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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实验室条件 （1）热量计应放在单独的房间内，不得在同一房间内进行其他试验
项目。 （2）测热室应不受阳光的直接照射，室内温度和湿度变化应尽可能减到最小，每次测定室内
温度变化不得超过1℃，冬、夏季室温以不超出15～35℃为宜。 （3）室内不得使用电炉等强烈发热设
备；不准启用电脑，试验过程中应避免开启门、窗，以保证室内无强烈的空气对流。 3. 2.4 测定方法
和步骤 （1）在燃烧皿中称取分析试样（粒径小于0.2 mm）1～1.2 g（精确至0.0002 g）；对发热量高的
煤，采用低值；对发热量低或水当量大的量热计，可采用高值。试样也可在表面皿上直接称量，然后
仔细移人清洁干燥的燃烧皿中。 对于燃烧时易于飞溅的试样，可先用已知质量的擦镜纸包紧，或先压
成煤饼再切成2～4 mm的小块使用。对无烟煤、一般烟煤和高灰分煤一类不易完全燃烧的试样，最好
以粉状形式燃烧，此时，在燃烧皿底部铺一层石棉纸或石棉绒，并用手指压紧。石英燃烧皿不需要任
何衬垫。如加衬垫仍燃烧不完全，则用已知质量和发热量的擦镜纸包裹称好的试样并用手压紧，然后
放人燃烧皿中。 （2）往氧弹中加入10 mL蒸馏水，以溶解氮和硫所形成的硝酸和硫酸。 （3）将燃烧
皿固定在皿杯上，把已量过长度的点火丝（100 mm左右）的两端固定在电极上，中间垂下稍与煤样接
触（对难燃的煤样，如无烟煤、贫煤），或保持微小距离（对易燃和易飞溅的煤样），并注意点火丝
切勿与燃烧皿接触，以避免短路而导致点火失败，甚至烧毁燃烧皿。同时，还应注意防止两电极间以
及燃烧皿同另一电极之间的短路。小心拧紧弹盖，注意避免燃烧皿和点火丝的位置因受震而改变。 
（4）接上氧气导管，往氧弹中缓缓充人氧气，直到压力到达2.7～2.8 MPa。对燃烧不易完全的试样，
应把充氧压力提高到3.5 MPa，且充氧时间不得少于0.5 min。当钢瓶中氧气压力降到5.0 MPa以下时，充
氧时间应酌量延长。 （5）把一定量（与标定热容量时所用的水量相等）的蒸馏水注入内筒。水量最
好用称量法测定，精确到1 g以内。注入内筒的水温，宜事先调节，使终点时内筒水温比外筒温度约
高1℃，以使试验至终点时内筒温度出现明显下降。外筒温度尽量接近室温，相差不得超过1℃。 （6
）将内筒放到热量计外筒内的绝缘夹上，然后把氧弹小心放人内筒，水位一般在进气阀螺帽高度的三
分之二处。如氧弹中无气泡漏出，则将导线接在氧弹头的电极上，装上搅拌器和贝克曼温度计，并不
得与内筒筒壁或氧弹接触，温度计的水银球应在水位的二分之一处，并盖上外筒的盖子。 （7）在靠
近贝克曼温度计的露出水银柱的部位，另悬一支普通温度计，用以测定露出柱的温度。 （8）开动搅
拌器，使内筒水温搅拌均匀。5 min后开始计时和读取内筒温度——点火温度t0，同时立即按下点火器
的按钮，指示灯应一闪即灭，表示电流已通过点火丝并将煤样引燃。否则，需仔细检查点火电路，无
误后重做。随后记下外筒温度tw和露出柱温度tt。外筒温度的读值精确到0.1℃，内筒温度借助放大镜
读到0.001℃。读数时，应使视线、放大镜中线和水银柱顶端在同一水平面内。每次读数前应开启振荡
器振动3～5 s，关闭振荡器后立即读数，但在点火后的最初几次急速升温阶段无须振动。 （9）观察内
筒温度，如在半分钟内温度急剧上升，则点火成功；经过1 min后再读取一次内筒温度t1（读值精确
到0. 01℃）。 （10）临近实验终点时（一般热量计由点火到终点的时间为7～10 min），开始按1 min的
时间间隔读取内筒温度。读前开动振动器，读值要求精确到0. 001℃。以第一个下降温度作为终点温
度tn，实验阶段至此结束。 （11）停止搅拌，小心取出温度计、搅拌器、氧弹和内筒。打开氧弹的放
气阀，让其缓缓泄气放尽（不小于1 min）。拧开氧弹盖，仔细观察弹筒和燃烧皿内部，如有试样燃烧
不完全的迹象或碳黑存在，此试验应作废。 （12）找出未燃完的点火丝，并量其长度，以计算出实际
耗量。 （13）如需要用弹筒洗液测定试样的含硫量，则再用蒸馏水洗涤弹筒内所有部分，以及放气阀
、盖子、燃烧皿和燃烧残渣。把全部洗液（约10 mL）收集在洁净的烧杯中，供硫的测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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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能工程专业实验实训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实验实训教材，也可供自学者和相关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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