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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应于ＢＳ１０１６１００：１９９９《煤和焦炭分析试验方法———第１００部分　绪言和结果报告方法》

和ＩＳＯ１２１３２：１９９２《固体矿物燃料———词汇　第２部分：采样、试验和分析有关术语》。本标准与前述

两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主要差异如下：

———本标准正文中技术内容仅包括ＢＳ１０１６１００：１９９９中的 “３定义和符号”、“５结果报告的基”和

“结果表述”，另外增加了“煤样”、“测定”和“溶液浓度”；

———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部分采用了ＩＳＯ１２１３２：１９９２中与煤炭分析试验有关的术语，并按照

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１：２００１《硬煤和焦炭———机械化采样———第一部分：绪言》对部分术语及其定义做

了修改。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４８３—１９９８《煤炭分析试验方法一般规定》。

本标准与ＧＢ／Ｔ４８３—１９９８相比，做了如下修改：

———增加了“术语及其定义”（本版的第３章）；

———增加了方法精密度———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的统计计算公式（１９９８年版的第５章，本版

的第８章）；

———在“范围”中删去了有关标准的罗列（本版的第１章）。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分析实验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玉英 、段云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８３—１９８１、ＧＢ４８３—１９８７、ＧＢ／Ｔ４８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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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分析试验方法一般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炭分析试验有关的术语及其定义、符号、分析试验煤样、溶液浓度、测定、结果表述、

结果换算、方法精密度和试验记录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煤炭分析试验方法标准、文件、书刊、教材和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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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４７４　煤样的制备方法

ＧＢ４７５　商品煤样采取方法

ＧＢ／Ｔ６３７９．２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２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

性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ＧＢ／Ｔ６３７９．２—２００４，ＩＳＯ５７２５２：１９９４，ＩＤＴ）

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１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１部分：采样方法（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１—２００４，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１：

２００１，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２：２００１，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３：２００１，ＮＥＱ）

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２　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２部分：煤样的制备（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２—２００４，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４：

２００１，ＮＥＱ）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煤炭采样和制样术语及其定义

３．１．１

　　煤样　犮狅犪犾狊犪犿狆犾犲

为确定某些特性而从煤中采取的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煤。

３．１．２

　　煤层煤样　狊犲犪犿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按规定在采掘工作面、探巷或坑道中从一个煤层采取的煤样。

３．１．３

　　分层煤样　狊狋狉犪狋犻犳犻犲犱狊犲犪犿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按规定从煤和夹矸的每一自然分层中分别采取的煤样。

３．１．４

　　可采煤样　狑狅狉犽犪犫犾犲狊犲犪犿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按采煤规定的厚度应采取的全部煤样（包括煤分层和夹矸层）。

３．１．５

　　生产煤样　犮狅犪犾狊犪犿狆犾犲犳狅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在一个整班的采煤过程中采出的、能代表生产煤的物理、化学和工艺特性的

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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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商品煤样　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犮狅犪犾

代表商品煤平均性质的煤样。

３．１．７

　　浮煤样　犳犾狅犪狋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经一定密度的重液分选，浮在上部的煤样。

３．１．８

　　沉煤样　狊犻狀犽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经一定密度的重液分选，沉在下部的煤样。

３．１．９

　　专用试验煤样　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满足某一特殊试验要求而制备的煤样。

３．１．１０

　　共用煤样　犮狅犿犿狅狀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进行多个试验而采取的煤样。

３．１．１１

　　全水分煤样　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测定全水分而专门采取的煤样。

３．１．１２

　　空气干燥煤样　犪犻狉犱狉犻犲犱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达到空气干燥状态的煤样。

３．１．１３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　犵犲狀犲狉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一般分析煤样

破碎到粒度小于０．２ｍｍ并达到空气干燥状态，用于大多数物理和化学特性测定的煤样。

３．１．１４

　　粒度分析煤样　狊犻狕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为进行粒度分析而专门采取的煤样。

３．１．１５

　　试验室煤样　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由总样或分样缩制的、送往试验室供进一步制备的煤样。

３．１．１６

　　有证煤标准物质　犮犲狉狋犻犳犻犲犱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狅犳犮狅犪犾

附有证书的煤标准物质，其一种或多种特性值用建立了溯源性的程序确定，使之可溯源到准确复现

的用于表示该特性值的计量单位，而且每个标准值都附有给定置信水平的不确定度。

３．１．１７

　　采样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大量煤中采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煤的过程。

３．１．１８

　　子样　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采样器具操作一次或截取一次煤流全横截段所采取的一份样。

３．１．１９

　　初级子样　狆狉犻犿犪狉狔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在采样第一阶段、于任何破碎和缩分前采取的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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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０

　　缩分后试样　犱犻狏犻犱犲犱狊犪犿狆犾犲

为减少试样质量而将之缩分后保留的一部分。

３．１．２１

　　总样　犵狉狅狊狊狊犪犿狆犾犲

从一个采样单元取出的全部子样合并成的煤样。

３．１．２２

　　分样　狊狌犫狊犪犿狆犾犲

由均匀分布于整个采样单元的若干子样组成的煤样。

３．１．２３

　　采样单元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狌狀犻狋

从一批煤中采取一个总样的煤量。一批煤可以是一个或多个采样单元。

３．１．２４

　　批　犾狅狋

需进行整体性质测定的一个独立煤量。

３．１．２５

　　连续采样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每一个采样单元采取一个总样。

３．１．２６

　　间断采样　犻狀狋犲狉犿犻狋狋犲狀狋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仅从某几个采样单元采样。

３．１．２７

　　系统采样　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按相同的时间、空间或质量间隔采取子样，但第一个子样在第一间隔内随机采取，其余的子样按选

定的间隔采取。

３．１．２８

　　随机采样　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在采取子样时，对采样的部位和时间均不施加任何人为的意志，使任何部位的煤都有机会采出。

３．１．２９

　　分层随机采样　狊狋狉犪狋犻犳犻犲犱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在质量基采样和时间基采样划分的质量或时间间隔内随机采取一个子样。

３．１．３０

　　质量基采样　犿犪狊狊犫犪狊犻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煤流或静止煤中采取子样，每个子样的位置用一质量间隔来确定，子样质量固定。

３．１．３１

　　时间基采样　狋犻犿犲犫犪狊犻狊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煤流中采取子样，每个子样的位置用一时间间隔来确定，子样质量与煤流成正比。

３．１．３２

　　多份采样　狉犲狆犾犻犮犪狋犲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按一定的间隔采取子样，并将它们轮流放入不同的容器中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质量接近的煤样。

３．１．３３

　　双份采样　犱狌狆犾犻犮犪狋犲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按一定的间隔采取子样，并将它们交替放入两个不同的容器中构成两个质量接近的煤样。

３

犌犅／犜４８３—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7
1
7
0
8
6
0
6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7
1
7
-
1
1
4
1
-
4
1
1
6
-
0
5
3
0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３．１．３４

　　标称最大粒度　狀狅犿犻狀犪犾狋狅狆狊犻狕犲

与筛上物累计质量分数最接近（但不大于）５％的筛子相应的筛孔尺寸。

３．１．３５

　　制样　狊犪犿狆犾犲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使试样达到分析或试验状态的过程。

注：试样制备包括破碎、混合和缩分，有时还包括筛分和空气干燥，它可以分成几个阶段进行。

３．１．３６

　　在线制样　狅狀犾犻狀犲狊犪犿狆犾犲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试样用与采样系统结成一体的设备制备。

３．１．３７

　　离线制样　狅犳犳犾犻狀犲狊犪犿狆犾犲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用不与采样系统结成一体的设备、以人工或机械化方法对机械采样系统采取的试样进行制备。

３．１．３８

　　试样缩分　狊犪犿狆犾犲犱犻狏犻狊犻狅狀

将试样分成有代表性、分离的部分的制样过程。

３．１．３９

　　定质量缩分　犳犻狓犲犱犿犪狊狊犱犻狏犻狊犻狅狀

保留的试样质量一定，并与被缩分试样质量无关的缩分方法。

３．１．４０

　　定比缩分　犳犻狓犲犱狉犪狋犻狅犱犻狏犻狊犻狅狀

以一定的缩分比、即保留的试样量和被缩分的试样量成一定的比例的缩分方法。

３．１．４１

　　切割样　犮狌狋

初级采样器或试样缩分器切取的子样。

３．１．４２

　　切割器　犮狌狋狋犲狉

切取子样的设备。

３．１．４３

　　二分器　狉犻犳犳犾犲

由一列平行而交替的、宽度相等的斜槽所组成的、用于缩分煤样的工具。

３．１．４４

　　棋盘缩分法　犳犾犪狋狋犲狀犲犱犺犲犪狆犿犲狋犺狅犱

将煤样充分混合后，铺成一个或多个厚度均匀的长方块，并将各长方块分成２０个以上的小块，然后

从各小块中分别取样的缩分方法。

３．１．４５

　　条带截取法　狊狋狉犻狆犿犻狓犻狀犵犪狀犱狊狆犾犻狋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将煤样充分混合后，顺着一个方向随机铺成一长度至少为宽度１０倍的长带，然后用一宽度至少为

煤样标称最大粒度３倍的取样框，沿样带长度、每隔一定距离截取一段试样的缩分方法。

３．１．４６

　　堆锥四分法　犮狅狀犻狀犵犪狀犱狇狌犪狉狋犲狉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将煤样从顶端均匀分布、堆成一个圆锥体，再压成厚度均匀的圆饼并分成四个相等的扇形，取其中

相对的扇形部分作为试样的缩分方法。

４

犌犅／犜４８３—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7
1
7
0
8
6
0
6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7
1
7
-
1
1
4
1
-
4
1
1
6
-
0
5
3
0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３．１．４７

　　试样破碎　狊犪犿狆犾犲狉犲犱狌犮狋犻狅狀

用破碎或研磨的方法减小试样粒度的制样过程。

３．１．４８

　　试样混合　狊犪犿狆犾犲犿犻狓犻狀犵

将煤样混合均匀的过程。

３．１．４９

　　空气干燥　犪犻狉犱狉狔犻狀犵

使煤样的水分与其破碎或缩分区域的大气达到接近平衡的过程。

３．２　煤的一般物理化学特性分析术语及其定义

３．２．１

　　工业分析　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水分、灰分、挥发分和固定碳四个煤炭分析项目的总称。

３．２．２

　　外在水分　犳狉犲犲犿狅犻狊狋狌狉犲；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在一定条件下煤样与周围空气湿度达到平衡时失去的水分。

３．２．３

　　内在水分　犻狀犺犲狉犲狀狋犿狅犻狊狋狌狉犲

在一定条件下煤样与周围空气湿度达到平衡时保持的水分。

３．２．４

　　全水分　狋狅狋犪犾犿狅犻狊狋狌狉犲

煤的外在水分和内在水分的总和。

３．２．５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　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犻狀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犪犾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

３．２．６

　　最高内在水分　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犺狅犾犱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煤样在温度３０℃、相对湿度９６％下达到平衡时测得的内在水分。

３．２．７

　　化合水　狑犪狋犲狉狅犳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

与矿物质结合的、除去全水分后仍保留下来的水分。

３．２．８

　　矿物质　犿犻狀犲狉犪犾犿犪狋狋犲狉

煤中的无机物质，不包括游离水，但包括化合水。

３．２．９

　　灰分　犪狊犺

煤样在规定条件下完全燃烧后所得的残留物。

３．２．１０

　　外来灰分　犲狓狋狉犪狀犲狅狌狊犪狊犺

由煤炭生产过程中混入煤中的矿物质所形成的灰分。

３．２．１１

　　内在灰分　犻狀犺犲狉犲狀狋犪狊犺

由原始成煤植物中的和由成煤过程中进入煤层矿物质所形成的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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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２

　　碳酸盐二氧化碳　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

煤中以碳酸盐形态存在的二氧化碳。

３．２．１３

　　挥发分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犿犪狋狋犲狉

煤样在规定条件下隔绝空气加热，并进行水分校正后的质量损失。

３．２．１４

　　焦渣特性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狅犳犮犺犪狉狉犲狊犻犱狌犲

煤样测定挥发分后的残留物的黏结、结焦性状。

３．２．１５

　　固定碳　犳犻狓犲犱犮犪狉犫狅狀

从测定挥发分后的煤样残渣中减去灰分后的残留物，通常由１００减去水分、灰分和挥发分得出。

３．２．１６

　　燃料比　犳狌犲犾狉犪狋犻狅

煤的固定碳和挥发分之比。

３．２．１７

　　有机硫　狅狉犵犪狀犻犮狊狌犾犳狌狉

与煤的有机质相结合的硫，实际测定中以全硫减去硫铁矿硫和硫酸盐硫而得。

３．２．１８

　　无机硫　犻狀狅狉犵犪狀犻犮狊狌犾犳狌狉；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ｕｌｆｕｒ

煤中矿物质内的硫化物硫、硫铁矿硫、硫酸盐硫和元素硫的总称。

３．２．１９

　　元素硫　犲犾犲犿犲狀狋犪犾狊狌犾犳狌狉

煤中以游离状态存在的硫。

３．２．２０

　　全硫　狋狅狋犪犾狊狌犾犳狌狉

煤中无机硫和有机硫的总和。

３．２．２１

　　硫铁矿硫　狆狔狉犻狋犻犮狊狌犾犳狌狉

煤的矿物质中以黄铁矿或白铁矿形态存在的硫。

３．２．２２

　　硫酸盐硫　狊狌犾犳犪狋犲狊狌犾犳狌狉

煤的矿物质中以硫酸盐形态存在的硫。

３．２．２３

　　固定硫　犳犻狓犲犱狊狌犾犳狌狉

煤热分解后残渣中的硫。

３．２．２４

　　真相对密度　狋狉狌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在２０℃时煤（不包括煤的孔隙）的质量与同体积水的质量之比。

３．２．２５

　　视相对密度　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在２０℃时煤（包括煤的孔隙）的质量与同体积水的质量之比。

６

犌犅／犜４８３—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7
1
7
0
8
6
0
6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7
1
7
-
1
1
4
1
-
4
1
1
6
-
0
5
3
0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３．２．２６

　　散密度　犫狌犾犽犱犲狀狊犻狋狔

堆密度

在规定条件下，单位体积散装煤的质量。

３．２．２７

　　块密度　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犾狌犿狆

整块煤的单位体积质量。

３．２．２８

　　孔隙率　狆狅狉狅狊犻狋狔

煤的毛细孔体积与煤的视体积（包括煤的毛细孔）的百分比。

３．２．２９

　　弹筒发热量　犫狅犿犫犮犪犾狅狉犻犳犻犮狏犪犾狌犲

单位质量的试样在充有过量氧气的氧弹内燃烧，其燃烧产物组成为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硝酸和硫

酸、液态水以及固态灰时放出的热量。

３．２．３０

　　恒容高位发热量　犵狉狅狊狊犮犪犾狅狉犻犳犻犮狏犪犾狌犲犪狋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狏狅犾狌犿犲

单位质量的试样在充有过量氧气的氧弹内燃烧，其燃烧产物组成为氧气、氮气、二氧化碳、二氧化

硫、液态水以及固态灰时放出的热量。

恒容高位发热量在数值上等于弹筒发热量减去硝酸生成热和硫酸校正热。

３．２．３１

　　恒容低位发热量　狀犲狋犮犪犾狅狉犻犳犻犮狏犪犾狌犲犪狋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狏狅犾狌犿犲

单位质量的试样在恒容条件下，在过量氧气中燃烧，其燃烧产物组成为氧气、氮气、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气态水以及固态灰时放出的热量。

恒容低位发热量在数值上等于高位发热量减去水（煤中原有的水和煤中氢燃烧生成的水）的气

化热。

３．２．３２

　　恒压低位发热量　狀犲狋犮犪犾狅狉犻犳犻犮狏犪犾狌犲犪狋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单位质量的试样在恒压条件下，在过量氧气中燃烧，其燃烧产物组成为氧气、氮气、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气态水以及固态灰时放出的热量。

３．２．３３

　　元素分析　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碳、氢、氧、氮、硫五个煤炭分析项目的总称。

３．２．３４

　　煤灰成分分析　犪狊犺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灰的元素组成（通常包括铁、钙、镁、钾、钠、锰、磷、硅、铝、钛、硫等，以氧化物表示）分析。

３．２．３５

　　着火温度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煤释放出足够的挥发分与周围大气形成可燃混合物的最低温度。

３．２．３６

　　含矸率　狉犲犳狌狊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煤中粒度大于５０ｍｍ的矸石的质量分数。

３．２．３７

　　限下率　狌狀犱犲狉狊犻狕犲犳狉犪犮狋犻狅狀

筛上产品中小于规定粒度下限部分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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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煤炭工艺特性试验的术语及其定义

３．３．１

　　结焦性　犮狅犽犻狀犵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煤经干馏形成焦炭的特性。

３．３．２

　　黏结性　犮犪犽犻狀犵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煤在干馏时黏结其本身或外加惰性物质的能力。

３．３．３

　　塑性　狆犾犪狊狋犻犮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煤在干馏时形成的胶质体的黏稠、流动和透气等性能。

３．３．４

　　膨胀性　狊狑犲犾犾犻狀犵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煤在干馏时体积发生膨胀或收缩的性能。

３．３．５

　　胶质层指数　狆犾犪狊狋狅犿犲狋犲狉犻狀犱犻犮犲狊

由萨波日尼柯夫提出的一种表征烟煤塑性的指标，以胶质层最大厚度犢 值，最终收缩度犡 值等

表示。

３．３．６

　　胶质层最大厚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狅犳狆犾犪狊狋犻犮犾犪狔犲狉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中利用探针测出的胶质体上、下层面差的最大值。

３．３．７

　　胶质层体积曲线　狏狅犾狌犿犲犮狌狉狏犲狅犳狆犾犪狊狋犻犮犾犪狔犲狉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中所记录的胶质体上部层面位置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３．３．８

　　最终收缩度　犳犻狀犪犾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狏犪犾狌犲；ｐｌａｓ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中，温度为７３０℃时，体积曲线终点与零点线的距离。

３．３．９

　　罗加指数　犚狅犵犪犻狀犱犲狓

由罗加提出的、煤的黏结力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煤与标准无烟煤完全混合并碳化后，所得焦炭

的机械强度来表征。

３．３．１０

　　黏结指数　犮犪犽犻狀犵犻狀犱犲狓

Ｇ指数

由中国提出的、煤的黏结力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煤与专用无烟煤完全混合并碳化后，所得焦炭

的机械强度来表征。

３．３．１１

　　坩埚膨胀序数　犮狉狌犮犻犫犾犲狊狑犲犾犾犻狀犵狀狌犿犫犲狉

煤的膨胀性和塑性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煤在坩埚中加热所得焦块的膨胀程度序号表征。

３．３．１２

　　奥阿膨胀度　犃狌犱犻犫犲狉狋狊犃狉狀狌犱犻犾犪狋犪狋犻狅狀

由奥迪贝尔和阿尼二人提出的、烟煤膨胀性和塑性的量度，以膨胀度犫和收缩度犪等参数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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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３

　　吉泽勒流动度　犌犻犲狊犲犾犲狉犳犾狌犻犱犻狋狔

吉氏流动度

由吉泽勒提出的、烟煤塑性的量度，以最大流动度等表征。

３．３．１４

　　开始软化温度　犻狀犻狋犻犪犾狊狅犳狋犲狀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吉泽勒流动度指标之一，搅拌桨转速第一次达到１．０ｄｄｐｍ时的温度。

注：ｄｄｐｍ刻度盘度（ｄ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ｅｒｍｉｎｕｔｅ）的缩写。

３．３．１５

　　最后流动温度　犳犻狀犪犾犳犾狌犻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吉泽勒流动度指标之一，搅拌桨转速最后达到１．０ｄｄｐｍ时的温度。

３．３．１６

　　固化温度　狊狅犾犻犱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吉泽勒流动度指标之一，搅拌桨停止转动时的温度。

３．３．１７

　　最大流动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犳犾狌犻犱犻狋狔

吉泽勒流动度指标之一，搅拌桨转速达到最大时的流动度。

３．３．１８

　　最大流动温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犳犾狌犻犱犻狋狔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吉泽勒流动度指标之一，搅拌桨转速达到最大时的温度。

３．３．１９

　　塑性范围　狆犾犪狊狋犻犮狉犪狀犵犲

吉泽勒流动度指标之一，从开始软化到最后流动的温度区间。

３．３．２０

　　格金干馏试验　犌狉犪狔犓犻狀犵犪狊狊犪狔

由格雷和金二人提出的煤低温干馏试验方法，用以测定热解产物收率和焦型。

３．３．２１

　　落下强度　狊犺犪狋狋犲狉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煤炭抗破碎能力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一定粒度的煤样自由落下后大于２５ｍｍ的块占原煤样

的质量分数表示。

３．３．２２

　　热稳定性　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煤炭受热后保持规定粒度能力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一定粒度的煤样受热后，大于６ｍｍ的颗

粒占原煤样的质量分数表示。

３．３．２３

　　煤对二氧化碳反应性　犮犪狉犫狅狓狔狉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煤与二氧化碳反应能力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煤将二氧化碳还原为一氧化碳的质量分数表示。

３．３．２４

　　结渣性　犮犾犻狀犽犲狉犻狀犵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煤在气化或燃烧过程中，煤灰受热软化、熔融而结渣的性能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一定粒度的

煤样燃烧后，大于６ｍｍ的渣块占全部残渣的质量分数表示。

３．３．２５

　　可磨性　犵狉犻狀犱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规定条件下，煤研磨成粉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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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６

　　哈德格罗夫可磨性指数　犎犪狉犱犵狉狅狏犵狉犻狀犱犪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犱犲狓

哈氏可磨性指数

由哈德格罗夫提出的煤研磨成粉难易程度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一定粒度的煤样用哈氏可磨

性测定仪研磨后，与小于０．０７１ｍｍ粒度的试样量相对应的可磨性指数表示。

３．３．２７

　　磨损指数　犪犫狉犪狊犻狅狀犻狀犱犲狓

煤磨碎时对金属件的磨损能力的量度。以在规定条件下磨碎１ｋｇ煤对特定金属件磨损的毫克数

表示。

３．３．２８

　　灰熔融性　犪狊犺犳狌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在规定条件下得到的随加热温度而变化的煤灰变形、软化、半球和流动的特征物理状态。

３．３．２９

　　变形温度　犱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灰熔融性测定中，灰锥尖端（或棱）开始变圆或弯曲时的温度。

３．３．３０

　　软化温度　狊狅犳狋犲狀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灰熔融性测定中，灰锥弯曲至锥尖触及托板或灰锥变成球形时的温度。

３．３．３１

　　半球温度　犺犲犿犻狊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灰熔融性测定中，灰锥形状变成近似半球形、即高约等于底长的一半时的温度。

３．３．３２

　　流动温度　犳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灰熔融性测定中，灰锥融化展开成高度小于１．５ｍｍ的薄层时的温度。

３．３．３３

　　灰黏度　犪狊犺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

煤灰在熔融状态下对流动阻力的量度。

３．３．３４

　　碱／酸比　犫犪狊犲／犪犮犻犱狉犪狋犻狅

煤灰中碱性组分（钾、钠、铁、钙、镁、锰等的氧化物）与酸性组分（硅、铝、钛等的氧化物）之比。

３．３．３５

　　沾污指数　犳狅狌犾犻狀犵犻狀犱犲狓；ｆｏｕ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一般为煤灰的碱／酸比乘以灰中Ｎａ２Ｏ值。

３．３．３６

　　透光率　狋狉犪狀狊犿犻狋狋犪狀犮犲

在规定条件下，用硝酸和磷酸混合液处理煤样后所得溶液的透光百分率。

注：本指标专用于褐煤和长焰煤。

３．３．３７

　　腐植酸　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

煤中能溶于稀苛性碱和焦磷酸钠溶液的一组高分子量的多元有机、无定形化合物的混合物。

３．３．３８

　　游离腐植酸　犳狉犲犲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

酸性含氧功能团（酸性基）保持游离状态的腐植酸，可溶于苛性碱溶液，在实际测定中包括与钾、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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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腐植酸。

３．３．３９

　　结合腐植酸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犺狌犿犻犮犪犮犻犱

酸性含氧功能团（酸性基）与金属离子结合的腐植酸，在实际测定中不包括与钾、钠结合的腐植酸。

３．３．４０

　　苯萃取物　犫犲狀狕犲狀犲狊狅犾狌犫犾犲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褐煤中能溶于苯的部分，主要成分为蜡和树脂。

３．４　煤炭分析试验结果表示的术语及其定义

３．４．１

　　收到基　犪狊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犫犪狊犻狊

以收到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４．２

　　空气干燥基　犪犻狉犱狉犻犲犱犫犪狊犻狊

以与空气湿度达到平衡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４．３

　　干燥基　犱狉狔犫犪狊犻狊

以假想无水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４．４

　　干燥无灰基　犱狉狔犪狊犺犳狉犲犲犫犪狊犻狊

以假想无水无灰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４．５

　　干燥无矿物质基　犱狉狔犿犻狀犲狉犪犾犿犪狋狋犲狉犳狉犲犲犫犪狊犻狊

以假想无水无矿物质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４．６

　　恒湿无灰基　犿狅犻狊狋犪狊犺犳狉犲犲犫犪狊犻狊

以假想含最高内在水分、无灰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４．７

　　恒湿无矿物质基　犿狅犻狊狋犿犻狀犲狉犪犾犿犪狋狋犲狉犳狉犲犲犫犪狊犻狊

以假想含最高内在水分、无矿物质状态的煤为基准。

３．５　煤炭分析试验中常用数理统计术语及其定义

３．５．１

　　观测值　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

在试验中所测量或观测到的数值。

３．５．２

　　总体　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作为数理统计对象的全部观测值。

３．５．３

　　个体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

总体中的一个，即指一个观测值。

３．５．４

　　总体平均值　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犲犪狀

总体中全部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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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

　　极差　狉犪狀犵犲

一组观测值中，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值。

３．５．６

　　误差　犲狉狉狅狉

观测值和可接受的参比值间的差值。

３．５．７

　　方差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分散度的量度。数值上为观测值与它们的平均值之差值的平方和除以自由度（观测次数减１）。

３．５．８

　　标准［偏］差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

方差的平方根。

３．５．９

　　变异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标准差对算术平均值绝对值的百分比，又称相对标准偏差。

３．５．１０

　　随机误差　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

统计上独立于先前误差的误差。

注：这意味着一系列随机误差中任何两个都不相关，而且个体误差都不可预知。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偏倚）和随机

误差，一观测系列中随着观测次数的增加，其随机误差的平均值趋于０。

３．５．１１

　　准确度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观测值与真值或约定真值间的接近程度。

３．５．１２

　　精密度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在规定条件下所得独立试验结果间的符合程度。

注：它经常用一精密度指数，如两倍的标准差来表示。

３．５．１３

　　［测量］不确定度　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狅犳犪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

注：煤炭分析试验中常用测量标准差或其倍数量度。

３．５．１４

　　偏倚　犫犻犪狊

系统误差。它导致一系列结果的平均值总是高于或低于用一参比方法得到的值。

３．５．１５

　　最大允许偏倚　犿犪狓犻犿狌犿狋狅犾犲狉犪犫犾犲犫犻犪狊

从实际结果考虑可允许的最大偏倚。

３．５．１６

　　实质性偏倚　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犫犻犪狊

具有实际重要性或合同各方同意的允许偏倚。

３．５．１７

　　离群值　狅狌狋犾犻犲狉

在同组观测中，与其他结果相距较远，从而怀疑是错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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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８

　　置信度　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统计推断的可靠程度，常以概率表示。

３．５．１９

　　临界值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狏犪犾狌犲

统计检验时，接受或拒绝的界限值。

３．５．２０

　　允许差　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在规定条件下获得的两个或多个观测值间允许的最大差值。

３．５．２１

　　重复性限　狉犲狆犲犪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犾犻犿犻狋

一个数值。在重复条件下，即在同一试验室中、由同一操作者、用同一仪器、对同一试样、于短期内

所做的重复测定，所得结果间的差值（在９５％概率下）的临界值。

３．５．２２

　　再现性临界差　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犻犫犻犾犻狋狔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一个数值。在再现条件下，即在不同试验室中、对从试样缩制最后阶段的同一试样中分取出来的、

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所做的重复测定，所得结果的平均值间的差值（在特定概率下）的临界值。

４　煤样

４．１　煤样的采取和制备

分析试验煤样（以下简称煤样）按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１或ＧＢ４７４采取，按ＧＢ／Ｔ１９４９４．２或ＧＢ４７５制

备成所需试验煤样。

４．２　煤样的保存

水分煤样应装入不吸水、不透气的密闭容器中；一般分析试验煤样应在达到空气干燥状态后装入严

密的容器中。

４．３　存查煤样

存查煤样在原始煤样制备的某一阶段分取。存查煤样应尽可能少破碎、少缩分，其粒度和质量应符

合相关标准规定。

４．４　分析试验取样

分析试验取样前，应将煤样充分混匀；取样时，应尽可能从煤样容器的不同部位，用多点取样法

取出。

５　溶液及其浓度

５．１　溶液

煤炭分析试验中使用的溶液，凡以水作溶剂的称为水溶液，简称溶液；以其他液体为溶剂的溶液，则

在其前面冠以溶剂的名称，如以乙醇（或苯）为溶剂的溶液称为乙醇（或苯）溶液。

５．２　溶液浓度

以下为煤炭分析试验中常用的溶液浓度。

５．２．１　物质的量浓度

单位体积溶液中所含溶质的物质的量，单位为摩尔每升，符号为ｍｏｌ／Ｌ。

物质的量的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是摩尔，其定义如下：

摩尔是一系统的物质的量，该系统中所包含的基本单元数与０．０１２ｋｇ的碳１２的原子数目相等。

在使用摩尔时，基本单元应予指明，它可以是原子、分子、离子、电子及其他粒子，或是这些粒子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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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例如：

犮（
１

５
ＫＭｎＯ４）＝０．１ｍｏｌ／Ｌ，表示溶质的基本单元是

１

５
个高锰酸钾分子，其摩尔质量为３１．６ｇ／ｍｏｌ，

溶液的浓度为０．１摩尔每升，即每升溶液中含有０．１×３１．６ｇ高锰酸钾。

犮（
１

２
Ｃａ２＋）＝１ｍｏｌ／Ｌ，表示溶质的基本单元是

１

２
个钙阳离子，其摩尔质量为２０．０４ｇ／ｍｏｌ，溶液的

浓度为１摩尔每升，即每升溶液中含２０．０４ｇ钙阳离子。

５．２．２　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

溶质的质量（或体积）与溶液质量（或体积）之比。如质量分数５％，体积分数５％，质量分数

４．２×１０－６。　

５．２．３　质量浓度

溶质的质量除以溶液体积，以克每升或其倍数、分数单位表示，如ｇ／Ｌ，ｍｇ／ｍＬ。

５．２．４　体积比或质量比

一试剂和另一试剂（或水）的体积比或质量比，以（犞１＋犞２）或（犿１＋犿２）表示，如体积比为（１＋４）硫

酸是指１体积相对密度１．８４的硫酸与４体积水混合后的硫酸溶液。

６　测定

６．１　测定次数

除特别要求者外，每项分析试验对同一煤样进行２次测定（一般为重复测定）。２次测定的差值如

不超过重复性限犜，则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否则，需进行第３次测定。如３次测定值的极差

小于或等于１．２犜，则取３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否则，需要进行第４次测定。如４次测

定值的极差小于或等于１．３犜，则取４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如极差大于１．３犜，而其中

３个测定值的极差小于或等于１．２犜，则可取此３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如上述条件均

未达到，则应舍弃全部测定结果，并检查仪器和操作，然后重新进行测定。

６．２　水分测定期限

６．２．１　全水分应在煤样制备后立即测定，如不能立即测定，则应将之准确称量、置于符合４．２要求的容

器中，并尽快测定。

６．２．２　凡需根据水分测定结果进行校正或换算的分析试验，应同时测定煤样水分；如不能同时进行，两

者测定也应在尽量短的、煤样水分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期限内进行，最多不超过５ｄ。

７　结果表述

７．１　结果表示符号

７．１．１　项目符号

煤炭分析试验，除少数惯用符号外，均采用各分析试验项目的英文名词的第一个字母或缩略字，以

及各化学成分的元素符号或分子式作为它们的代表符号。以下列出煤炭分析试验项目专用符号及其英

文和中文名称：

犪———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最大收缩度；

犃———ａｓｈ，灰分；

ＡＩ———ａｂｒａ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磨损指数；

ＡＲ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视相对密度；

犫———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最大膨胀度；

ＣＢ———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ｃｈａｒｂｕｔｔｏｎ，（挥发分测定）焦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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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ｃｌｉｎｋｅｒｉｎｇｒａｔｅ，结渣率；

ＣＲ———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ｋｅｒｅｓｉｄｕｅ，半焦产率；

ＣＳＮ———ｃｒｕｃｉｂｌｅ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坩埚膨胀序数；

Ｄ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灰熔融性）变形温度；

犈Ｂ———ｙｉｅｌｄｏｆ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ｏｌｕｂ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苯萃取物产率；

犉犆———ｆｉｘｅｄｃａｒｂｏｎ，固定碳；

ＦＴ———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灰熔融性）流动温度；

犌Ｒ，Ｉ———ｃａｋｉｎｇｉｎｄｅｘ，黏结指数；

ＨＡ———ｙｉｅｌｄｏｆｈｕｍｉｃａｃｉｄｓ，腐植酸产率；

ＨＧＩ———Ｈａｒｄｇｒｏｖｇｒｉ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哈氏可磨性指数；

ＨＴ———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灰熔融性）半球温度；

犕———ｍｏｉｓｔｕｒｅ，水分；

ＭＨＣ———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最高内在水分；

ＭＭ———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ｔｔｅｒ，矿物质；

犘ｍ———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透光率；

犙———（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ｈｅａｔ）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ｖａｌｕｅ，发热量；

犚———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反射率；

Ｒ．Ｉ———Ｒｏｇａｉｎｄｅｘ，罗加指数；

ＳＳ———ｓｈａｔｔ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落下强度；

ＳＴ———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灰熔融性）软化温度；

Ｔａｒ———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ａｒ，焦油产率；

ＴＲＤ———ｔｒｕ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真相对密度；

Ｔ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热稳定性；

犞———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ｍａｔｔｅｒ，挥发分；

Ｗａｔｅｒ———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ｏｆ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干馏总水（产率）；

狓———ｆ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ｋｅｒｅｓｉｄｕｅ，焦块最终收缩度；

狔———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ｌａｙｅｒ，胶质层最大厚度；

α———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二氧化碳转化率。

７．１．２　细项目符号

各项目的进一步划分，采用相应的英文名词的第一个字母或缩略字，标在项目符号的右下角表示。

煤炭分析试验涉及的细项目符号有：

ｂ———ｂｏｍｂ，弹筒；

ｆ———ｆｒｅｅ，外在或游离；

ｉｎｈ———ｉｎｈｅｒｅｎｔ，内在；

ｏ———ｏｒｇａｎｉｃ，有机；

ｐ———ｐｙｒｉｔｅ，硫化铁；

ｓ———ｓｕｌｆａｔｅ，硫酸盐；

ｇｒ，ｐ———ｇｒｏｓｓ，ａ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恒压高位；

ｇｒ，ｖ———ｇｒｏｓｓ，ａ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恒容高位；

ｎｅｔ，ｐ———ｎｅｔ，ａ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恒压低位；

ｎｅｔ，ｖ———ｎｅｔ，ａ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恒容低位；

ｔ———ｔｏｔａ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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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基的符号

以不同基表示的煤炭分析结果，采用基的英文名称缩写字母、标在项目符号右下角、细项目符号后

面，并用逗号分开表示。

煤炭分析试验常用基的符号有：

ａｄ———ａｉｒｄｒｉｅｄｂａｓｉｓ，空气干燥基；

ａｒ———ａ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ａｓｉｓ，收到基；

ｄ———ｄｒｙｂａｓｉｓ，干燥基；

ｄａｆ———ｄｒｙａｓｈｆｒｅｅｂａｓｉｓ，干燥无灰基；

ｄｍｍｆ———ｄｒ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ｆｒｅｅｂａｓｉｓ，干燥无矿物质基；

ｍａｆ———ｍｏｉｓｔａｓｈｆｒｅｅｂａｓｉｓ，恒湿无灰基；

ｍ，ｍｍｆ———ｍｏｉｓ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ｆｒｅｅｂａｓｉｓ，恒湿无矿物质基。

７．１．４　示例

空气干燥基全硫，Ｓｔ，ａｄ；

干燥无矿物质基挥发分，犞ｄｍｍｆ；

收到基恒容低位发热量，犙ｎｅｔ，ｖ，ａｒ；

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犙ｇｒ，ｍａｆ；

恒湿无矿物质基高位发热量，犙ｇｒ，ｍ，ｍｍｆ。

７．２　基的换算

将有关数值代入表１所列的相应公式中，再乘以用已知基表示的项目值，即可求得用所要求的基表

示的项目值（低位发热量的换算除外）。

表１　不同基的换算公式

已知基

要　求　基

空气干燥基

ａｄ

收到基

ａｒ

干燥基

ｄ

干燥无灰基

ｄａｆ

干燥无矿物质基

ｄｍｍｆ

空气干燥基

ａｄ

１００－犕ａｒ
１００－犕ａ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ｄ＋犃ａ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ｄ＋犕犕ａｄ）

收到基

ａｒ

１００－犕ａｄ
１００－犕ａｒ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ｒ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ｒ＋犃ａｒ）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ｒ＋犕犕ａｒ）

干燥基

ｄ

１００－犕ａ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犃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犕ｄ

干燥无灰基

ｄａｆ

１００－（犕ａｄ＋犃ａ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ｒ＋犃ａｒ）

１００

１００－犃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犃ｄ
１００－犕犕ｄ

干燥无矿

物质基

ｄｍｍｆ

１００－（犕ａｄ＋犕犕ａ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ａｒ＋犕犕ａｒ）

１００

１００－犕犕ｄ
１００

１００－犕犕ｄ
１００－犃ｄ

７．３　结果报告

７．３．１　数据修约规则

凡末位有效数字后面的第一位数字大于５，则在其前一位上增加１，小于５则弃去；凡末位有效数字

后面的第一位数字等于５，而５后面的数字并非全为０，则在５的前一位上增加１；５后面的数字全部为

０时，如５前面一位为奇数，则在５的前一位上增加１，如前面一位为偶数（包括０），则将５弃去。所拟舍

弃的数字，若为两位以上时，不得连续进行多次修约，应根据所拟舍弃数字中左边第一个数字的大小，按

上述规则进行一次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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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结果报告

煤炭分析试验结果，取２次或２次以上重复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按上述修约规则修约到表２规定

的位数。

表２　测定值与报告值位数

测定项目 单位 测定值 报告值

锗

镓

氟

砷

硒

铬

铅

铜

镍

锌

μｇ／ｇ 个位 个位

镉

钴 μｇ／ｇ 小数点后一位 小数点后一位

哈氏可磨性指数

奥阿膨胀度

奥阿收缩度

黏结指数

磨损指数

罗加指数

年轻煤的透光率

钒

铀

无

％ａ

％ａ

无

ｍｇ／ｋｇ

％ａ

％

μｇ／ｇ

μｇ／ｇ

小数点后一位 个位

全水

煤对二氧化碳化学反应性
％ 小数点后一位 小数点后一位

格金低温干馏焦油、半焦、干馏总水产率

热稳定性

最高内在水分

腐植酸产率

落下强度

％ 小数点后二位 小数点后一位

结渣性

工业分析

元素分析

全硫

各种形态硫

碳酸盐二氧化碳

褐煤的苯萃取物产率

灰中硅、铁、铝、钛、钙、镁、钾、硫、磷

矿物质

真相对密度

视相对密度

％

％

％

％

％

％

％

％

％

无

无

小数点后二位 小数点后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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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测定项目 单位 测定值 报告值

汞

氯

灰中锰

磷

μｇ／ｇ

％

％

％

小数点后三位 小数点后三位

发热量
ＭＪ／ｋｇ

Ｊ／ｇ

小数点后三位

个位

小数点后二位

十位

灰熔融性特征温度

奥阿膨胀度特征温度

煤的着火温度

胶质层指数（犡、犢）

坩埚膨胀序数

℃

℃

℃

ｍｍ

无

个位

个位

个位

０．５

１／２

十位

个位

个位

０．５

１／２

　　ａ　应有百分数，但报出时不写百分数。

８　方法精密度

煤炭分析试验方法的精密度，以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表示。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按ＧＢ／Ｔ６３７９．２通过多个试验室对多个试样进行的协同试验来确定。

重复性限按式（１）计算：

狉＝槡２狋０．０５狊狉 ………………………………（１）

　　再现性临界差按式（２）计算：

犚＝槡２狋狊犚 ………………………………（２）

　　式中：

狊狉———实验室内重复测定的单个结果的标准差；

狊犚———实验室间测定结果（单个实验室重复测定结果的平均值）的标准差；

狋０．０５———９５％概率下的狋值；

狋———特定概率（视分析试验项目而定）下的狋分布临界值。

９　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９．１　试验记录

试验记录应按规定的格式、术语、符号和法定计量单位填写，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分析试验项目名称及记录编号；

ｂ）　分析试验日期；

ｃ）　分析试验依据标准及主要使用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

ｄ）　分析试验数据；

ｅ）　分析试验结果及计算；

ｆ）　分析试验过程中发现的异常现象及其处理；

ｇ）　试验人员和审查人员；

ｈ）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９．２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按规定的格式、术语、符号和法定计量单位填写，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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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报告名称、编号、页号及总页数；

ｂ）　试验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等；

ｃ）　委托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及联系人等；

ｄ）　样品名称、特性和状态、原编号及送样日期；

ｅ）　实验室样品编号；

ｆ）　分析试验项目及依据标准或规程；

ｇ）　分析试验结果及结论（如果适用）；

ｈ）　（如果适用）抽样程序（包括煤产品特性、抽样依据标准、抽样基数、采样单元数和子样数、子样

质量和总样质量、抽样时间、地点和人员）；

ｉ）　（如果适用）关于“本报告只对来样负责”的声明；

ｊ）　批准、审核和主验人员，签发日期；

ｋ）　其他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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