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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６４２５—１９８６《热分析术语》。

本标准与ＧＢ／Ｔ６４２５—１９８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和ＧＢ／Ｔ２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１的有关规定和热分析发展的现状，对原标准

重新进行了调整。

ｂ）　修改了热分析的总定义，补充了实验条件（如气氛）和保留原定义中物理性质与温度的关系，

增补了与时间的关系；热分析方法的定义也做了相应的改动，增补了近年出现的一些新的热分

析方法的定义，如：温度调制式差示扫描量热法、控制速率热分析、微区热分析、光照差示扫描

量热法等。

ｃ）　增加了一些热分析术语，如：有关校准、状态调节、热分析实验数据质量标志，以及应用（热焓松

弛、比定压热容、氧化诱导期、相图、纯度测定、非等温动力学等）方面的内容。充分考虑了热分

析发展的现状，如对差示扫描量热法的定义涵盖了热通量型和功率补偿型两种类型仪器并存

的现实；热重法的称谓，仍可使用普遍称呼的热重分析等。

ｄ）　进一步规范了某些热分析术语，如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不再称“样品”，而称“试样和参比物”。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均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树脂

应用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化学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北京市塑料研究所、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化学会化学热力学与热分

析专业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振海、陈海红、韩布兴、陈宏愿、高家武、杨腊虎、任惠敏、尉志武、徐国华、刘雄、

戚名璧、钱义祥、过梅丽、马嘉。

本标准１９８６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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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分　析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分析的定义、热分析方法的分类及相关术语和定义，以及热分析仪器、热分析实验

与技术、热分析数据表达与应用涉及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主要热分析方法（诸如ＤＳＣ，ＤＴＡ，ＴＧ，ＤＴＡ，ＴＭＡ等）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各类

物质（如高分子材料、药物、矿物、含能材料、金属材料、生物制品、食品等）热分析及相关技术的表征，及

与之相关的管理、经营、标准制定等工作。

２　热分析方法的分类

热分析方法的分类见表１。

表１　热分析方法的分类

热分析方法 简称 测量的物理量

热重法

　动态质量变化测量

　等温质量变化测量

逸出气检测

逸出气分析

放射热分析

ＴＧ

ＥＧＤ

ＥＧＡ

质量变化Δ犿

差热分析

升温曲线测量

ＤＴＡ 温度差Δ犜或温度犜

差示扫描量热法

温度调制式差示扫描量热法

ＤＳＣ

ＭＴＤＳＣ

热量犙，热容犮狆

热机械分析

　热膨胀法

　针入度法

动态热机械分析

ＴＭＡ

ＤＭＡ

力学量

　长度变化Δ犔或体积变化Δ犞

模量犌，内耗ｔａｎδ

热发声法

热传声法

— 声学量

热光学法 — 光学量

热电学法 — 电学量

热磁学法 — 磁学量

热重法差热分析

热重法差示扫描量热法

热重法／质谱分析

热重法／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热重法／气相色谱法

微区热分析

ＴＧＤＴＡ

ＴＧＤＳＣ

ＴＧ／ＭＳ

ＴＧ／ＦＴＩＲ

ＴＧ／ＧＣ

μＴＡ

联用技术

　同时联用技术

　串接联用技术

　间歇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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