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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１００６：２００４《电气绝缘材料　测定玻璃化转变温度的试验方法》。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与ＩＥＣ６１００６：２００４相比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

———对标准主要内容与ＩＥＣ６１００６：２００４的差异的说明。

———在ＩＥＣ６１００６：２００４的５．４条及６．３条中，对标准物质熔点的出处作了标注，并在标准的最后

列出了参考文献，在本标准中删除了这部分内容。

———在ＩＥＣ６１００６：２００４的５．７条中有一条文的注，内容为“根据ＩＳＯ／ＦＤＩＳ１１４０３２
［２］，推荐重新加

热速率为１０Ｋ／ｍｉｎ”，在本标准中删掉该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绝缘材料与系统的评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ＳＡＣ／ＴＣ３０１）。

本标准起草单位：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龙英。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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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绝缘材料　测定玻璃化转变温度的

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固体绝缘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的试验方法的程序。它适用于无定形材料或含

有无定形域的部分结晶材料。在玻璃化转变区域内，这些材料应稳定且不会分解或升华。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玻璃化转变　犵犾犪狊狊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

在无定形材料内或部分结晶材料的无定形域内，材料由粘流态或橡胶态转变成坚硬状态（或反之）

的一种物理变化。

　　注：玻璃化转变通常发生于一个相对狭的温度范围内，类似由液态凝固成玻璃态的过程，但这不是一种一级转变。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不仅硬度及脆度发生急剧变化，而且其他性能，诸如热膨胀系数及热容也发生急剧变化。

这种现象也称为二级转变，橡胶态转变成类似橡胶转变。对于在材料中发生一种以上无定形转变的场合，通

常，把其中与分子主链段运动变化有关的转变或把伴随有性能极大变化的转变看作是玻璃化转变。无定形材

料的混合物可以有一种以上玻璃化转变，每一种转变都与混合物中的单个组分有关。

２．２

玻璃化转变温度　犵犾犪狊狊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犜犵

发生玻璃化转变的温度范围内的中点处的温度。

　　注：通过观察某些特定的电气、力学、热学或其他物理性能发生明显变化时的温度。可以很容易地测定玻璃化转

变。另外，由于观察时所选取的性能及试验技术细节（例如加热速率、试验频率等），观察到的这个温度可能会

有明显差异。因此，观察到的犜ｇ应认为仅是一种近似值，且仅对某一具体技术及试验条件有效。

２．３

差示扫描量热法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狊犮犪狀狀犻狀犵犮犪犾狅狉犻犿犲狋狉狔

犇犛犆

当被试材料与参比物处于程序控制温度时，测量输至被试材料及参比物的能量差与温度关系的技

术。记录的数据即为差示扫描量热曲线，即ＤＳＣ曲线。

　　注：本试验记录为差示扫描量热或ＤＳＣ曲线。

２．４

差示热分析法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狋犺犲狉犿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犇犜犃

当置于同一环境下的被试材料及参比物处于程序控制温度时，测量被试材料与参比物之间温差与

温度关系的技术。记录的数据即为差热曲线，即ＤＴＡ曲线。

　　注１：本试验方法为差热分析或ＤＴＡ曲线。

　　注２：有四个与玻璃化转变有关的特征温度（见图１）。

外推起始温度（犜ｆ），℃———转变曲线上，斜率最大的那个点的切线与外推转变前基线的相交点。

外推终止温度（犜ｅ），℃———转变曲线上，斜率最大的那个点的切线与外推转变后基线的相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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