒｇａｎｉｃｈｅａｔ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热媒（ｈｅａｔｉｎｇｍｅｄｉａ）等用于间接传热目的的所有有机介质。

３．２

热稳定性　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有机热载体在高温下抵抗化学分解的能力。

　　注：随着温度的升高，有机热载体将发生化学反应或分子重排，所生成的气相分解产物、低沸物、高沸物和不能蒸发

的产物将影响有机热载体的使用性能。

３．３

气相分解产物　犵犪狊犲狅狌狊犱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常压下其沸点在室温以下的物质，如氢气和甲烷。

３．４

低沸物　犾狅狑犫狅犻犾犻狀犵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通过模拟蒸馏方法测得加热后试样的沸程在未使用有机热载体初馏点以下的物质。

３．５

高沸物　犺犻犵犺犫狅犻犾犻狀犵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通过模拟蒸馏方法测得加热后试样的沸程在未使用有机热载体终馏点以上的物质。

３．６

不能蒸发的产物　狀狅狀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犱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不能通过模拟蒸馏方法分离出来的物质，它是球管蒸馏器在一定条件下定量测定出的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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