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 第7部分：密度（NY/T 1881.7-2010）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69806.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 第7部分：密度（NY/T 1881.7-2010）

 前言

 NY/T 1881《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分为：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全水分；

 ―第3部分：一般分析样品水分；

 ―第4部分：挥发分；

 ―第5部分：灰分；

 ―第6部分：堆积密度；

 ―第7部分：密度；

 ―第8部分：机械耐久性。

 本部分为NY/T 1881的第7部分。

 本部分对应于CEN/TS 15150 ; 2005《固体生物质燃料一颗粒密度的测定方法》。本部分与CEN/TS
15150;2005和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正昌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立欣、田宜水、孟海波、孙丽英、周伯瑜、赵庚福、孙振华、傅友红、郝波、潘嘉亮、姚宗
路、罗娟、霍丽丽。

 1范围

 NY/T 1881的本部分规定了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密度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密度并不是一个绝对值，随环境或技术因素（如空气湿度、振动或生物降解等）变化而发
生变化。此外，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密度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其测量值应作为瞬时的燃料特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1879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采样方法

 NY/T 1880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样品制备方法

 NY/T 1881.1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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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1881.2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第2部分：全水分

 3术语

 NY/T 1881.1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4方法提要

 称取一定量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样品，表面用蜡涂封后（防止水渗人样品的孔隙），通过测定样品在空气中重量
与在随后液体中测定重量的差值来测定浮力，再计算出蜡颗粒样品的体积，减去蜡的体积后，计算出生物质固体成型
燃料的密度。

 注：压块的密度也可以用立体测量方法估计，参见附录A。颗粒也可被切开，用立体测量方法来估计体积。使用立
体测量方法时，要注意重复试验间的较大可变性。

 5试剂

 5.1含少量离子的水（如饮用水），温度为10℃一30℃。

 5.2熔点为52℃一54℃的石蜡。

 6仪器设备

 6.1水银温度计

 0℃一100℃，分度为0.5℃。

 6.2颗粒燃料试验专用设备

 6.2.1天平

 感量0.001g。由于天平具有很高的灵敏度，试验台应放置在防风的柜中，防止发生干扰，并立即读取显示的数值。

 6.2.2透明玻璃烧杯

 容量为200mL。

 6.2.3密度测量台

 可放在天平上，包括一个跨天平称量盘的支架，用于防止天平过载。支架用于支撑玻璃烧杯(6.2.2)。通过一个具有
吊杆的支撑架，将称量盘（浸没盘）悬挂在装有液体的玻璃烧杯中（图1)。盘中一次至少能容纳四颗颗粒燃料。支撑
架和浸没盘都直接放置在天平盘上。浸没设备（盘和吊杆）在装人颗粒时可以移动。通过吊杆使浸没深度保持恒定。
浸没盘的底部开有直径小于颗粒直径的小孔。当浸没时，水可以通过小孔从下面进人盘中。如果被测样品材料的密度
较小（小于1.0g/cm3)，则需要有翻转浸没盘的修正吊杆。它将在颗粒压倒液体表面以下，防止颗粒漂浮在液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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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压块试验用设备

 6.3.1天平

 感量0.01g。如果每个需要测量的压块质量都大于500g，则其精度可降至0.1g。

 天平必须有将悬挂质量传到称重传感器的连接点。

 6.3.2透明容器

 用于盛放液体，要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液体和需浸没的压块。

 注：当容器的横截面约比压块的横截面大8倍时，通常容器的容量足够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由压块浸没而引起

 的液体水平面变化作用可忽略。这些误差可能是由于连接钢丝绳有较大部分浸没在液体中引起的。

 6.3.3细钢丝绳

 能悬挂在天平连接点，在钢丝绳的末端配有一个圆环或钩，便于悬挂样品。

 6.3.4三脚架

 可放置天平，配有金属圆板，板上开孔以便钢丝绳能顺利穿过而悬挂在天平下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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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钢环或其他任何金属支撑设备

 以便将压块固定在钢丝绳下连接点。

 6.3.6如果被测样品的密度较小（小于1.0g/cm3)，则需要一个珐码，可压在压块上面以防止压块浮出液体表面。

 7样品制备

 7.1按照NY/T 1879的规定进行采样。如果有必要，按照NY/T 1880的规定对样品进行缩分。

 7.2样品的总质量为500g（直径等于或小于12mm）或1000g（直径大于12mm）或最少15个压块。

 7.3从样品中选出至少40个颗粒或10个压块作为子样，存放在将进行测定的房间内至少2d。

 7.4按照NY/T 1881.2的规定，测定样品的全水分。

 8试验步骤

 8.1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测定步骤

 8.1.1在玻璃烧杯中装入一定高度的水，可保证盘上所有颗粒都能被水浸没。

 8.1.2将装有液体的玻璃烧杯放在支架上。

 8.1.3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检查液体温度。

 8.1.4在空气中测定一组颗粒（至少四颗）的总质量，记录测量结果，精确到0.001g。

 8.1.5将称量过的样品浸人预先加热至70℃一90℃的石蜡中，用玻璃棒迅速拨动样品直至表面不再产生气泡为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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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取出，稍冷，撒在塑料布上，并用玻璃棒迅速拨开颗粒使其不互相豁着。冷却至室温，去掉豁在蜡样品颗粒表面上
的蜡屑，准确称重至0.001g。

 8.1.6将空的浸没设备放到支撑架指定的支架上。浸没设备不能碰到玻璃烧杯的底部或内壁。

 8.1.7当空的浸没设备在液面下最大深度时，将天平的皮重调为零。

 8.1.8取出浸没设备，将8.1.4中已测量的四个蜡封颗粒放在浸没盘上，小心地将它放回到支撑架上指定的支架上。

 8.1.9当颗粒都浸没在液体中时，从天平上读出总质量并记录下来，精确到0.001g。

 8.1.10在读数以后，立刻从液体中取出颗粒，以避免由于颗粒溶解造成的液体污染。

 8.1.11重复8.1.4到8.1.9步骤9次，总共重复试验3次。在3次重复试验后至少要换一次水。

 8.2压块的测定步骤

 8.2.1在液体盛放容器中装入一定高度的水，至能保证所有压块都能被水浸没。

 8.2.2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检查液体的温度。

 8.2.3在空气中测定压块样品的总质量，记录测量结果，精确到0.01g。如果测试的每个压块质量都大于500g，则记录
结果精确到0.1g。

 8.2.4将称量后的样品浸人预先加热至70℃一90℃的石蜡中，用玻璃棒迅速拨动样品直至表面不再产生气泡为止。立
即取出，稍冷，撒在塑料布上，并用玻璃棒迅速拨开样品使其不互相赫着。冷却至室温，去掉勃在蜡封样品表面上的
蜡屑，准确称重至0.001g。

 8.2.5将空钢环或其他任何可安装该设备固定在钢丝绳的连接环上，并将此空设备浸没到最大深度。

 该设备不能接触到容器的内壁或底部。

 8.2.6当空的设备在液面下时，将天平的皮重调为零。

 8.2.7从容器中取出安装设备，将8.2.4中已涂蜡的压块固定在安装设备上，然后将其固定在连接圆环上，小心地将整
个负荷浸入液体中。

 8.2.8当压块浸没在液体中时，从天平上读出总质量并记录下来，精确到0.01g。如果每个压块的总质量都大于500g，
则记录结果精确到0.lg。如果测试样品的密度小于1.0g/cm3，则需要一个额外的祛码固定在负荷上以防止压块浮出液面
。这需将这额外重量的皮重调到零(8.2.6)。

 8.2.9在记录读数以后，立刻从液体中取出压块，以避免由于压块溶解造成的液体污染。

 注1：压块不能接触到容器的内壁或底部。液体中的质量读数应在压块浸入以后立即进行，以防止压块从中携带液
体或发生分解。通常在天平显示的数值大致恒定时的最初3s-5s内完成读数。

 8.2.10重复8.2.4到8.2.9步骤9次，总共重复试验3次。在3次重复试验后至少要换一次水。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立体体积估算法

 A.1规则形状的圆柱形压块或切割成规则形状的颗粒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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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推荐的估算步骤如表A.1。

 A.1.2推荐重复次数：压块5次，颗粒10次。

 A.2压块

 A.2.1推荐可选的估算方法（同样适用于不规则的压块）如下：

 ―取一张薄纸（A4大小，即21cm×29.7cm)，称量其质量从，精确到0.1mg，测量尺寸，精确到0.01cm。计算面积A5
;

 ―将压块直立放置在纸的中央；

 ―用细铅笔(0.5mm）沿着压块底部画一圈线，建议使用专门的水线标志装置；

 ―用剪刀沿线剪下圈住的部分；

                                                  页面 6 / 7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试验方法 第7部分：密度（NY/T 1881.7-2010）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69806.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称量剪下来纸的质量M（单位为g，精确到0.1mg) ;

 ―用两脚规测量压块的长度Lb（测两次），单位为cm。如果有内孔，测量内孔直径Di（测量4次，两端各2次，每
次隔90°)

 计算：

 压块底部的面积为（无孔时）：

 A.2.2推荐重复次数：至少5次。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69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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