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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５２７５《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预计分为１１部分：

———第１部分：校准法；

———第２部分：容积泵；

———第３部分：（暂缺）；

———第４部分：连续注射法；

———第５部分：毛细校准器；

———第６部分：临界锐孔；

———第７部分：热质传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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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为ＧＢ／Ｔ５２７５的第１０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６１４５１０：２００２《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１０部分：渗

透法》。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气体分析　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渗透法》。

本部分与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增加对试剂和材料的要求（本部分的第４章）；

———将 “方法应用实例”（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的第３章）分成“设备”（本部分的第５章）、“程序”（本

部分的第６章）两章分别进行详细的介绍；

———修改计算方法（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的４．２，本部分的７．１）；

———将“误差”（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的４．１）改为“不确定度”并增加不确定度的计算（本部分的７．３）；

———修改不确定度的来源（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的４．１，本部分的６．２）；

———增加双盘天平连续称量系统的不确定度的计算示例并作为附录Ａ（本部分的附录Ａ）。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气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６）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美兰、梁建平、陈雅丽。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９８５、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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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１０部分：渗透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５２７５的本部分规定了用膜渗透的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制

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的组分的摩尔分数范围为１０－９～１０
－６，其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２．５％。由于在这

样低的范围内要保持校准用混合气体的组分含量稳定不变是困难的，因此校准用混合气体应在临用时

制备，并且输送管路应尽量短。该技术已在制备低含量的校准用混合气体如空气中的ＳＯ２、ＮＯ２、Ｃ２Ｈ６

等领域得到成功应用。

当载气流量测定结果为气体质量流量时，用渗透管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组分的方法即为动态体积

法且该法给出组分的含量为摩尔分数的形式。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５２７５的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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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６１４５１　气体分析　动态容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１部分：校准法

３　原理

校准组分例如ＳＯ２、ＮＯ２、氨（ＮＨ３）、苯、甲苯、二甲苯通过适当的膜渗透到载气流中，即得到校准用

混合气体。将已知纯度的校准组分气盛装在渗透管中，该渗透管置于温度受控的容器中，用流量已知的

并受控制的载气吹扫这个容器。混合气中组分的含量由该组分气体的渗透率和高纯度载气的流量来确

定，该组分气体不应受混合气中的任何其他痕量组分气的干扰并且不应与渗透管的材料起任何化学

反应。

校准组分气透过膜的渗透率取决于组分物质本身的性质、渗透膜的化学特性、结构、面积、厚度、温

度以及校准组分气透过渗透膜的局部压力梯度。这些因素通过适当的系统操作可保持恒定。

将渗透管置于微量天平上，通过连续地或定期地对其进行称量，即可直接测定其渗透率。

４　试剂和材料

４．１　校准用的渗透物质

应选择纯度尽可能高的物质作为渗透物，以避免其中的杂质对渗透速率的影响；如果不可能则应知

道其杂质的含量和性质，并且应考虑这些杂质对渗透率的影响因素。

４．２　载气

应用适当的分析方法对其纯度进行确定，例如，气相色谱分析法（ＧＣ）或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ＦＴ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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