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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差扫描热量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的、使用中和修理后的,温度范围从室温到700℃的示差扫描

热量计 (differentialscanningcalorimeter,可缩写为DSC)的检定,也适用于差动热分析

仪或与热天平分析仪联用的示差扫描热量计的检定。

一 概  述

示差扫描热量计又称差示扫描热量计,是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输入到被测物质

与参比物之间的功率差与温度的关系。根据测量方法不同,可分为功率补偿型示差扫描

热量计 (powercompensationDSC)和热流型示差扫描热量计 (heatfluxDSC)。
功率补偿型示差扫描热量计的结构原理是试样和参比物分别具有独立的加热器和传

感器。采用两个控制系统进行监控,其中一个控制温度,使试样和参比物在预定升温或

降温的速率下;另一个用于补偿试样和参比物之间产生的温差。通过功率补偿使试样和

参比物的温度保持相同。
热流型示差扫描热量计的结构原理是试样和参比物放在可以进行程序温度控制的同

一加热块体中,利用底部的金属板传输热量到试样和参比物,通过试样池和参比池底部

的热电偶监测它们的示差温度,样品温度由测温元件直接监控。

二 技 术 要 求

1 外观要求

1.1 示差扫描热量计 (以下简称仪器)外观整齐、清洁,表面涂、镀层无明显剥落、
擦伤及污垢。面板上温度、时间等数字显示清晰。

1.2 仪器应有铭牌,标有名称、型号、制造厂名、出厂编号等。

1.3 仪器所有紧固件不得松动,各调节旋钮、按键和开关均能正常工作。

2 技术指标

2.1 新制造的或进口的仪器,其温度范围、量热范围、基线噪声、基线漂移、温度、
热量误差等的检定均应符合技术说明书的要求,其余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2.2 使用中和修理后DSC的检定均应符合表1的技术指标。

三 检 定 条 件

3 检定环境

3.1 环境温度:15~30℃,温度波动幅度≤1℃/h,仪器附近不应有气流及热源,不

受阳光直接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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