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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１６４９《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第２部分：动态图像分析法。

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１６４９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３３２２１：２００４《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１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英文版）。

本部分与ＩＳＯ１３３２２１比较，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在附录Ｂ中增加了两档放大倍率，使测量范围拓展到纳米级。

———４．２条制样方法的内容从正文移至附录Ｆ（资料性附录），并增加Ｆ．５“支持膜法”。

———对范围进行了修改。

———对术语、缩略语、定义与符号进行了修改。

———对公式（４）进行了修改：

犘ｉ＝
（犣１－犡Ｆ１）（犣２－犡Ｆ２）

犣１犣２

　　———将ＩＳＯ１３３２２１６．３．６．１条中示例改写为“检定过的标准格栅或粒度标准物质”。

本部分相对于ＩＳＯ１３３２２１：２００４删除的内容如下：

———删除５．２条中内容重复的ｂ）、ｃ）、ｄ）、ｈ）。

———将一些适用于国际标准的表述改写为适用于我国标准的表述。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筛网筛分和颗粒分检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６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钢铁研究总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素红、邹涛、陈萦、卢庆新、郑毅、方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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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采用图像分析法测定粒度时，本标准旨在对测试方法以及适用范围提供指导。

图像分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分析各种性质的可成像材料。因而，当采用图像分析法测定粒度时，本

标准仅限于规范该技术，并给出标准适用范围，而不是提供精确的标准方法。

本标准包括了用检定过的标准格栅、粒度标准物质来标定验证的方法。通过测量已知尺寸的格栅

或颗粒可以合理地计算出由设备引入的系统不确定度。

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标准推荐了一种有关颗粒数量分布的准确描述，并提供了一个分析

平台。

采用显微镜法测量粒度分布简单直接。但由于该技术仅测量样品的一小部分，为了保证分析结果

具有代表性，建议将原始样品分成若干份，测量其中的三份或更多份。如采用狋检验法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可以知道测量的样品是否真实地代表全部原始样品。

从样品细分到得到最终结果的分析过程中，每一步产生的误差累计到总的测量不确定度中。估计

每一步产生的不确定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标准的适当位置给出了说明。

由于仪器的测量范围不同，制样技术各异，在此没有给出统一的制样方法，采用其他方法不会影响

数据的有效性。然而，为了保证所做的测量与本标准一致并能够溯源，还是规定了一些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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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１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１６４９．１的本部分规定了利用静态图像分析法测定颗粒粒度分布的方法。本部分适用于测

定能够从显微镜中获得图像的颗粒的粒度分布。

本部分测量的颗粒尺寸范围是小于１０∶１的窄分布。为了获得可重复的体积平均直径，对符合正

态分布的、标准偏差为１．６的分布，需要测量６０００多个颗粒。如果要得到可靠的百分数值时，如犇９０或

其他百分数值，则必须至少测量６１０００个颗粒。详见附录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１６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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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９２７６１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示　第１部分：图示表示法

ＩＳＯ９２７６２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示　第２部分：由粒度分布计算平均粒径／直径和各次矩

３　术语、缩略语、定义与符号

３．１　术语、缩略语与定义

３．１．１　

　　视场　狏犻犲狑犳犻犲犾犱

通过可视设备，如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区域。

３．１．２　

　　测试框　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犳狉犪犿犲

视场内的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中对颗粒进行计数和图像分析。

注：一系列的测试框构成总的测试区域。

３．１．３　

　　二值化图像　犫犻狀犪狉狔犻犿犪犵犲

由一系列数值为０或１的像素构成的数字图像，在可视屏上这些数值通常显示为明、暗两种区域，

或由两种不同颜色的伪彩色图表示。

３．１．４　

　　边缘界定　犲犱犵犲犳犻狀犱犻狀犵

一种判定物体与背景间边界的方法。

３．１．５　

　　欧拉数　犈狌犾犲狉狀狌犿犫犲狉

在二值化图像中，欧拉数定义为物像数减去物像内部孔洞数。它揭示的是一个区域的连通性，而不

是指该区域的形状。

注：在相连区域内的所有点对可以通过一条完全位于该区域内的曲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一个复杂的二维物像

被视为一组带孔洞的连续区域的话，其欧拉数可被定义为：相连区域数减去孔洞数。孔洞数比在物像上的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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