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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年来，在固结磨具用磨料微粉粒度组成、标记与检All方法原国家标准中，一直延用w系列和显微

镜法。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工业先进国家标准极不协调、相差甚远。因此，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磨料微粉产

品质量的提高、出口创汇和国内外技术交流 为了尽快改变以上不利局面和被动状况，尽快提高我国磨

料微粉产品质量，同时按照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原则，对 GB 2477--83&磨料粒度及其

组成》和GB 2481-83(磨料粒度组成测定方法》中的微粉部分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 8486-2:190K固结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 第 2部

分:微粉F230-F1200))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 2477-83和GB 2481-83中的微粉部分。本标准的粒度分级

标记、粒度组成以及检测方法与原标准截然不同:粒度分级标记由原标准的W系列(W63̂  WS共9个

粒度号)改为F系列(F230-F1200共11个粒度号);粒度组成由原标准控制“最粗粒，’、“粗粒”、‘基木

粒”、“混合粒”、“细粒”等，改为控制粒度组成曲线的d�,d,。和d,、或d,二三点;粒度组成的检测方法由原

标准的显微镜法，改为沉降法仁沉降管法(美国沉降仪法)或光电沉降仪法〕

    GB/T 2481-1998总标题为:固结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并由以一「部分组成:

    第1部分:粗磨粒F4-F220

    第2部分:微粉F230-F1200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都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贵起草单位: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参加起草单位:四砂股份有限公司、白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砂轮厂建欧联营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傅凤理、包华、丁建平、陈德光、吴宝姬、张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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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家标准团体((ISO成员团体)构成的世界范围的联合机构。国际标

准的制定工作通常是通过ISO技术委员会进行的。对某一专业感兴趣的每一个成员团体有权参加该专

业的技术委员会。与ISO有联系的政府或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也参加其工作 IS()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在所有的电工标准化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

    技术委员会采用的国际标准草案经成员团体投票 参加投票的成员团体至少有75%同意，该标准

才能作为国际标准出版

    国际标准ISO 8486-2是由ISO/TC 29(小工具技术委员会)/SC5(磨料磨具分委员会)制定的

    ISO 8486总标题为“固结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并由以下部分组成

    — 第1部分:粗磨粒F4̂  F220

    — 第2部分 微粉F230-FI200

    ISO 8486本部分的附录 A附录B和附录C仅供参考。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国 家标 准

固结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

第2部分:微粉 F230-F1200
    GB/r 2481.2-1998

egrISO 8486-2:1996

Bonded abrasives-Determination and designation

          of grain sim distribution-

        Part 2:Microgrits F230 to F1200

代替GR 2477 83部分
    GR 2481-83部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刚玉、碳化硅微粉(F230-F1200)的粒度组成、粒度标记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固结磨具和一般工业用途的微粉，从固结磨具回收的微粉，以及用于抛光的松散

微粉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481. 1-1998 固结磨具用磨料 粒度组成的检测和标记 第 1部分:粗磨粒F4̂  F220

3 定义

    GB/T 2481. 1-1998 第3章中给出的定义以及 「列定义均适用于本标准

3.1 微粉 用沉降法检验其粒度组成，不粗于F230粒度号的磨粒。

4 粒度组成与粒度分级

4， 粒度组成

    微粉F230-F1200的粒度组成根据下列准则确定

    a)在粒度组成曲线的3%点处，其粒径(理论粒径)不得超过d,的最大许可值;

    b)在粒度组成曲线的5。%点处，其中值粒径(理论粒径)必须在规定的d,允许范围内;

    。)在粒度组成曲线的94/95%点处，其粒径(理论粒径)必须达到d, 的最小许可值

    此三条准则必须全部满足。规定值见表1(适用于光电沉降仪，对应十 94 值)和表2(适用于沉降

管粒度仪，对应于95%值〕

4.2 粒度分级

    "F'微粉系列分为11个粒度号。即F230,F240,F280,F320,F360,F400,F500,F600,FBOO.FI000,

F1200(见表 1,表 2)

    本系列与"F'，系列粗磨粒的最细粒度号F220(63 p-)衔接，并采用同样的公比，即了万

5 F230-F1200微粉的检k9

5.1 总则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 1998-11-18批准 1999-09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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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粉F230-F1200的检测用沉降法进行

粒度组成的检测准则:

a)粒度组成曲线3%点处的理论粒径(d.,值)

b)粒度组成曲线50%点处的N论粒径(d.值)

c)粒度组成曲线94/95%点处的理论粒径(d, 值)

表3、表4给出了允许偏差

                  表 1  F230-F1200微粉的粒度组成(光电沉降仪)

粒度标记 d.最大值，Nm d.粒度中值，}.m d.最小值，vm

F230 62 53士3.0 34

F240 70 44.5士2.0 28

F280 59 36.5士1.5 22

F32O 49 292士].5 16.19

F360 40 22.8士1. 5 12

F400 32 17. 3士1.0 8

F500 25 12. 8士1.0 5

F600 19 9.3士1. 0 3

F800 14 6. 5士1. 0 2

F10o0 10 4. 5士 0.8 走

F 1200 ? 3.0士0.5 I(80%处)

表 2  F230-F1200微粉的粒度组成(沉降管粒度仪)

粒度标记 d.最大值，lam d,粒度中值，Nm d.最小值,km

F 230 77 55. 7士3. 0 38

F240 68 47. 5士2. 0 32

F280 60 39. 9-1. 5 25

F320 52 32. 8士1. 5 19

F360 46 26.?士 1 5 l4

F400 39 21. 4士1. 0 10

F500 34 17. 1士1. 0 7

F600 30 13. 7士1. 0 4 6

F800 26 11. 0士110 3 5

F1000 23 9. 1士U S 2 4

F1200 20 76士0.5 2. 4(80Y处)

注:这些数值是以ISO循环试验为依据，通过以下算法计算出的

    光电沉降仪(二)对沉降管粒度仪(YI的转换系数

    d，值 y=0.760m+15.1       K"=0.999 7

    d 值 y =0.961x+4.8       K=0. 999 2

    d-r,.,值 y--1.090a+1. 3      K=0.999 7

DK是通过置信区间范围验证为线性关系的相关系数。

3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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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1变标记

表 3

表 4

因测试技术误差的允许偏差(光电沉降仪)

                      允 许 偏 差 值

J.nl { J ，。m J闷性、件m

F23咬}

FZ盛0

F艺8〔J

F32O

F360

F4O自

月 3 5 十 2 马

斗 2 5

F50O

F侣公0

F召00

P IOOO

F 1200

+ 0 5

因测试技术误差的允许偏差(沉降管粒度仪)

粒度标记
允 许 偏 差 值

d引手尸jn 汉巧。，严m �一
F230

十]5 十15 l 与

F24O

F28O

十15 士10 1 5

F320

F36O

F牛00

FSOO

一 土 0.8 一 1 5F60O

P80O

FI000
十 1 5 士 Q.5 1 5

1矛120门

5.2 检测方法的标记

    微粉F230~F12。。检测方法的标记应包括指明所使用的测量仪器

    一一检测F微粉一光电沉降仪;

    — 检测F微粉一沉降图像系列;

    一一检测一F微粉一沉降管粒度仪;

    — 检侧F微粉少‘其他”

53 检测方法

    检测方法以F微粉校正砂，’为基准

    每份F微粉校正砂均附有粒度标定值。所测值应以校正砂的标定值为基准进行校正。

    不同的测量仪器，检测结果会有偏差。但可以通过转换系数进行换算(见表2注)

1〕沉降管粒度仪、光电沉降仪以及F微粉校正砂可与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联系购买。本信息是

  为使用本标准的用户提供方便，井不是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该产品的认定。能得出同样结果的等

  效产品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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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样品制备

    检测前，样品应在 6000c士20℃下加热至少10 mm。并用超声波方法分散处理 5 min  o

5.5 检测步骤

    应按照所用仪器的说明书进行检测。

5.6 评价

    若样品的d�,d,和d, 值在表工或表2的允许范围内，则符合本标准

    由于侧试技术的误差，检测结果应有允许偏差。根据ISO循环试验的标准偏差而确定的允许偏差

值列于表 3或表 A中

    微粉产品的粒度组成允许值，应为表1和表2之值加上此偏差

6 测t仪器 技术说明与测皿方法

6.1 总则

    本章说明光电沉降仪和沉降管粒度仪的使用方法 这两种仪器用干检测制造固结磨具和以松散磨
粒形式进行抛光的F230-F1200刚玉和碳化硅微粉

62 光电沉降仪

    光电沉降仪主要组成

    a)带有一个水套并具有高透光度的沉降管(国筒测量容器)，通过温度调节器使其溢度稳定在20c

士0.sC:

    b)光源 其发出之光束，穿过沉降管履射在光电管上;

    c)电流计 记录测量过程的任意时刻照射在光电管上的光强度及沉降管吸收的光量:

    d)沉降管高度调节装置 使光束限定在最大沉降高度<h_=10 cm)内

    光电沉降仪的沉降装置结构原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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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 位

O
工W
V
切
0

                1一外壳(不透光1,2-热水套;3 光束11 : 4 偏光梭镜;5-沉降管(圆筒测量容

                器)岁6一容器调节螺丝;7-热水套的玻璃水道;8一光电管;9 光电管转换器;

                              10-屏蔽;11 热水套进水口:12 带有狭缝的屏蔽

                            图上 光电沉降仪的沉降装置结构原理

6.2门 实验配备

6.2，，.1 沉降介质

    以电导(5 PS的蒸馏水或蒸馏水与1.2一乙二醇(甘醇)的混合液作沉降介质 某些情况下可添加二

磷酸四钠作为分散剂

    不同粒度的刚玉和碳化硅所用的沉降介质及分散剂的浓度列于表50为了达到测量标准，混合液必

须具有表 5规定的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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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刚玉与碳化硅粒度检验用沉降介质与分散剂

粒 度 号
沉 降 介质

  (20C)

2磷酸4钠分散剂 目L

刚 玉 碳化 硅

F230 1,2一乙二醉95

粘度 15. 2 -P.·:密度1.107 g/cm3
0.2 0.2

F240

FZ80

一1,2一乙二醉74%

  粘度7. 7 mPe‘，

_密度1.的]g/cm

0. 2 0.2

F 320

F360

F400

F500

一蒸馏水

电导G5 PS
0.牛5

0.2

F600
0. 1

F800

F1000 蒸馏水

电导蕊5 (.S
0. 45 不添加

F 1200

6.2.1.2 沉降介质的校准

    燕馏水一1,2乙二醇沉降介质的粘度必须用粘度计精确校准。粘度值的允许偏差不得超过表5规

定值的士0.1mPa"so

6.2.2 样品制备

    检验前祥品应于 600℃士20℃下加热至少 10 min 用超声波方法对样品分散处理5 min以消除结

团.

6.2.3 检测步骤

6.2.3.1 零点调节

    首先，光束开关置于关位置.然后利用“光值校准”旋钮微调光点，直到光点对准刻度盘左端的零点

6-2.3.2 空白值的调节与校准

    将纯净的沉降液注人测量瓶一半以上，并置入定位装置，使上金属屏蔽板边缘位于瓶体高度刻度尺

的10 c二处。然后，光束开关置于开位置

    此时光束须通过纯净的沉降介质而不受液面阻碍

    光路置于开启位置，用“校准刻度盘右端”旋钮，使光点指示器的中线置于0(顶点)或100(底点)

    用类似方法调节刻度盘左端。光路关闭，用“校准刻度盘左端”旋钮调节至山(顶点)或O(底点).必

须重复调节刻度盘左、右端的值。记录下分档开关的位置作为“清零值”。

    将沉降液充满测量瓶至顶部标记处，校对清零值。

6.2-3.3 测定

    将待检磨料(分散处理过的样品)全部倒人测量瓶内，小心摇动后，会有1. 3-1. 7的初始消光。须避

免气泡

    用橡皮塞塞住测量瓶，然后通过温度调节器控制的循环水加热至20℃士0.5C，至少保持10 mm

    开始测量前，将测量瓶18。左右翻转2 min(每minl。次，不必摇动)，使侧量瓶中之物均匀 此时也

应避免有气泡。

    然后，将测量瓶置于检测仪器中。开始测量

    按照表6第2栏给出的时间间隔，读出并记录消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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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粒度为沉降时间与沉降高度的函数

1 2 3 4 5 6 7 8

粒 度(理下仑粒径 e)

    沉降时间

  。1·} -

沉降高度

      Cm

9m

      刚 长

厅22-再

一’4%'0m
1,2一乙二醉

  95y''

      Ym

0m

  碳 化 招

1,2一乙二醉

  7i%0

      产m

毛

    1.2一乙二醉

      96%'

          拟n

0 21 10 54 5 63. 2

0 30 10 45. 6 128.6 52.8

U 42 1O 38. 5 108. 7 44.7 126.8

1 00 10 32. 2 90.9 127.5 37.4 106.1

1 Z5 10 公了.1 76.4 107. 5 31.4 89 上 125 0

2 00 10 22. 8 64.3 90.1 26. 4 75. 0 1053

2 50 10 19.1 54 0 75 了 22 2 63 0 88 咨

4 0O 10 16.1 45. 5 63.7 18. 7 53 0 74. 4

5 40 10 13 5 38.2 53. 6 15 ? 44.6 62. 5

8 O0 10 11.4 32. 1 45 1 ]3 2 37 5 52.6

11 2O 10 9. 6 27.0 37 9 11. 1 31 5 走4.2

1巧 00 10 8.1 22. 7 31.9 9. 3 26 5 37 2

16 00 7.95 6.8 19.1 26. 8 7. 9 22.3 31. 3

20 0O 6.25 5.7 16. 1 22.5 6 6 18.8 26.3

22 0O 4. 85 屯 8 L3 5 18. 9 5 6 15 8 22 1

24 00 3 75 4. 0 11.4 15 9 4.7 13.3 上8.6

26 00 2.90 3.4 9. 6 13. 5 4.0 11.2 15.7

28 00 2 20 2 s 8.1 11.3 3t3 s. a 13 2

30 OO 1. 65 2 4 6.7 9 5 2. 8 7. 9 11.0

a8 2O 1.50 2 0 5. 7 8. 0 2.3 6.6 9 3

5a 20 t. s0 a. e 6 7 2.0 5 右 a. 8

1)见表 5。

    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消光会趋近常数，与样品的粒度组成有关 测量点之间0. al消光单位的微小

误差可以忽略不计。磨料颗粒沉降的真正开始由光强度的增强指示.

6. 2.4 评价

    在粒度分级适当的情况下，由斯托克斯(Stokes)定律和朗帕特一贝尔(Lambert-Beer)定律导出的以

下计算方法，可得到满意结果。

    由此，磨粒的质量百分含量与连续测量的消光差和磨粒直径乘积成正比

    表7的第1栏是沉降时间，第2栏是沉降高度

    第3栏至第8栏是根据斯托克斯定律计算出的粒度，与刚玉、碳化硅磨粒在三种沉降介质中的沉降

时间与沉降高度相对应

6.2.4.1 粒度组成的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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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项目按附录A(提示的附录)的格式列表:

    a)读数时间;

    b)沉降高度

    e)光点校正分档开关位置;

    d)消光读数;

    e)粒度。

    表7中列出了约13 t- 的碳化硅粒度检验的计算实例 在此例中，用电导镇5 PS的蒸馏水与每升

水含。.2g二磷酸四钠的溶液混合作为沉降介质(见表5,F500的碳化硅)。

    表7第7栏中的粒度值引自表 6第6栏

    一一读出的值应记入表7的第 3、第 4栏;第5栏为消光值经清零值修正后得出的值;

    — 第6栏为第5栏中两个连续数值之差;

    一一第8栏为第6栏与第?栏之乘积，并计算总和

    — 第9栏为第8栏占其总和的质量百分数

    — 第10栏为第 9栏数值的累计值。

    从表7的第7栏与第 10栏得出粒度组成。测得值可绘成图

    如果用光电沉降仪测量较细的微粉(该仪器沉降时间只对应到2r-的理论粒径)，由于尚有一定

比例的微粉没有完全沉降而存在残余消光，则应按以下方法计算:

    校正后的剩余消光值(第5栏)转入第6栏的下面一行，并与属于最后行(38 min20。或 54 min20s)

剩余消光的理论粒径<2 km)的一半相乘。

    照上面所述的方法计算第9栏与第10栏的值。

                        表 7 粒度中值约 13 um的IN 1Y, b# 0度检fd计算实例

1 2 3 4 5 6 7 8 9 1O

沉降时间 沉降高度

      Cn l

分档

开关

位置

i肖光
修正消光

  之差

wm

修正消光

差X粒径
质量

  肠

累计

质 量

  %读数 修正值m ln

  一一 10 7 0.62 今牛.7

1 00 10 7 0. 64 37.4 一一
1 25 10 7 0. 64 31.士 一}一
2 00   一   一}0.61 }26. 4 }
2 50 10 7 0.62 1. 62 22. 2

4 。。一{ 7 0.52 1.52     }18. 7 1.87 10.2 10 2

  一}4。一{1。 一} 0. 29 1 29     }15. 7 3 61 ，9，一29. 9
8 00 一1。 一} 0.20 。。。}     I13. 2 4.49 24 6 54 5

11 2O 一1。 一} 0. 10 0.60 0 35 11. 1} 3 89 2工 3 75. 6

16 00   I一1。 一} 0.13 0.38 0 22 9.3}2. 05 11. 2 87.0

18 00 7. 95 3 0. 24 0.24 0. 14 7.9 1. 11 石 1 93.1

20 00 G 25 3 。15一}。，5 0. 09 6 6 0.59 3 2 96. 3

22 Oo 4.85 3 0.11 0.11 o. 04 5 6 0.22 1.2 97.5

24 00 3. 75 3 0. 09 0.09 0. 02 车 7 0.09 0.5 98.0

26 00 2. 90}一 {一。 一 0 0 09 4. 0 0.36 2. 0 100

合计 18.2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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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中累加之和限于2km 如果94 Y,点处的粒径值小干2w.，则应表示出2 W- 粒径所对应的2{

分值.而不是94%的值。

    因此 .此实例 中的碳化硅微粉包括

    a) 10.#%的量大于 18.7 =m;

    b ) 29. !'的觉大于15.7 1- .以此类推;

    c) I 的ii'大于 4 }m

    用表 7中第7栏和第10栏的值可绘出粒度组成曲线

    为了确定d,,值，应将初始测量值(本例中为10.2%的质量含量与18. 7 km粒径)与表7第7栏给出

的 F一个较高粒径值用直线连结起来。与3%线的交点即为d,值

    i 转动光点校正的分档开关，可从较低和更精确的刻度读出高消光值

    每 一档相当 。25的消光值。例如转动开关至 5档 ，可读出精度高于 。.12的消光值 1.37(5X0.25

=1. 25,1. 37一 1. 25= 0. 12)

    分档开关的 3档(表 7第 另栏最后一行)表示测量瓶加沉降介质的清零值。因此需在第 4档加 ()25.

在第 5档加 。.5，第 6档加 0. 75,第 7档加 〕，以得出第 5栏中的消光值

6.2.4"2 绘制粒度组成曲线

    样品的质量百分含址(纵坐标)对应粒径(横坐标 )，绘制粒度组成曲线

    可用对数坐标纸绘制粒度组成曲线 (见图 2实例 )

6.2.4. 3 粒度组成曲线的评价

    从粒度组成曲线读得样品 3万,3}050/和 94%处的 d 值。本实例读得的相应值如下

    d�,:21.3fern

    d.:玲 6pm

    d.~<:了6t-

    所得数值须利用 F系列微粉标准砂的校正值进行校正(见 6.2.4.4 ) e校正后的数值应在表 1规定

的允许限度内

6.2.4.4 粒度组成的校正

    方法原理是将 F微粉校正砂标定的粒度 中值 (d,值 )与在实验室用 自己的仪器测得 的粒度中低

比较

    将两个值的代数值差加到样品的3%、5。%和 94/95'/0值上。

    应用方法 :

    a)测定F微粉校正砂的d.值，计算标定值与此值之差各

    b)测定样品的d,:< I d,和 姚 值 ，并加上 a)所得到的代数值差。

    。)将校正后的测里结果与表 1中数值比较

    举例

    SiC F240.d.值 :

    一一 校正砂;

    校A -砂标 'L的d�位                   44.9p-

    测得的d,值 42.3dam

      羞 + 2. 6 Wm

    — 样品:

    测得俄 42.8r,m

    川1差值 十 262m

      乍羊品校正值 45.4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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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 1，此值在F240d,值误差范围内

令酬掣一一 渊组d-璧1.3,
仁刁才牛曰 叮下目书 仁夕日川 月呼一 千八福j伟jj冬丽石翻石浦今 jj确千石祠 汤摘宇毛未私并川 南 曰注主 主主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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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30   50  60     fl0

125

                      图 2 粒度中值约13pm4}X化硅微粉的粒度组成曲线

6.3 沉降管粒度仪

6.3， 沉降检测

    通过沉降法检测F230-F1200微粉，应使用沉降管粒度仪，从而确定其粒度组成

    侧定原理是确定单位时间内沉降在收集管内悬浮磨料样品的体积并根据斯托克斯定律计算等效粒

径

    粒度组成的判定指标是:

    a)沉降样品的体积达到3%时的粒径(d,值)

    b)沉降样品的体积达到5。%时的中值粒径(d,值);

    。)沉降样品的体积达到95 时的粒径(d,p值)

    表2给出了允许值

6.3.2 检测装置

    沉降管粒度仪由一支长 940 mm,内径20 mm的垂直沉降管构成 外包 水套.以保持与稳定沉降

管内沉降介质的温度

    在沉降管底部固定一有刻度的收集管。整个装置安装在框架上，其底盘装配有水平调节螺丝保持管

垂直(见图3),

    收集管的形状、尺寸见图4。

    为提高沉降体积读数的精确度，建议使用水平光源和一个放大镜 用一台时间打印机使沉降时问的

记录更容易

6. 3. 3 检测配备

6. 3. 3门 沉降介质

    使用含量为 99.5%的分析纯甲醇。

    用6.3.4.13中所述的校正砂校准沉降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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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分散剂

    为1写浓度的EDTA(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水溶液

633.3 校正砂

尺寸单位 mm

出 水 口 _

樱

樱

平

一熟拿

甲醉水平线

  (心貌)

    沉降份

水套

温皮计

0
0
0
1

a禁.,AIC 4)
‘皮环

沉阵离度侧度

橄皮塞于扮扮

垂直调节娜丝

        入

图 3 沉降管粒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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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

2洲热
尸

，YHfa

11一1口一月目
司
日
川1习
-.

刻度与数字为白色

5格刻度线长4 mm

    用校正砂校准整个检测过程11

6.3.d 检沏}

  50个等间距刻度(分度l mm) 分刻度线长3 mm

  分刻度宽0.25 mm

        图 4 收集管

所提供的每份校正砂都附有一张累积体积一粒度组成曲线

6.3.4.1 检测的准备

6.3.4门.1 检测装置的安装

    当安装沉降管粒度仪用作检测装置时，要检查收集管使之处于沉降管的中心位置.由悬挂于沉降管

和收集管顶部的一根垂线来校准。垂线必须同时穿过沉降管和收集管的中心。整个装置用底盘上的调

节螺丝调节

    校准后，水套充满水，以保持沉降管中沉降介质温度的稳定。如有条件，可将水套与温度调节器接

通，以控制测定温度

6.3.4.1.2 检测温度

    2)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备有国产的和进口的微粉枚度校正砂。需要者可联系购买.

      本信息是为本标准用户的方便而提供，并不是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该产品的认定。能得出同样结

      果的等效产品皆可使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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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度检侧应在温度比较稳定的实验室中进行，测定温度一般不应超出15'C -30℃的范围 在同-

次测定过程中，温度波动不得超出土。. 5 0C

    检测温度所对应粒径的确定见 6.3.5.1

6. 3.4门 3 沉降介质的校定

    检测用的甲醇须经校正砂校定 。

    10%,20%,30%,40%,50%各点对应的粒径与校正砂曲线上规定值间的偏差不得超过士1. 0 ,gym,

各点偏差的代数和的平均值不得超过士。.‘Pm

    如果与曲线的符合度不在允许范围内，必须改变沉降介质的密度和粘度，使之得到相符的结果

6.3-4.2 检测步骤”

6.3.4.2.1 沉降管的充液

    将校定过的沉降液注入沉降管至 1 000。。高度(从收集管底部测量)。至水套内水的温度与沉降

管内沉降介质的温度达到平衡方可进行检测。

6.3.4. 2.2 样品制备

    检验前，样品应加热至 600℃士20'0，至少保特 10 min,

6.3.4.2.3 样品分散

    将沉降后能在收集管中存留20-25格高度的样品量置于试管中，碳化硅约 1. 6 9,179玉约2. 2 9

    将 15 mL沉降介质与待沉降样品一起放人试管中，并滴人三滴分散剂.用超声波分散处理样品

5 min，以消除结团。磨料在沉降介质中保留至少 10 min,在此期间应充分摇动试管几次。试管中介质的

温度与沉降管中介质的温度应达到一致.

6.3-4-2.4 导入沉降管

    将一合适漏斗放在沉降管上。充分摇动含有样品与沉降液的试管至少30 s,随之将试管中的混合

物沿着漏斗斜面倒人沉降液中。

    随即，迅速将漏斗拿离沉降管，避免任何残留物滴入沉降管而改变检测结果

6.3.4.2.5 测量开始

    倒入的同时开始测量(计时)

6.3.4.2.6 测量值的记录

    最先的连续颗粒流到达收集管底部的时间，即是粒度组成曲线的起始点。注意检查有无结团

    最大粒尺寸的侧定时间，是在第1颗颗粒(连续颗粒流)到达收集管底部的时间

    注意观察沉降着的颗粒 并连续记录沉积的颖粒表面达到收集管分刻度线的时间(读数不得有视

差)。

    所有的颗粒全部沉降，即沉积高度不再变化，也就是测量的终点

    每次记录沉降柱高度之前，用笔轻轻地敲击收集管底部的橡皮塞，以使沉降柱的上表面平齐，便于

准确读取沉降柱高度。但不得敲击收集管本身

    沉降过程中若观察到颗粒结团现象，表明样品未充分分散处理.需重新分析

6.3.5 评价

6.3.5门 方法原理与计算式

    本测定方法以斯托克斯定律为理论依据。

    3)检测步骤的记录、数据处理及绘制曲线等，有条件的尽量采用计算机处理，可以简化操作手续，提高检测速度、缩

      短检测时间。郑州三磨研究所备有MJc一B型沉降管徽粉粒度测定数据处理仪，需要者可与全国磨料磨其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联系购买

        本信息是为本标准用户的方便而提供 并不是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该产品的认定。能得到同洋结

        果的等效产品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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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一I.,/ 1801L
-- 一 'V 60gt(p一洲) (1)

式中:d- 颗粒直径,;am;

      7— 沉降液的(动力)枯度,Pa·5;

      L- 试料沉降高度,cm;

    B- 重力加速度,980 am/s';

    p— 试料颗粒密度,g/cm';
    P— 沉降掖密度，g/cm';

      t— 试料沉降时间，min,

    对于给定的沉降液、试料种类、温度、设备和测定地点，7.L.g.p.p'各项均为常数，则式(1)可以写

成:

‘一k

，一(k )'d

..· ··，二”‘⋯ ”“，”。，，二 ，...···⋯ (2)

或写成 :

其中:

(3)

            *一10',J丽;      18'O7L980 " (p - P') " 60··········“·”·”“一 (、)
6.3.5.2 粒度的确定

    用附录 s(提示的附录)的格式记录为好

    — 第1栏:沉降高度h，用收集管上的刻度表示;

    — 第2栏:沉积样品的体积百分含量;

    — 第 3栏:沉降时间勺

    — 第4栏:样品的粒径d,

6. 15. 3 粒度组成曲线的绘制

    沉降样品的体积百分含量(纵坐标)，对应于根据 6.3.5.2确定的等效粒径d(横坐标)，绘出粒度组

成曲线(见图5、图6、图7),

    可用毫米坐标纸绘制粒度组成曲线(见图5)。采用对数概率坐标纸更好(见图6.图7)用这种坐标

纸，由少数几个测量点就可以描述出测量结果(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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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线性坐标纸七绘制的粒度组成曲线 测量位及允许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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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概率坐标纸上绘制的粒度组成曲线(与图5实例同)

            测量值和允许界限值《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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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概率坐标纸 仁绘制的粒度组成曲线(与图5实例相同

      但只有较少的测量点) 测量值和允许界限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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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相对于样品总沉积高度h�,

沉积高度

20. 0 20 5

沉积高度为 人时的体积百分含量

      样品总沉积高度 h刹用刻度表不)

〕21. 5  1  22。122:I  23。一 2G 0 21.5 25_0

(用刻度表示)

          1

沉积样品的体积百分含量

;一

23 5

4 3

8.3

  牛.2

  8.3

12 5

16.7

20 8

25 0

艺9.2

33.3

37.5

A1 了

45 8

50. 0

54 2

58. 3

62.5

66 7

7 D. 8

75 0

79 2

83 3

87. 5

91 了

95.8

100.0

  1. 1

  82

12 3

16. 7

20.4

24 5

2s 6

32。7

36 7

40 8

44 9

49. 0

53. 1

57. 1

61 2

65.3

69. 4

73. 5

77 6

81.6

85. 7

89.8

93.9

98.0

100.0

生.0

8.0

12.0

16 0

20. 0

24. 0

8.0

32.0

36. 0

40 0

4牛 0

48. 0

52 0

56. 0

60. 0

64. 0

68 0

72 门

76. 0

80 0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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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朴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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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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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5
一阴

  5 0

10 0

15.0

20. 0

25. 0

30.0

35.0

毛0 0

45.0

50 0

55 0

60.0

GS O

70.0

了5.0

80 0

85. 0

90.0

95.0

100.0

  飞.9

  9 8

14 6

19 5

24. 4

29. 3

34.1

3，.0

43. 9

48. 8

53 7

58.5

63 4

68 3

73. 2

78. 0

83.0

87. 8

92 7

97 6

101, 0

  样品

21.0

  4 8

  9. 5

14.3

  19 0

23.8

28 6

33.3

38.1

42.9

47.6

02.4

57.1

61. 9

66 7

71.4

76.2

81 U

85.7

90.5

95 2

700.0

  4. 7

  9. 3

14.0

1吕.6

23 3

27. 9

32 6

37 2

4l. 9

46 5

51 2

55 8

60. s

65 1

69 8

74 4

79. 1

83 7

88. 4

93.0

97. 7

100.0

  4 5

  9.工

I3.6

78.2

22 7

27.3

31.8

36. 4

40.9

45 5

50.0

54. 6

59 1

63 3

68. 2

72.宁

77 3

81.8

86. 4

s0. 6

95 5

100 门

  4. 4

  8 9

13. 3

I7 吕

22. 2

2石 7

3I. 1

35. 6

40. 0

d4 4

48. 9

63. 3

57 8

6 Z. 2

66 了

71. I

75. 6

ao. 0

84. 4

88 9

93.3

97. 8

】〔〕0 0

60. 9

87.0

46. 8

5上 1

55 3

59 6

63. 8

68. l

72. 3

76. 6

80. 8

85 1

8， 4

93. 6

97. 9

100.0

引
﹂
既

100.0

1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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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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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且

招
-
州

且

巧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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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一玲

别

刽
一跄

别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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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8可以读出与沉降高度人相对应的沉积样品的体积百分含量 例如.若全部样品沉积高度h e.

为24格，那么从表8可以得出结果，n刻度线的沉降高度与全部样品的体积比为45. 8%

6. 3.5.4 粒度分布曲线的评价

    在粒度分布曲线上读出样品3%,50%和 95%体积百分含量的d，值，并与表2中的允许值进行比

较

    如果d.�dso,d.值都在允许范围内 则样品符合本标准。

    当检脸测量结果时，由十测试技术原因，产生偏差是允许的。表4列出的允许偏差，是根据ISO循

环试验的标准偏差确定的，对于微粉产品，表 2列出的允许偏差应加上这些值。

6.35.5 检测刚玉样品的实例

    刚玉粒度检测，沉降介质温度为25 C

    测量并记录第一个连续颗粒流到达收集管底部的时间

    此后 当沉降高度h到达每个刻度线时，都记录下时间 最后，总沉降高度呱 达到24格。测定时间

填入附录 B表的第 3栏

    测量结束，饥降的总高度 h�确定。冉根据由h与h"的比值.分别计算试样的体积百分含量，并填

入附录B表的第2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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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沉降时间代入计”式d-  k，计算出粒径“，并填入表的第‘栏
    根据样品的体积百分含量(表的第2栏)与粒径(表的第 4栏).绘出粒度组成曲线(见图5、图6、

图7)。从粒度组成曲线上找出叭,d"',, (.5三点的粒径值，与表2中的允许值进行比较。

7 标记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刚玉或碳化硅微粉的标记包括:

    。)麟料种类(名称或代号)

    6)粒度标记 由字母0F'与其后的表征粒度的数码组成。

    例如

                                                碳化硅 F800

磨料种

粒爱标

8 包装

    当包装用作固结磨具和自由抛光用磨粒的刚玉和碳化硅磨料时，应将粒度标记如F24。印在每个

最小的包装袋卜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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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用光电沉降仪检测F微粉粒度的计算表格

F23。~F12oo微粉检验

甲涉斗 样品量:_ _ _ __
救J受抓1己 送样日期: _ ___ _ _

送祥编号 送样者:_ _ _

分户哭， __ _滤光镜」切。一600n。 清零值 狭缝:3mm
沉降液 粘度 _ 温度 即e

备注: 成 :—

                          鲡— 一                                                                                                  d，酬:—

1 2 3 生 6 8 g lO

翼悠
沉降

高度

  Cnl

羹篡警 消 光 箕光黛}、径
修止消光

兼 丫粒布毛

{
  质 量

      踢

攀计

质量

  %读取值 修正值

0 21 lO
丐— — —

{

0 30 lO

0 42 l0

r — 一 一

}

1 OO 1O
一{ {

了一— 一— 一 一

}

工 25 {1。 �}
2 O0 l0 } 一 一 仁
2 6O 1G 一一 一 一 } 一
4 } 1O 一一 一 �{
5 4O 1O 一{ 一
8 OO 1O 一} �一
1l 20 l0 }
1弓 0O 一1。
18 00 7.95

卞一一 一 一

I

l

20 OO 6.25 }
22 。。一一、.o5
2生 。。一一375
26 OO 2 90 一 { 一
28 00 :.20一}
30 OO .5:一} {
38 2。一一1.5。 �{
6魂 2O 1 50

合 1{

检测日期， 检测员 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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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日

              (提示的附录)

用沉降管粗度仪检测F徽粉粒度的记录表格

测 定 条 件
沉降柱高度fi

    (格)

体 积 比

    (%)

沉降时间t

      1】lln

粒 径 d

    pm

样品名称 0

粒度号 0.5

样品产地 1

送样单位 2

送样时间 3

送样编号 O

分析编号 7

试徉重 10

室 温 13

水 温 16

试样处理 18

试样比重 P 22

沉降液比重P 23

沉降液粘度7 24 }

募k=100}} 1806980X 'Y      (p-P') X60
v}d一         k}    d= 一圈’

25 {
26

27

28

备

注

29

30

测定日期 仪器号 测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