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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ＡＳＴＭＤ６—９５（２０００）《石油与沥青化合物加热损失测

定法》（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ＡＳＴＭＤ６—９５（２０００）重新起草。

为适合我国国情，本标准在采用ＡＳＴＭＤ６—９５（２０００）时进行了部分修改。本标准与ＡＳＴＭＤ６—

９５（２０００）的主要差异如下：

———本标准采用国际单位制，删去ＡＳＴＭＤ６—９５（２０００）中括号内的非国际单位制；

———本标准删去５．１有关烘箱包括图１的内容，采用符合ＧＢ／Ｔ５３０４所规定的技术要求的烘箱；

———本标准通过资料性附录Ａ规定温度计规格；

———删去９．１和９．２，沿用ＧＢ／Ｔ１１９６４—１９８９精密度要求；

———增加了试样蒸发后的质量分数计算式。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９６４—１９８９《石油沥青蒸发损失测定法》。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９６４—１９８９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第１章增加了“本标准未涉及有关使用的安全规定，标准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前制定合适的安

全应用规程”；

———增加了第４章意义和用途；

———将ＧＢ／Ｔ１１９６４—１９８９第５章５．１中“加热最高温度不得超过１５０℃”改为“应在尽可能低的温

度下加热样品并慢慢搅拌避免样品中产生泡沫，加热最高温度不得高于试样估计软化点

９０℃，加热时间应少于３０ｍｉｎ”。

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０）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国祥、林元奎。

本标准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首次发布，本次修订为第１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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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沥青蒸发损失测定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石油沥青在规定条件下加热时的质量（不包括水）变化。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沥青。

本标准未涉及有关使用的安全规定，标准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前制定合适的安全应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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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５３０４　石油沥青薄膜烘箱试验法

ＧＢ／Ｔ１１１４７　石油沥青取样法

３　方法概要

将试样放在直径５５ｍｍ的盛样皿中，于１６３℃±１℃的烘箱中保持５ｈ。计算试样蒸发试验前后质

量的变化量占试样的质量分数。

４　意义和用途

本方法通过测定石油沥青在标准试验条件下的质量变化表征其性质。

５　仪器与材料

５．１　恒温烘箱：采用ＧＢ／Ｔ５３０４所规定烘箱，或其他符合相应技术条件的烘箱。

５．２　温度计：１５５℃～１７０℃，参见附录Ａ规定。

５．３　盛样皿：平底圆筒形皿，内径５５ｍｍ±１ｍｍ，深３５ｍｍ±１ｍｍ，由金属或玻璃制成。

５．４　天平：感量为０．００１ｇ。

６　试验准备

６．１　按ＧＢ／Ｔ１１１４７取样。

６．２　将足够量的试样放在合适的容器中，加热至流体状态，并搅拌均匀。应在尽可能低的温度下加热

样品并慢慢搅拌避免样品中产生泡沫，加热最高温度不得高于试样估计软化点９０℃，加热时间应少于

３０ｍｉｎ。如试样中含有水分，应通过适当的方法脱去水分，或取一份不含水的试样。

６．３　称量洁净干燥的盛样皿，称准至０．００１ｇ，将熔化的５０ｇ±０．５ｇ沥青试样倒入盛样皿中，冷却到室

温后称准至０．００１ｇ。

７　试验步骤

７．１　调整烘箱成水平，使转盘在水平面上旋转，将温度计挂在转盘轴的支架上，使水银球底部位于转盘

上面６ｍｍ处。温度计支撑点位置距转盘中心和外边缘的距离应相等。保持烘箱温度１６３℃±１℃。

７．２　将两个盛有试样的盛样皿放在烘箱的转盘上，关闭烘箱门，转盘的转速为５ｒ／ｍｉｎ～６ｒ／ｍｉｎ。当

烘箱内温度上升到１６２℃时开始计时，试验时间为５ｈ，试样在烘箱中的总时间不应超过试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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