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７１．１００．１０
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

犢犛／犜６３．２１—２００７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２１部分：阴极糊

焙烧膨胀／收缩性的测定

犆犪狉犫狅狀犪犮犲狅狌狊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狌狊犲犱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犾狌犿犻狀犻狌犿—

犘犪狉狋２１：犆犪狋犺狅犱犻犮狆犪狊狋犲狊—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狊犺狉犻狀犽犪犵犲犱狌狉犻狀犵犫犪犽犻狀犵

（ＩＳＯ１４４２８２００４，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Ｃｏｌｄａｎｄｔｅｐｉｄｒａｍｍｉｎｇｐａｓｔｅ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ｂａｋｉｎｇ，ＭＯＤ）

２００７１１１４发布 ２００８０５０１实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ＹＳ／Ｔ６３《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共有２１部分：

———第１部分：阴极糊试样焙烧方法、焙烧失重的测定及生坯试样表观密度的测定；

———第２部分：阴极炭块和预焙阳极　室温电阻率的测定；

———第３部分：热导率的测定　比较法；

———第４部分：热膨胀系数的测定；

———第５部分：有压下底部炭块钠膨胀率的测定；

———第６部分：开气孔率的测定　液体静力学法；

———第７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　尺寸法；

———第８部分：二甲苯中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第９部分：真密度的测定　氦比重计法；

———第１０部分：空气渗透率的测定；

———第１１部分：空气反应性的测定　质量损失法；

———第１２部分：预焙阳极ＣＯ２ 反应性的测定　质量损失法；

———第１３部分：杨氏模量的测定　静测法；

———第１４部分：抗折强度的测定　三点法；

———第１５部分：耐压强度的测定；

———第１６部分：微量元素的测定　Ｘ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方法；

———第１７部分：挥发分的测定；

———第１８部分：水分含量的测定；

———第１９部分：灰分含量的测定；

———第２０部分：硫分的测定；

———第２１部分：阴极糊　焙烧膨胀／收缩性的测定。

本部分为第２１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了ＩＳＯ１４４２８：２００４《铝用炭素材料　冷捣糊和热捣糊　焙烧期间的膨胀／收缩》。

为方便对照，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部分的章条和ＩＳＯ１４４２８：２００４的章条对照表。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４４２８：２００４时，将其前言和引言删除。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以利于实际的

操作，增加和修改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用垂直单线标识在所涉及条款的页边空白处。具体内容如下：

———扩展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加了阴极和阳极生块；

———圆片厚度范围由原来的２．０ｍｍ±０．５ｍｍ改为（２．０ｍｍ～５．０ｍｍ）±０．５ｍｍ；

———推荐使用Ｋ型（如ＮｉＣｒＮｉ）热电偶；

———增加氩气为测定用隋性气体；

———ＩＳＯ１４４２８：２００４中的“６．２校准样品的制备”部分的内容归入本部分“４仪器”中；

———为提高检测效率，校准次数由３次改为１次；

———采用更简单明了的膨胀／收缩Δ犔（犜）曲线示例图；

———删除了ＩＳＯ１４４２８：２００４中４．８和４．１０。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素梅、吴燕、曾萍、白强、吴安静、李兴钢。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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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２１部分：阴极糊

焙烧膨胀／收缩性的测定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铝电解用阴极糊（冷、热捣固糊）焙烧时膨胀／收缩性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铝电解用阴极糊（冷、热捣固糊，以下简称阴极糊）焙烧时膨胀／收缩性的测定。也可

用于阴极和阳极生块焙烧时膨胀／收缩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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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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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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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ＹＳ／Ｔ６２．４　铝用炭素材料取样方法　第４部分：阴极糊

ＹＳ／Ｔ６３．１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１部分：阴极糊试样焙烧方法、焙烧失重的测定及生坯试

样表观密度的测定

３　方法原理

将阴极糊的捣固试样放在加热炉内以３℃／ｍｉｎ升温速率从室温加热至９５０℃，在９５０℃下恒温３ｈ，

测量升温期间阴极糊捣固试样高度的变化，计算从阴极糊非塑性结焦温度起，至９５０℃止（包括整个恒

温期）阴极糊的膨胀／收缩率。

４　仪器

４．１　试样高度测量设备：精度为０．１ｍｍ。

４．２　膨胀计：可测量试样高度２×１０
－５倍的变化（如：对于５０ｍｍ高度的样品，可测量出１μｍ的高度

变化），膨胀计应由推杆和同样材质（宜使用透明石英材料）的外套管组成（示意图见图１）。膨胀计上的

伸长计接触力不超过２Ｎ，应垂直测量膨胀／收缩的变化。测量过程中应当避免在温度区间２０℃～

９５０℃内发生任何不可逆变化。

４．３　圆片和外套管（宜使用透明石英材料）：圆片与试样的尺寸相同，厚度为（２．０～５．０）ｍｍ±

０．５ｍｍ，直径误差为±０．１ｍｍ。外套管侧壁和试样之间的间隙应在２ｍｍ～１０ｍｍ之间。

４．４　填充料（碳粒）：填充在试样与套管之间，用于在加热期间支撑试样，填充料的颗粒尺寸应小于

１ｍｍ。可选用电煅无烟煤或石墨作为填充料。

４．５　加热炉：可加热至９５０℃。试样高度上的温度梯度小于１０℃，温度控制装置可以达到升温速率为

３℃／ｍｉｎ的要求。

４．６　温度测量装置：即热电偶，Ｋ型或Ｓ型（例如：ＮｉＣｒＮｉ或Ｐｔ／Ｐｔ１０％Ｒｈ），在２０℃～９５０℃范围内的

测量误差为±２℃。

４．７　载气（或惰性气体）：氩气或氮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

４．８　校准样品：经国际标准化组织或权威认证机构认证合格的校准样品，外形和尺寸与检测试样相同。

推荐使用透明石英校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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