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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１９９５《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熔点测定方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２—１９９５

《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结晶点测定方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３—２００３《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软化点的

测定》、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４—１９８９《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加热减量的测定方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５—１９８９

《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筛余物的测定方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６—２００３《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表观密

度的测定》、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７—１９８９《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灰分的测定方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８—１９８９

《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粘度的测定方法　旋转粘度计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９—２００３《橡胶防老剂、硫化

促进剂盐酸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本标准是由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９整合修订而成。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９的技术性差异：

———本标准中熔点的测定与 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１９９５的差异为：毛细管规格由内径约１ｍｍ改为

１．２ｍｍ～１．４ｍｍ，壁厚约０．１５ｍｍ改为０．２ｍｍ～０．３ｍｍ（本标准中的３．１，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

１９９５中的２．５），分析步骤中，将毛细管中试样由紧缩为２ｍｍ～３ｍｍ高改为３ｍｍ～６ｍｍ高，

由比预测熔点低３０ ℃，并以２℃／ｍｉｎ升温改为由比预测熔点低２５℃，并以３℃／ｍｉｎ升温，

将毛细管的安装情况改为当温度升至比预测熔点低约１０℃方可将装试样的毛细管附着于温

度计上。

———其余项目的测定和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２～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９无技术性差异，只是做了编辑性的修改。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助剂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山西省化工研究所，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秀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９—１９８９，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１—１９９５，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２—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３—２００３，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６—２００３，ＧＢ／Ｔ１１４０９．９—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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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的熔点、结晶点、软化点、加热减量、筛余物、表观密度、灰分、

黏度、盐酸不溶物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橡胶防老剂、硫化促进剂的熔点、结晶点、软化点、加热减量、筛余物、表观密度、灰分、

黏度、盐酸不溶物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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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ＧＢ／Ｔ６０３—２００２，ｎｅｑＩＳＯ６３５３１：

１９８２）

ＧＢ／Ｔ１２５０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ＧＢ／Ｔ６００３．１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ＧＢ／Ｔ６００３．１—１９９７，ｅｑｖＩＳＯ３３１０１：１９９０）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ＭＯＤ）

３　试验方法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所用标准溶液、制剂和制品，均按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３规定制备。使用

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所规定的三级水。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ＧＢ／Ｔ１２５０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３．１　熔点的测定

３．１．１　仪器

３．１．１．１　装置

３．１．１．１．１　电热熔点测定器：如图１所示，尺寸详见图２所示，该测定器中的玻璃管内有１００Ｗ～

３００Ｗ的电热丝，连接在１ｋＶＡ的调压器上。

３．１．１．１．２　安装：如图１所示，向测定器中注入传热液，其液面与扩张部分下缘部分对齐，测定过程中，

应保持全浸式温度计水银球下端距液面约５０ｍｍ，局浸式温度计达到浸没线。

３．１．１．２　温度计：分度值为０．１℃，局浸式或全浸式。

３．１．１．３　辅助温度计：分度值为１℃，使水银球位于露出液面外的温度计水银柱的中部。

３．１．１．４　参考温度计：０℃～２００℃，分度值为１℃。

３．１．１．５　毛细管：长７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内径约１．２ｍｍ～１．４ｍｍ，壁厚约０．２ｍｍ～０．３ｍｍ。

３．１．１．６　投掷玻璃管：内径８ｍｍ，长８００ｍｍ。

３．１．１．７　玛瑙研钵。

３．１．１．８　调压器：１ｋＶＡ。

３．１．２　传热液

根据试样熔点的高低选取。熔点在２５０℃以下时，可选用液体石蜡、硫酸、２０１型１００号甲基硅油

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等。

熔点在２５０℃以上时，可用硫酸和硫酸氢钾（１１＋９）混合溶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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