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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649《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第2部分:动态图像分析法。
本部分为GB/T21649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3322-2:2006《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2部分:动态图像分

析法》。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1649.1—2008 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ISO13322-1:

2004,MOD)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国际标准第1章范围中“多种方法”更正为“方法”,“这些方法”更正为“该方法”。
本部分由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6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粉体技术协会、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国家非金

属矿深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公司、池州

市大恒生化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思百吉仪器系统有限公司(马尔文仪器)、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上海安力康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素红、张涛、张立新、董青云、高原、余方、潘俊杰、宋正启、侯长革、张文阁、

秦和义、刘俊杰、方勤、李兆军、王海、方荣、马姜、李力、侯志云、高洁、齐笑迎、张朝一、王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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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1649的本部分为图像分析法测量和描述运动颗粒的粒径分布提供了指导。该方法需利用

技术手段将液体或气体中颗粒有效分散、对焦,采集运动颗粒的静态图像,并对图像进行分析。该方法

称为动态图像分析法。
图像采集方法众多,GB/T21649本部分的附录C介绍了几种典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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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2部分:动态图像分析法

1 范围

GB/T21649的本部分规定了在液体、气体或输送过程中进行运动颗粒位置控制、图像采集和分析

的方法。当液体、气体中或移动载体上的颗粒被有效分散时,该方法可测量颗粒粒度及其分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13322-1:2004 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Particlesizeanalysis—

Imageanalysismethods—Part2:Dynamicimageanalysismethods)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流动池 flow-cell
流体与颗粒混合物流经的测量单元。

3.1.2
节流管 orificetube
带孔板的管道,可使含分散颗粒的流体通过小孔流过。

3.1.3
鞘流 sheathflow
在含颗粒的流体周围流动的洁净流体,引导颗粒进入特定测量区域。

3.1.4
颗粒照明 particleillumination
带电子曝光时间控制器的图像采集设备的持续照明,或同步图像采集设备的短时照明。

3.1.5
测量区域 measurementvolume
图像分析仪中用于颗粒测量的区域。

3.1.6
景深 depthoffield
图像锐度达到预设效果的区域。

3.1.7
图像采集设备 imagecapturedevice
面阵相机或线阵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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