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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原苏联标准UOCT 1186-1987《烟煤塑性指数测定方法》等效。

    本次修订，是在GB/T 479-1987《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方法》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技术内容未作

变动，主要根据 GB/T 1. 1-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1部分：标

准编写的基本规定》和GB/T 483-1998《煤炭分析试验方法一般规定》，规范了标准格式，修改了有关

术语、单位、符号，同时增加了前言部分。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479-19870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 D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E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煤炭工业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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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良49.、邓秀敏。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学研究所解释。

    本标准于 1964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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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 方法
                                                                                      代替 (lli／T 479  1987

            Determination of plastometric indices of bituminous coal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胶质层指数测定的方法提要、仪器设备、试验步骤和结果表述。

    本标准适用于烟煤。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474--1996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483-1998 煤炭分析试验方法一般规定

    GB 5751-1986 中国煤炭分类

3 方法提要

    按规定将煤样装人煤杯中，煤杯放在特制的电炉内以规定的升温速度进行单侧加热，煤样则相应形

成半焦层、胶质层和未软化的煤样层三个等温层面。用探针测徽出胶质体的最大厚度Y，从试验的体积

曲线测得最终收缩度 Xa

4 仪器设备

4.1 双杯胶质层测定仪：有带平衡蛇（图 1)和不带平衡rb的（除无平衡铭外，其余构造同图 1>两种类

型。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t 11122                                  11lU23                                   924_         8           3625                                   751
                  1一底座邝一水平螺丝；3一立柱讨 石棉板币 下部砖垛;6一接线灾;7一硅碳棒；
                    8一上部砖垛 9-煤杯；10一热电偶铁管;11 版板；12 平衡忱;13,17--活轴；

                    14一杠杆；15-探针；16一压力盘;18一方向控制板;19一方向柱；20 砧码挂钩；
                      21一记录笔;22一记录转筒；23一记录转筒支柱；24-法码;25一固定螺丝

                              图 1 带平衡蛇的胶质层测定仪示意图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0-03-16批准 2000-1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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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程序控温仪：温度低于250̀C时，升温速度约为8'C /min, 250℃以上，升温速度为 3'C /min。在 350

-600℃期间，显示温度与应达到的温度差值不超过 5C，其余时间内不应超过 10 ̀C。也可用电位差计

(0-5级）和调压器来控温。

4.3 煤杯（图2a)

    煤杯由 45号钢制成，其规格如下：外径70 mm；杯底内径 59 mm；从距杯底 50 mm处至杯口的内径

60 mm；从杯底到杯口的高度 110 mm o

  "90 __$60m605"8o        060                 4N30                                   2$59                 1"44"70
  告

                          1一杯体；2一杯底；3一细钢棍洪一热电偶铁管;5-一压板；6一螺丝

                                    图 2a 煤杯及其他附件

    煤杯使用部分的杯壁应当光滑，不应有条痕和缺凹，每使用50次后应检查一次使用部分的直径。检

查时，沿其高度每隔10 mm测量一点，共测 6点，测得结果的平均数与平均直径（59.5 mm）相差不得超

过 0. 5 mm，杯底与杯体之间的间隙也不应超过 0. 5 mm,

    杯底和压力盘的规格及其上的析气孔的布置方式如图2b和图 2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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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b 杯底

I              NIIaI              IIaa04              $917 13          1"58
  口

                    图 2C 压力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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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探针

    探针由钢针和铝制刻度尺组成（图 3)。钢针直径为 1 mm，下端是钝头。刻度尺上刻度的单位为

1 mm。刻度线应平直清晰，线粗0. 1-0. 2 mm。对于已装好煤样而尚未进行试验的煤杯，用探针测量其

纸管底部位置时，指针应指在刻度尺的零点上。

  一
                                  图 3 探针（测胶质层层面专用）

4.5 加热炉：由上部砖垛（图 4a)、下部砖垛（图 4b)和电热元件组成。

4.5.1 上、下部炉砖的物理化学性能应能保证对煤样的测定结果与用标准炉砖的测定结果一致。

4.5.2 炉砖可同时放两个煤杯，称前杯和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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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110oN1
                                        图 4a 上部砖垛

                                                                            r一一 A

                                                  ～一一一一‘ovv一一一一一 A  A

                                图 4b 用硅碳棒加热的下部砖垛

4.5.3 硅碳棒电加热元件

    硅碳棒的规格和要求如下：

    电阻 6̂-8 dZ；使用部分长度150 mm，直径 8 mm；冷端长度 60 mm.直径 16 mm；灼热部分温度极限

1 200.1 400̀C 硅碳棒的灼热强度能在跄冷端 15 mm处降下来。

    每个煤杯下面串联两支电阻值相近的硅碳棒。

    也可使用镍铬丝加热盘，但必须加热均匀，并确保满足本标准的升温速度和最终的温度要求。

4.6 架盘天平：最大称量500 g，感量0. 5 g

4.7 长方形小铲：宽30 mm、长45 mm.

4.8 记录转筒：其转速应以记录笔每 160 min能绘出长度为（160士2)m。的线段为准。每月应检查一

次记录转筒转速，检查时应至少测量 80 min所绘出的线段的长度，并调整到合乎标准。

4.9 测定时，煤样横断面上所承受的压强p应为9. 8 X 104 Pa.

4.9.1 不带平衡蛇的仪器用式（1)检查压强；

                                  Lm二L, (Ap一m,）一LZm2 ······················⋯ ⋯ （1）

                                                3.14 (D'一d2)
                                                A ＝ 兰二二二匕二二二一一一一二立二 ···‘··。···。···，·····。··，。··一 （2）

                                                                      4 、一

式中：L 活轴轴心 13与杠杆上祛码挂钩 20的刻痕间的距离，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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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祛码和挂钩的总质量，kg;

      L,— 从活轴轴心 13到压力盘与杠杆联结的轴心 17的距离，等于 20 cm;

    m,— 压力盘16的质量，kg;

      LZ— 从活轴轴心 13到杠杆（包括记录笔部件）的重心的距离，cm。该重心用实测方法求出；

    m2— 杠杆及记录笔部件的质量，kg;

      p— 煤样上承受的压强，等于9.8X 100 Pa;

      A— 煤样横断面的面积，约等于27.4 cm'，可按式（(2）计算；

      D— 煤杯使用部分的平均直径，等于 59. 5 cm;

      d— 热电偶铁管的外径，cm,

    为了检查压强，应测出式（1)中各项距离和质量，并代人该式。如式的两端不相等，则应适当调整祛

码质量，或在杠杆上另刻一新的刻痕以改变距离L，直到式（1)的两端相等为止。

4.9.2 对于带平衡铭的仪器，检查煤样负荷的方法如下：

    首先调节平衡蛇的位置，使其与带压力盘和记录笔部件的杠杆平衡（两边力矩相等，杠杆成水平），

再将平衡铂固定。

    煤样横断面上所承受的压力按式（3)检查：

                                        Lm＝L,Ap ···“··········“··，．··⋯（3）

式中各符号的意义与式（1)相同。

    测出式（(3）中各项距离和质量，代人式（3)后，如式的两端不相等，则应调整祛码质量或在杠杆上另

刻一新的刻痕改变距离L，直到式（3)的两端相等为止。

4.10 热电偶

    镍铬一镍铝电偶，一般每半年校准一次。在更换或重焊热电偶后应重新校准。

4.11 仪器的附属设备：焦块的推出器、煤杯清洁机械装置和石棉圆垫切垫机，其结构和使用方法见附

录B、附录c、附录Do

5 煤样

5.1 胶质层测定用的煤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缩制方法应符合 GB 474((煤样的制备方法》。

    煤样应用对辊式破碎机破碎到全部通过 1. 5 mm的圆孔筛，但不得过度粉碎。

5. 2 供确定煤炭牌号的煤样，应一律按GB 5751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减灰。

5.3 为防止煤的氧化对测定结果的影响，试样应装在磨口玻璃瓶或其他密闭容器中，且放在阴凉处，试

验应在制样后不超过半个月内完成。

6 试验准备

6.1 煤杯、热电偶管及压力盘上遗留的焦屑等用金刚砂布（(1朽号为宜）人工清除干净，也可用附录C

的机械方法清除。杯底及压力盘上各析气孔应畅通，热电偶管内不应有异物。

6.2 纸管制作

    在一根细钢棍上用香烟纸粘制成直径为2.5-3 mm、高度约为 60 mm的纸管。装煤杯时将钢棍插

人纸管，纸管下端折约2 mm，纸管上端与钢棍贴紧，防止煤样进人纸管。

6.3 滤纸条：宽约60 mm，长190̂ 200 mm,

6.4 石棉圆垫

    用厚度为0. 5-l. 0 mm的石棉纸作两个直径为59 mm的石棉圆垫。在上部圆垫上有供热电偶铁

管穿过的圆孔和（6-2)所述纸管穿过的小孔；在下部圆垫上对应压力盘上的探测孔处作一标记。

    用附录D方法切制石棉垫或手工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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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体积曲线记录纸

    用毫米方格纸作体积曲线记录纸，其高度与记录转筒的高度相同，其长度略大于转筒圆周。

6.6 装煤杯

6.6.1 将杯底放人煤杯使其下部凸出部分进人煤杯底部圆孔中，杯底上放置热电偶铁管的凹槽中心点

与压力盘上放热电偶的孔洞中心点对准。

6.6.2 将石棉垫(6-4）铺在杯底上，石棉垫 卜圆孔应对准杯底上的凹槽，在杯内下部沿壁围一条滤纸条

(6-3)。

    将热电偶铁管插人杯底凹槽，把带有香烟纸管的钢棍（6-2)放在下部石棉圆垫的探测孔标志处，用

压板把热电偶铁管和钢棍固定，并使它们都保持垂直状态。

6甲6.3 将全部试样倒在缩分板上，掺合均匀、摊成厚约10 mm的方块。用直尺将方块划分为许多

30 mm X 30 mm左右的小块，用长方形小铲（4-7)，按棋盘式取样法隔块分别取出两份试样，每份试样

质量为（100士0. 5)g.

6.6.4 将每份试样用堆锥四分法分为四部分，分四次装入杯中。每装25 g之后，用金属针将煤样摊平，

但不得捣固。

6.6.5 试样装完后，将压板暂时取下，把上部石棉圆垫小心地平铺在煤样上，并将露出的滤纸边缘折复

于石棉圆垫之上，放人FE力盘，再用压板固定热电偶铁管。将煤杯放人 卜部砖垛的炉孔中，把61力盘与杠

杆连结起来，挂上祛码，调节杠杆到水平。

6.6.6 如试样在试验中生成流动性很大的胶质体溢出压力盘，则应按 6. 6条重新装样试验。重新装样

的过程中，须在折复滤纸后，用压力盘压平，再用直径 2-3 mm的石棉绳在滤纸和石棉垫上方沿杯壁和

热电偶铁管外壁围一圈，再放上压力盘，使石棉绳把压力盘与煤杯、压力盘与热电偶铁管之间的缝隙严

密地堵起来。

6.6.7 在整个装样过程中香烟纸管应保持垂直状态。当压力盘与杠杆连结好后，在杠杆＿L挂上祛码，把

细钢棍小心地由纸管中抽出来( pJ轻轻旋转），务使纸管留在原有位置。如纸管被拔出，或煤粒进人了纸

管（可用探针试出），须重新装样。

6.7 用探针测量纸管底部时，将刻度尺放在压板 E.，检查指针是否指在刻度尺的零点，如不在零点，则

有煤粒进人纸管内，应重新装样。

6.8 将热电偶置于热电偶铁管中，枪查前杯和后杯热电偶连接是否正确。

6.9 把毫米方格纸（6-5)装在记录转筒（(4-8)上，并使纸上的水平线始、末端彼此衔接起来。调节记录转

筒的高低，使其能同时记录前、后杯两个体积曲线。

6.10 检查活轴轴心 13到记录笔尖的距离，并将其调整为 600 mm，将记录笔充好墨水。

6.11 加热以前按式（4)求出煤样的装填高度：

                                          h＝ii一 （(a一b) ························⋯⋯（4）

式中：h— 煤样的装填高度，mm;

      H— 由杯底上表面到杯口的高度，mm;

      a-－一 由压力盘上表面到杯口的距离，mm ;

      b— 压力盘和两个石棉圆垫的总厚度，mm .

    a值测量时，顺煤杯周围在四个不同地方共量四次，取平均值}H 值应每次装煤前实测,b值可用卡

尺实测。

6.12 同一煤样重复测定时装煤高度的允许差为 1 mm，超过允许差时应重新装样。报告结果时应将煤

样的装填高度的平均值附注于X值之后。

了 试验步骤

7.1 当上述准备工作就绪后，打开程序控温仪开关，通电加热，并控制两煤杯杯底升温速度如下：2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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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为 8 0C /min，并要求 30 min内升到 2500C ;2500C以后为 3'C /min。每 l0min记录一次温度。在350

^600℃期间，实际温度与应达到的温度的差不应超过5'C，在其余时间内不应超过10 0C，否则，试验作

废。

    在试验中应按时记录“时间”和“温度”。“时间”从250℃起开始计算，以min为单位。

7.2 温度到达250℃时，调节记录笔尖使之接触到记录转筒上，固定其位置，并旋转记录转筒一周，划

出一条“零点线”，再将笔尖对准起点，开始记录体积曲线。

7.3 对一般煤样，测量胶质层层面在体积曲线开始下降后几分钟开始‘，，到温升至约650℃时停止。当

试样的体积曲线呈山型或生成流动性很大的胶质体时，其胶质层层面的测定可适当地提前停止，一般可

在胶质层最大厚度出现后再对上、下部层面各测 2̂-4次即可停止，并立即用石棉绳或石棉绒把压力盘

上探测孔严密地堵起来，以免胶质体溢出。

7.4 测量胶质层上部层面时，将探针刻度尺放在压板上，使探针通过压板和压力盘上的专用小孔小心

地插人纸管中，轻轻往下探测，直到探针下端接触到胶质层层面（手感有阻力了为上部层面）。读取探针

刻度毫米数（为层面到杯底的距离），将读数填人记录表中“胶质层上部层面”栏内，并同时记录测量层面

的时间。

7.5 测量胶质层下部层面时，用探针首先测出上部层面，然后轻轻穿透胶质体到半焦表面（手感阻力明

显加大为下部层面），将读数填人记录表中“胶质层下部层面”栏内，同时记录测量层面的时间。探针穿透

胶质层和从胶质层中抽出时，均应小心缓慢从事。在抽出时还应轻轻转动，防止带出胶质体或使胶质层

内积存的煤气突然逸出，以免破坏体积曲线形状和影响层面位置。

7.6 根据转筒所记录的体积曲线的形状及胶质体的特性，来确定测量胶质层上、下部层面的频率。

7.6.1 当曲线呈“之”字型或波型时，在体积曲线上升到最高点时测量上部层面，在体积曲线下降到最

低点时测量上部层面和下部层面（但下部层面的测量不应太频繁，约每8̂-10 min测量一次）。如果曲线

起伏非常频繁，可间隔一次或两次起伏，在体积曲线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测量上部层面，并每隔 8-

10 min在体积曲线的最低点测量一次下部层面。

7.6.2 当体积曲线呈山型、平滑下降型或微波型时，上部层面每5 min测量一次，下部层面每10 min

测量一次。

7.6.3 当体积曲线分阶段符合上述典型情况时，上、下部层面测量应分阶段按其特点依上述规定进行。

7.6.4 当体积曲线呈平滑斜降型时（属结焦性不好的煤，Y值一般在 7 mm以下），胶质层上、下部层面

往往不明显，总是一穿即达杯底。遇此种情况时，可暂停 20̂ -25 min，使层面恢复，然后，以每 15 min不

多于一次的频数测量上部和下部层面，并力求准确地探测出下部层面的位置。

7.6.5 如果煤在试验时形成流动性很大的胶质体，下部层面的测定可稍晚开始，然后每隔7-8 min测

量一次，到620℃也应堵孔。在测量这种煤的上、下部胶质层层面时，应特别注意，以免探针带出胶质体

或胶质体溢出。

7.7 当温度到达 730℃时，试验结束。此时调节记录笔使之离开转筒，关闭电源，卸下祛码，使仪器冷

却。

7.8 当胶质层测定结束后，必须等上部砖垛完全冷却，或更换上部砖垛方可进行下一次试验。

了．9 在试验过程中，当煤气大量从杯底析出时，应不时地向电热元件吹风，使从杯底析出的煤气和炭黑

烧掉，以免发生短路，烧坏硅碳棒、镍铬线或影响热电偶正常工作。

7.10 如试验时煤的胶质体溢出到压力盘上，或在香烟纸管中的胶质层层面骤然高起，则试验应作废。

    1)一般可在体积曲线下降约 5 mm时开始测量胶质层上部层面；上部层面测值达10 mm左右时，开始测量下部层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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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果表述

8.1 曲线的加工及胶质层测定结果的确定

8.1.1 取下记录转筒上的毫米方格纸，在体积曲线上方水平方向标出温度（按本标准7.1规定所达到

的温度），在下方水平方向标出“时间”作为横坐标。在体积曲线下方、温度和时间坐标之间留一适当位

置，在其左侧标出层面距杯底的距离作为纵坐标。根据记录表上所记录的各个上、下部层面位置和相应

的“时间”的数据，按坐标在图纸上标出“上部层面”和“下部层面”的各点，分别以平滑的线加以连接，得

出上、下部层面曲线。如按上法连成的层面曲线呈“之”字型，则应通过“之”字型部分各线段的中部连成

平滑曲线作为最终的层面曲线（如图 5)e

                                                                                  温度，℃
                              250 280 310 340 370 400 430 460 490 520 550 580 610 640 670 700 730
                                            ⋯ 」．。．。几．。．吕 二 ‘二 卜 二 ⋯ 吕 ． ⋯

              。』 ·＼ ，八八八⋯ ‘                                  日 、、 ／ 、1、11!111‘ k1

                          邃 、、～‘一／ ， v ， v V VL̂ _ 中
                          留 ， —
                            名 “ 八J宁丫一

                  馒 ‘凸沪vv一 ，
                          烤 ＿ 人少劝今一 少了产 ；

        黔．‘⋯ ‘拭理共了 ．．一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时间，min

                                  图 5 胶质层曲线加工示意图

8.1.2 取胶质层上、下部层面曲线之间沿纵坐标方向的最大距离（读准到 0. 5 mm）作为胶质层最大厚

度 Y（如图5)0

8.1.3 取730'C时体积曲线与零点线间的距离（读准到0. 5 mm）作为最终收缩度X（如图5)0

8.1.4 将整理完毕的曲线图，标明试样的编号，贴在记录表上一并保存。

8.1.5 体积曲线类型用下列名称表示（图6):
                                                    ℃ ℃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1一蘸黝 〔夔鬓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mm                                               min

                                a b

                                                    ℃ ℃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霎薰馨｛ 〔霏稀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min                                               min

                                    C                                                          d

                                  图 6 胶质层体积曲线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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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含翼  ATA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min                                                         min

                                e                                                          f

                                                        ℃ ℃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250 310 370 430 490 550 610 670 73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mm                                                          min

                            g                                                          h

                                                图 6（完）

    平滑下降型，图6a;

    平滑斜降型，图6b;

    波型，图6c;

    微波型，图6d;

    “之”字型，图 6e;

      山型，图6f ;

    “之”山混合型，图6g和6ho

8.1.6 按附录A的方法鉴定焦块的技术特征，并记人试验记录表中。

8.1.7 在报告x值时，应按本标准 6.18的规定注明试样装填高度。如果测得的胶质层厚度为零，在报

告Y值时应注明焦块的熔合状况。必要时，应将体积曲线及上、下部层面曲线的复制图附在结果报告

上。

8.2 取前杯和后杯重复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到小数后一位，然后修约到 0.5，作为试验结果报出。

9 方法精密度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方法的重复性限如表 1规定。

                                                  表 1

一一一一三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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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焦块技术特征的鉴定

Al 焦块技术特征的鉴别法如下：

    a)缝隙：缝隙的鉴定以焦块底面（加热侧）为准，一般以无缝隙、少缝隙和多缝隙三种特征表示，并

附以底部缝隙示意图（如图A1)a

  价
                                            一缝隙；一不完全缝隙

                                图A1 单体焦块和缝隙示意图

    无缝隙、少缝隙和多缝隙按单体焦块的块数多少区分如下（单体焦块块数是指裂缝把焦块底面划分

成的区域数。当一条裂缝的一小部分不完全时，允许沿其走向延长，以清楚地划出区域。如图A1所示焦

块的单体焦块数为8,虚线为裂缝沿走向的延长线）。

    单体焦块数为 1块— 无缝隙；

    单体焦块数为 2.6块— 少缝隙；

    单体焦块数为6块以上— 多缝隙。

    b）孔隙：指焦块剖面的孔隙情况，以小孔隙、小孔隙带大孔隙和大孔隙很多来表示。

    c)海绵体：指焦块上部的蜂焦部分，分为无海绵体、小泡状海绵体和敞开的海绵体。

    d}绽边：指有些煤的焦块由于收缩应力裂成的裙状周边（图A2)，依其高度分为无绽边、低绽边（约

占焦块全高1/3以下）、高绽边（约占焦块全高2/3以上）和中等绽边（介于高、低绽边之间）（见图A2),

    海绵体和焦块绽边的情况应记录在表上，以剖面图表示。

    e）色泽：以焦块断面接近杯底部分的颜色和光泽为准。焦色分黑色（不结焦或凝结的焦块）、深灰

色、银灰色等。

    f)熔合情况：分为粉状（不结焦）、凝结、部分熔合、完全熔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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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it
                                                                      完整焦块

      巴」      9N
                                    b中等绽边 上部

    骂            _
                                        ’－－－一 下部

                                    图 A2 焦块绽边示意图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从煤杯中推出焦块的推焦器

B1 推焦器如图B1所示

    将煤杯倒置在底座上的圆孔上，并把煤杯底对准丝杆中心，然后旋转丝杆，直至焦块被推出煤杯为

止，尽可能保持焦块的完整。

  d fFu
                                        图 B1 推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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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煤杯清洁方法

c1 清洁煤杯用的机械装置如图c1所示

    用固定煤杯的特制“杯底”和固定煤杯的螺丝把煤杯固定在连接盘上。启动电动机带动煤杯转动，手

持裹着金刚砂布的圆木棍（直径约 56 mm，长 240 mm）伸人煤杯中，并使之紧贴杯壁，将煤杯 t_.的焦屑

除去。

                                                                9 8 了

  10                                 6rr                54321
                            1一底座；2-煤杯；3一固定煤杯螺丝；小一固定煤杯的杯底；

                              5一联接盘；6一轴承；7,9一皮带轮邝一皮带；10-电动机

                                          图 C1 擦煤杯机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石棉圆垫切制方法

D1 切垫机如图D1所示

    将石棉纸裁成宽度为 63̂-65 mm 的窄条，从长缝 4中放人机内，用力压手柄，使切．17汪下，切割石

棉纸，然后松开手柄，推出切好的石棉圆垫。

  百 13 12 11        109R765F4321
                        1-底座；2,9一弹簧;3一下部切刀;4 石棉纸放入缝；5一切刀外壳；

                          6一上部切刀；7一压杆沼一垫板门0 手柄；11,13--轴心；12～一命＿柱

                                        图 Dl 切垫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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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胶质层指数试验记录表

一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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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第 号

亡二140        150        160
                                          焦块技术特征

                                  l.焦块缝隙（平面图） 2.海绵体绽边（剖面图）

                                        缝 隙 色 泽

                                        孔 隙 海绵体

                                        绽 边 熔合状况

                                        成焦率 前 ％ 后 ％

                                        胶质层厚度(Y)            mm

                                        最终收缩度（X)            mm

                                        体积曲线形状 形

                                          附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