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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技术内容参考采用ＡＳＴＭＥ５３７—２００２《用差示扫描量热法测量化学品热稳定性的标准试

验方法》（英文版）。与ＡＳＴＭＥ５３７—２００２（英文版）相比，本标准增加了差热分析仪测试化学品热稳定

性的方法。用差热分析仪和差示扫描量热仪协同进行物质热稳定性参数的测量，有助于更准确地判断

物质热稳定性的反应机理。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１３４６４—１９９２《物质热稳定性的热分析试验方法》。本标准与 ＧＢ／Ｔ１３４６４—

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一章的内容（１９９２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３章）；

———修改了仪器参数要求中的程序升温速率，由“２℃／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改为“２℃／ｍｉｎ～２０℃／ｍｉｎ”

（１９９２版的４．１，本版的５．１）；

———增加了“称重天平”仪器的量程和精度要求（见５．７）；

———增加了试验结果的精确度和偏差要求（见第９章）。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３／ＳＣ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迎春、邓震宇、卓萍、龚承先。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４６４—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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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热稳定性的热分析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差热分析仪和／或差示扫描量热仪测量物质热稳定性的试验方法所用的仪器和材

料、试样、试验步骤、试验结果、精确度、安全事项和局限性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一定压力下（包括常压）的惰性或反应性气氛中、在－５０℃～１５００℃的温度范围

内有焓变的固体、液体和浆状物质热稳定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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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４２５—１９８６　热分析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６４２５—１９８６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物质热稳定性　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在一定的条件下，物质不发生焓变（仅适用于本标准，见３．２）。

３．２

焓变　犲狓狅狋犺犲狉犿狅狉犲狀犱狅狋犺犲狉犿

物质发生吸热或放热的任何变化。

３．３

反应焓　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犲狀狋犺犪犾狆狔

用差热分析（ＤＴＡ）曲线或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曲线上反应峰的峰面积值（函数对时间的积分）指

征物质的单位质量反应热，单位为毫焦每毫克（ｍＪ／ｍｇ）或焦每克（Ｊ／ｇ）。

３．４

起始温度　犻狀犻狋犻犪犾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犜ｉ

记录曲线开始偏离基线时对应的温度。

３．５

峰温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狆犲犪犽

犜ｐ

放热峰或吸热峰峰顶对应的温度。

３．６

外推起始温度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犲狓狋狉犪狆狅犾犪狋犲犱狅狀狊犲狋

犜ｅ

峰前缘上斜率最大的一点作切线与外延基线的交点对应的温度。

３．７

起始放热温度　犲狓狅狋犺犲狉犻犿犻犮犻狀犻狋犻犪犾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犜ｉｅ

第一个出现的放热峰的起始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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