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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1060《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分为以下九个部分:
———第1部分:用碘量法测定硫化氢含量;
———第2部分:用亚甲蓝法测定硫化氢含量;
———第3部分:用乙酸铅反应速率双光路检测法测定硫化氢含量;
———第4部分:用氧化微库仑法测定总硫含量;
———第5部分:用氢解-速率计比色法测定总硫含量;
———第6部分:用电位法测定硫化氢、硫醇硫和硫氧化碳含量;
———第7部分:用林格奈燃烧法测定总硫含量;
———第8部分:用紫外荧光光度法测定总硫含量;
———第9部分:用碘量法测定硫醇硫含量。
本部分为GB/T11060的第8部分。
本部分在起草时,参考了ASTMD6667:2004《用紫外荧光法测定气态烃和液化石油气中挥发性总

硫的标准试验方法》。
本部分与ASTMD6667:2004的主要差异是:
———本部分删去了ASTMD6667:2004有关测定液化石油气中总硫的内容。
———本部分引用标准采用我国相应的国家标准。
———本部分增加了天然气中总硫含量以mg/m3 表示时的计算公式。
本部分由全国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输气管理处、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

院、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卢勇、杨建明、刘鸿、罗勤、刘治华、唐蒙、高洪智、迟永杰、李珍义、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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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
第8部分:用紫外荧光光度法测定

总硫含量

1 范围

本部分适用于天然气中总硫的测定,总硫含量范围在1mg/kg~100mg/kg或1mg/m3~
150mg/m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3609 天然气取样导则(GB/T13609—1999,ISO10715:1997:EQV)

GB/T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计算(GB/T11062—1998,ISO6976:

1995,NEQ)

3 原理

具有代表性的气样通过进样系统进入到一个高温燃烧管中,在富氧的条件下,样品中的硫被氧化成

二氧化硫。将样品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水除去,然后将样品燃烧产生的气体暴露于紫外线中,其中的SO2
吸收紫外线中的能量后被转化为激发态的二氧化硫。当SO2 分子从激发态回到基态时释放出荧光,所
释放的荧光被光电倍增管所检测,根据获得的信号可检测出样品中的硫含量。

警示:过量地暴露于紫外线照射下对健康不利。操作者应避免将其身体特别是眼睛,暴露于直射或

者散射的紫外线辐射中。

4 仪器

4.1 燃烧炉:温度可保持在1075℃±25℃的电炉,足以将所有的样品热解并将硫氧化成SO2。

4.2 燃烧管:石英燃烧管的构造应保证将样品直接注入到燃烧炉内的高温氧化区内。燃烧管应具有侧

管,以便注入氧气和载气。氧化区应足够大(见图1),以确保样品的完全燃烧。图1所示为一个典型的

燃烧管。只要不影响精密度,也可以使用其他形状的燃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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