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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９８４．１—１９９７《气体中微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　第１部

分：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ＧＢ／Ｔ８９８４．２—１９９７《气体中微量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　第２部分：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总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ＧＢ／Ｔ８９８４．３—１９９７《气体中微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　第３部分：

气体中总烃的测定　火焰离子化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８９８４．１—１９９７、ＧＢ／Ｔ８９８４．２—１９９７和ＧＢ／Ｔ８９８４．３—１９９７比较，主要差异如下：

———本标准为将ＧＢ／Ｔ８９８４．１、ＧＢ／Ｔ８９８４．２和ＧＢ／Ｔ８９８４．３三个部分合并而成；

———增加了仪器检测限的确认（本标准的７．３）；

———增加了典型应用实例（本标准的附录Ａ）。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气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道善、陈雅丽、代高立、张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８９８４—１９８８、ＧＢ／Ｔ８９８４．１—１９９７；

———ＧＢ／Ｔ８９８５—１９８８、ＧＢ／Ｔ８９８４．２—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４６０６—１９９３、ＧＢ／Ｔ８９８４．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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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

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气相色谱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氢、氧、氮、氦、氖、氩、氪和氙等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甲烷组分的分项测定，一

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总量（总碳）的测定和总烃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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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７２３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ＧＢ／Ｔ３７２３—１９９９，ｉｄｔＩＳＯ３１６５：１９７６）

ＧＢ／Ｔ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１　气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３　方法提要

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气体中微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

样品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经甲烷化转化器转化为甲烷，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进行测定。转化反应如下：

ＣＯ＋３Ｈ２
３５０℃～３８０℃

Ｎｉ
→

催化剂
ＣＨ４＋Ｈ２Ｏ

ＣＯ２＋４Ｈ２
３５０℃～３８０℃

Ｎｉ
→

催化剂
ＣＨ４＋２Ｈ２Ｏ

Ｃ犿Ｈ狀＋
４犿－狀
２

Ｈ２
３５０℃～３８０℃

Ｎｉ
→

催化剂
犿ＣＨ４

注：Ｃ犿Ｈ狀为饱和烃或不饱和烃。

当分项测定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时，试样进样后先经色谱柱分离，再进入甲烷化转化器转化；

当测定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总量时，样品进样后先经甲烷化转化器转化，再进入色谱柱分

离；当测定总烃时，样品不转化也不分离。

４　材料、设备

载气：氮、氩、氢、氧、空气等均可用作载气。通常，选择的载气与试样主组分相同，例如测定氢中杂

质时可用氢作载气。载气与主组分也可以不同，但试样主组分不应产生大的干扰信号。载气中待测定

组分含量应比试样中该组分的含量低约一个数量级，否则应对载气进行纯化处理。

燃气：高纯氢。

转化气：高纯氢。

助燃气：空气（压缩空气），经分子筛干燥。

标准样品：补充气应与待测样品主组分相同。目的组分含量与待测试样相近，通常为１×１０－６～

５×１０－６（摩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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