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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2351《颗粒标准样品的制备》的第1部分。GB/T4235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基于单分散球形颗粒尖桩栅栏分布的多分散标准样品。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TS14411-1:2017《颗粒标准样品的制备 第1部分:基于单分散球形颗粒尖

桩栅栏分布的多分散标准样品》,文件类型由ISO的技术规范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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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青岛市计量技术研究院、合肥铭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湖州天亿钙业股份有限公司、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河南中科均新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理工大学、珠海真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浙江瑞堂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浙江多普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技仪器有限公司、北
京粉体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计量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文阁、刘巍、郑爱芬、窦晓亮、李德安、顾玲、董青云、李兆军、吴立敏、薛卫昌、

刘伟、张福根、温原、路兴杰、邹宗勇、何春雷、朱平、刘俊杰、周素红、高原、侯长革、朱培武、池顺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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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可以采用多种技术测量粒度分布,其中在测量颗粒物的某种一维特性时,通常把颗粒物等效为一个

具有等同粒度的理想模型(一般为球体),所以一般情况下需要或者假设一些其他的常量,用来计算颗粒

物的粒度分布。由于不同技术的测量属性不同,使得等效粒度成为一个由方法定义的被测量,因此需要

采用同一种方法或者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结果比对。
目前,通过对不同方法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改善由于方法之间缺乏可比性这一不尽如人

意的情况。由于不同方法之间的联系与样品材料相关,所以材料满足方法中尽量多的物理假设是非常

重要的。采用已知数量的单分散球形颗粒物组分通过混合制成一种多分散混合物(如同“尖桩栅栏”分
布)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由于大多数粒度测量方法中假设颗粒都是球形的,所以单个颗粒要采用球形的。如果实际使用的

颗粒是球形的,那么就形状而言,采用不同方法的测量结果理应一致。球形颗粒的优势在于其尺寸仅用

一个参数就能表示,即颗粒直径。
混合物中每个组分需采用单分散的,这样才能在可接受的不确定度范围内,把颗粒物的直径溯源到

标准尺寸,最终得到理论上已知粒度分布的混合物。
这些材料按照以下方式使用:
单分散颗粒物组分可用来验证采用理想颗粒物测量结果之间的等价性。如果某一种方法给出的结

果偏离,说明这种方法尚未被研究透彻,需要对偏差进行进一步研究。多分散混合物可用来对测试方法

进行验证,观察其输出结果。呈现的结果是对方法的综合评价,包括颗粒分散、迁移、物理原理以及形成

更具有可比性结果的方法评价等。本文件所述的方法是基于参考文献[22]和参考文献[23]。
第二种用法是应用于理论框架开发,用以更准确地测量颗粒粒度分布。为适用不同的粒度测量方

法,此用法从根本上讲仅限于密度相等的球形颗粒。
本文件描述了准单分散球形颗粒标准样品尖桩栅栏分布的制备方案。

GB/T42351旨在为不同颗粒粒度测量技术进行结果比对提供标准样品,规定了标准样品的材料、
制备及特性描述,由两部分组成:

———第1部分:基于单分散球形颗粒尖桩栅栏分布的多分散标准样品。描述了多分散标准样品的

材料和制备。
———第2部分:多分散球形颗粒。描述了多分散标准样品的规范要求和不确定度及可靠性测试等。
第1部分规定了多分散标准样品的制备,第2部分描述了多分散标准样品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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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标准样品的制备
第1部分:基于单分散球形颗粒
尖桩栅栏分布的多分散标准样品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基于准单分散标准样品尖桩栅栏分布的多分散球形颗粒物的制备方法和具有可接受不

确定度的单分散组分表征,以及颗粒混合物的不确定度评估。在进行适当的技术限制下,这种材料通常适

用于所有的颗粒表征方法。本文件列举了此标准样品在基于质量累积粒度分布的可靠性计算中的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GB/T15000.2—2019、ISOGuide31、ISOGuide35和ISO17034中所述的有证和

无证的标准样品的通用要求之外的制备技术特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长宽比 aspectratio
颗粒费雷特最短直径和最长直径之比。
[来源:ISO26824:2013,4.5,有修改]

3.1.2
比重瓶测定法 pycnometry
在给定标定体积的情况下,根据被测样品质量获得颗粒物密度的方法。
[来源:ISO26824:2013,2.4]

3.1.3
颗粒表观密度 apparentparticledensity
干燥状态下,颗粒质量除以其占有的体积(包括开孔或闭孔的所有孔隙和表面裂隙)。
[来源:GB/T26645.4—2018,3.1,有修改]

3.1.4
流体静力平衡法 hydrostaticbalance
一种基于已知流体密度和黏度条件,通过颗粒动态沉降速度测量颗粒密度的方法。

3.1.5
标准样品 referencematerial;RM
具有一种或多种规定特性足够均匀且稳定的材料,已被确定其符合测量过程的预期用途。
[来源:GB/T15000.2—2019,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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