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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ＧＢ／Ｔ２２９５—１９８０《煤沥青灰分测定方法》和ＧＢ／Ｔ３０６９．１—１９８６《萘灰分的测定方

法》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的 。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２９５—１９８０《煤沥青灰分测定方法》、ＧＢ／Ｔ３０６９．１—１９８６《萘灰分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２９５—１９８０、ＧＢ／Ｔ３０６９．１—１９８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灼烧温度由８１５℃±１０℃提高至９００℃±１０℃；

———煤沥青、改质沥青、固体古马隆茚树脂灼烧时间缩短至１ｈ；

———修改了标准名称；

———仪器和设备增加煤气灯或加热器。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鞍钢新轧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银萍、孙金铎、王伟、王雄、杨金霞、孙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２９５—１９８０；

———ＧＢ／Ｔ３０６９．１—１９８６。

Ⅰ

犌犅／犜２２９５—２００８



焦化固体类产品灰分测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焦化固体类产品灰分测定的原理、仪器、试样的制备、试验步骤、结果计算。

本标准适用于高温煤焦油经加工所得的焦化固体类产品灰分的测定。

注：焦化固体类产品包括煤沥青、改质沥青、精萘、工业萘、压榨萘、固体古马隆茚树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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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０００　焦化固体类产品取样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１　煤沥青实验室试样的制备方法

３　原理

称取一定量的焦化固体产品试样，先用小火加热除掉大部分挥发物后，置于９００℃±１０℃马弗炉

中灰化至恒重，以其残留物质量占试样质量的百分数作为灰分。

４　仪器和设备

４．１　马弗炉：带有调温装置，能保持温度９００℃±１０℃。附有热电偶和高温计，炉子后壁具有插入热

电偶的小孔，小孔的位置应使热电偶的热接触点在炉膛内能保持距炉底２０ｍｍ～３０ｍｍ位置。炉门有

一通气孔。

马弗炉应有一个适当的恒温区，其温度波动不超过９００℃±１０℃。恒温区的温度是在关闭的炉中

用热电偶测定的。带保护管的热电偶每年校正一次。

４．２　煤气灯或加热器：煤气灯或可调电炉等。

４．３　瓷蒸发皿：容积５０ｍＬ。

４．４　干燥器：内装干燥剂。

４．５　分析天平：分度值０．０００１ｇ。

５　试样的采取和制备

５．１　固体试样的采取按ＧＢ／Ｔ２０００规定进行。

５．２　煤沥青试样的制备按ＧＢ／Ｔ２９９１规定进行。

６　试验步骤

６．１　按表１称取一定质量试样（称准至０．０００２ｇ）放在预先灼烧至９００℃±１０℃并恒重过的瓷蒸发皿

中。不同试样的质量和灼烧时间见表１。

６．２　盛样的蒸发皿在煤气灯上（或可调电炉）用小火（以不冒烟为准）慢慢加热，至大部分挥发物挥发

后，放在加热至９００℃±１０℃打开的马弗炉炉门口，待挥发物完全挥发后再慢慢推进炉中，（或将测定

不挥发物后的残余物慢慢推进９００℃±１０℃马弗炉中），按规定时间（见表１）灼烧，取出检查应无黑色

颗粒，在空气中冷却５ｍｉｎ后，置于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量。然后进行恒重检查，每次１５ｍｉｎ，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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