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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电解质初晶温度测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解质初晶温度测定的基本要求和测定过程中熔样的速度、初晶温度拐点的识别以

及冷却速度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步冷曲线法测定铝电解质的初晶温度。测定范围为800℃~1000℃。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初晶温度 liquidustemperature
电解质开始结晶时的温度,也可认为是铝电解质由液态开始转变为固态时的温度。

2.2 
步冷曲线法 stepcoolingcurvemethod
测定铝电解质初晶温度采用的分步冷却的方法,首先在规定的条件下熔融铝电解质试样,然后记录

整个冷却曲线出现停滞期(拐点)的过程。

3 铝电解质取样及制样一般要求

3.1 按照附录A的规定在电解槽中对铝电解质试样进行取样。
3.2 取样后粉碎并研磨至全部通过75μm的标准筛网。
3.3 试样预先在烘箱中于110℃±5℃下烘干至少3h,取出冷却,贮存在干燥器内备用。

4 测定周期及设备选择

4.1 测定周期

应按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确定,通常为15天。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应适当缩短初晶温度测定的

周期:
a) 近期添加过不同类型、组分的电解质;
b) 电解槽近期阳极效应较原先频繁且不稳定;
c) 电解槽大修后重新启动。

4.2 辅助设备

4.2.1 烘箱:温度可控制在110℃±5℃。
4.2.2 分析天平:感量0.01g。
4.2.3 熔样坩埚:选用具有一定的耐氟化物腐蚀的材质,宜采用专用刚玉或耐热不锈钢材料,不锈钢坩

埚尺寸宜为ϕ20×70mm。可以盛装熔融的试样且不与试样反应。
4.2.4 破碎研磨设备:主要包括颚式破碎机、磨样机,可以将电解质样粉碎并研磨至全部通过75μm的

标准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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