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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４９８３—１９９４《耐火材料抗碱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４９８３—１９９４主要差异如下：

———取消了用抗碱前后线变化率来评价抗碱性的方式；

———增加了应用广泛的熔碱坩埚法抗碱性试验方法；

———增加了适用于强耐碱性耐火材料的熔碱埋覆法抗碱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由全国耐火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巩义通达中原耐火技术有限公司、山西西小坪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秀芳、章艺、朱丽慧、王文武、李献明、康华荣、郝良军、张德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版本的历次发布情况：

———ＧＢ／Ｔ１４９８３—１９９４。

Ⅰ

犌犅／犜１４９８３—２００８





耐火材料　抗碱性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耐火材料抗碱性试验方法的原理、设备、试样、试验程序、结果评定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耐火材料抗碱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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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５０７２　耐火材料　常温耐压强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７３２１　定形耐火制品试样制备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

ＧＢ／Ｔ１０３２５　定形耐火制品抽样验收规则

ＧＢ／Ｔ１６８３９．１　热电偶　第１部分　分度表

ＧＢ／Ｔ１６８３９．２　热电偶　第２部分　允差

ＧＢ／Ｔ１７６１７　耐火原料和不定形耐火材料　取样

ＧＢ／Ｔ１８９３０　耐火材料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９３０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　方法１（碱蒸气法）

本方法适用于定形耐火制品抗碱性的测定。

４．１　原理

在１１００℃温度下，碳酸钾（Ｋ２ＣＯ３）与木炭反应生成碱蒸气，对耐火材料试样发生侵蚀作用，生成

新的碱金属的硅酸盐和碳酸盐化合物，使材料性能发生变化。

４．２　设备和材料

４．２．１　试验炉，卧式抗碱试验加热炉（见图１），最高加热温度为１３００℃，炉膛直径不小于１１０ｍｍ，保

温期间恒温区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ｍｍ，温差不大于±１０℃。

４．２．２　温度测量及控制装置

４．２．２．１　温度测量用带保护套管的热电偶。热电偶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８３９．１和ＧＢ／Ｔ１６８３９．２的要求。

４．２．２．２　温度控制系统应能按规定的程序升温。

４．２．３　石墨坩埚，内径８０ｍｍ，壁厚５ｍｍ，高８０ｍｍ。坩埚盖与坩埚以粗螺纹连接。

４．２．４　电热干燥箱。

４．２．５　游标卡尺，或精度为０．１ｍｍ的其他量具。

４．２．６　天平，分度值０．１ｇ。

４．２．７　试剂，木炭粉粒径小于２．０ｍｍ时，须先在１５０℃下烘３０ｍｉｎ。碳酸钾（Ｋ２ＣＯ３）为化学纯，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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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加热状态下按质量比１∶１混匀。

４．２．８　工业氮气。

　　１———加热炉；

２———石墨坩埚；

３———刚玉管；

４———试样；

５———Ｋ２ＣＯ３ 与木炭混合粉；

６———出气管；

７———进气管；

８———热电偶；

９———温度控制装置。

图１　碱蒸气法抗碱性试验装置示意图

４．３　试样

４．３．１　数量

每组１２个试样。

４．３．２　形状和尺寸

试样为边长２０ｍｍ的立方体，偏差不大于±０．１ｍｍ。

平行度、垂直度的偏差均不大于１％。

４．３．３　制备

试样在３块整砖中按图２所示部位切取，研磨成立方体，要求试样六面光滑，棱角完整，相对面平

行。（１～３）号试样作抗碱试验，（４～６）号试样作常温耐压强度测定（参见ＧＢ／Ｔ５０７２），其余试样备用。

图２　取样部位示意图

４．４　试验步骤

４．４．１　试样尺寸测量

用游标卡尺测量试样的尺寸，并记录，精确至０．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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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装样

４．４．２．１　装样时，应先在坩埚底铺一层５ｍｍ厚的试剂，装第１层试样。然后铺３ｍｍ厚试剂再装第

２层试样，不允许木炭与碳酸钾有分层现象。试样与坩埚壁之间的间隙不小于３ｍｍ。

４．４．２．２　装好试样的石墨坩埚旋上石墨盖并留一扣空隙，送进炉管中，置于炉内的恒温区，在炉管进

气方向石墨坩埚前，装入少量３ｍｍ～５ｍｍ的木炭块。

４．４．２．３　测温管与通气管在炉管同一端，测温热电偶保护套管必须接触石墨坩埚，保证测温的准确性。

４．４．２．４　装好试样后，炉管两端严格密封，出气管引出室外。

４．４．３　加热

将氮气按（１±０．１）Ｌ／ｍｉｎ的流量通入炉管中，同时接通加热炉的电源，按１０℃／ｍｉｎ升温至

（１１００±１０）℃，在该温度下保温３０ｈ。

４．４．４　冷却

保温结束后，试样随炉自然冷却到３００℃以下，停气同时夹住炉管两端进出气管，以免外界空气吸

入。继续冷却至室温，取出试样。

４．４．５　强度测量

参照ＧＢ／Ｔ５０７２的规定进行耐压强度的测定。

４．５　结果评定

４．５．１　目测判定

以３块试样中等级相同的２块为准，如出现３块试样判属等级均不一致，应重新取样检验。评定标

准如下：

一类：表面黑色无缺损，断口仅侵蚀１ｍｍ～４ｍｍ；

二类：表面黑色边角缺损严重，有细小裂缝，整个断口为灰黑色，只有核心少量未侵蚀；

三类：表面黑色且有明显裂缝，边角缺损严重，整个断口黑色。

４．５．２　强度判定

强度变化率犘ｒ，以％表示，按式（１）计算：

犘ｒ＝
犘１－犘０
犘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犘０———抗碱试验前试样的常温耐压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犘１———抗碱试验后试样的常温耐压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４．５．３　显微结构判定

一类：空隙多被无定形碳充填，试样多被碱侵蚀生成含钾的硅酸盐或碳酸盐化合物（砖保持原状，裂

纹较小）；

二类：空隙多被无定形碳和碳酸钾充填，试样局部和颗粒料周边被碱侵蚀生成钾霞石和石榴子石化

合物（砖裂缝较大）；

三类：空隙多被无定形碳、碳酸钾和铝酸钾充填，试样几乎完全被碱侵蚀生成钾霞石和石榴子石化

合物（砖破裂）。

　　注：显微结构判定根据用户要求作判断参考。

５　方法２（熔碱坩埚法）

本方法适用于普通耐火材料抗碱性的测定。

５．１　原理

将一定量的碳酸钾（Ｋ２ＣＯ３）放入试样内，在高温下碱与试验材料反应发生体积膨胀，观察试样的破

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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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仪器和设备

５．２．１　试验炉，最高加热温度不低于１３００℃，温差不大于±１０℃。

５．２．２　电热干燥箱。

５．２．３　游标卡尺，或精度为０．１ｍｍ的其他量具。

５．２．４　天平，分度值０．１ｇ。

５．３　试样

５．３．１　数量

３个试样为一组，对定形制品，每块样砖上切取１个试样。

５．３．２　制备

５．３．２．１　不定形耐火材料取样执行ＧＢ／Ｔ１７６１７，按不定形耐火材料的要求制备边长为７０ｍｍ的立方

体，在成型面的中央预留直径为２２ｍｍ、深２５ｍｍ的孔，并应经过１０５℃～１１０℃保温８ｈ以上的烘干处

理。同时为每个试样制取一个５０ｍｍ×５０ｍｍ×６ｍｍ的盖子，也可从同种材质的耐火砖上切取盖子。

５．３．２．２　定形耐火制品取样执行 ＧＢ／Ｔ１０３２５，按 ＧＢ／Ｔ７３２１的要求制样。在样砖上切取边长为

５０ｍｍ的立方体，尽可能多地保留原表面，在试样的一个面的中心钻一个直径２２ｍｍ，深２５ｍｍ的孔，

同时为每个试样切取一个５０ｍｍ×５０ｍｍ×６ｍｍ的盖子。

５．３．２．３　试样的圆孔表面不允许有明显的裂纹及明显缺边、掉角、蜂窝等缺陷。

５．４　试验步骤

５．４．１　装样

称取８ｇ化学纯无水碳酸钾（Ｋ２ＣＯ３），放入试样的圆孔内，并严密盖好。

试样放置在炉膛的均温区内，其温差不得大于１０℃，试样距发热体不少于３０ｍｍ，试样之间距离至

少应保持１０ｍｍ以上。

　　注：对于易氧化材料如含碳材料、碳素材料，可用坩埚埋碳法保护试样，以避免材料氧化。

５．４．２　加热

以（４～６）℃／ｍｉｎ速度升温至１１００℃。

５．４．３　保温

在１１００℃保温５ｈ，保温期间温差不得超过±１０℃。

５．４．４　冷却

保温结束后，试体随炉自然冷却至１５０℃以下方可出炉。

５．５　结果评定

用游标卡尺或其他量具测量试样表面裂纹宽度（以裂纹的最宽处为准），以３块试样中等级相同的

２块为准，如出现３块试体判属等级均不一致，须重新取样检验，评定标准如下：

一级：试样无明显可见的裂纹；

二级：裂纹宽度不大于１．０ｍｍ；

三级：裂纹宽度１．０ｍｍ～２．０ｍｍ；

四级：裂纹宽度大于２．０ｍｍ。

６　方法３（熔碱埋覆法）

本方法适用于具有强耐碱性耐火材料（如赛隆结合、氮化硅结合碳化硅耐火材料等）的抗碱性测定。

６．１　原理

通过试样在熔融碱液中浸泡，测定试样侵蚀前后质量的变化，以此判断其抗碱侵蚀能力。

６．２　设备和试剂

６．２．１　试验炉，能达到（１５０～２２０）℃／ｈ的升温速度，炉内温差±１０℃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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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单铂铑热电偶。

６．２．３　带盖（中心有孔）的碳化硅匣钵和不锈钢盒，盒尺寸推荐值：２４５ｍｍ×１５５ｍｍ×７５ｍｍ。

６．２．４　洗涤盆。

６．２．５　电热干燥箱。

６．２．６　无水碳酸钾（Ｋ２ＣＯ３），工业纯。

６．２．７　冶金焦炭粒，粒度（０～３）ｍｍ。

６．２．８　天平，分度值１０ｍｇ。

６．３　试样制备

６．３．１　从制品上切取６条１２５ｍｍ×２５ｍｍ×２５ｍｍ试样。其中，应有３条试样从样砖芯部切取。

６．３．２　试样于干燥箱内（１１０±５）℃烘干３ｈ后，移入干燥器中自然冷却至室温。

６．３．３　称量各试样的质量。

６．４　试验步骤

６．４．１　将６条试样放入不锈钢盒内，每条试样两端垫上宽约１０ｍｍ，厚１ｍｍ～３ｍｍ的石墨垫片，并

记录每条试样的位置。相邻两条试样及试样与不锈钢盒壁之间应保持约１０ｍｍ～１５ｍｍ的距离。

６．４．２　将无水Ｋ２ＣＯ３ 装入不锈钢盒内，装碱量为平均每个试样２５０ｇ～２７０ｇ。将碱仔细地铺在试样

的上下和四周。然后盖上赛隆结合碳化硅板，并用碳化硅火泥密封。

６．４．３　在碳化硅匣钵内铺上１０ｍｍ～２０ｍｍ厚焦炭粒，并铺平捣实。

６．４．４　将密封好的不锈钢盒平放在碳化硅匣钵内焦炭粒上，并用焦炭粒将不锈钢盒周围和上部填充，

直至装满整个碳化硅匣钵，并使不锈钢盒上覆盖１０ｍｍ～２０ｍｍ厚焦炭粒。然后盖上赛隆结合碳化硅

板，并用碳化硅火泥密封。

６．４．５　小心地将碳化硅匣钵放入电加热试验炉中，并保持水平。

６．４．６　将热电偶插入碳化硅匣钵盖的中心孔内。

６．４．７　以（１５０～２２０）℃／ｈ的升温速度升至９３０℃，保温３ｈ。

６．４．８　自然冷却３６ｈ后重复加热至９３０℃再保温３ｈ，停炉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６．４．９　从炉内取出碳化硅匣钵，打开匣钵取出不锈钢盒。

６．４．１０　打开不锈钢盒，用流动的水冲洗至碱溶化，从盒中取出试样移至洗涤盆内，继续冲洗２４ｈ。

６．４．１１　将试样放入干燥箱内，于１５０℃保温５ｈ。

６．４．１２　取出试样放入干燥器，冷却至室温，称量。

６．５　结果计算与评定

６．５．１　制品的抗熔碱性以试样的质量变化率犿ｒ表示，数值以％计，按式（２）计算：

犿ｒ＝
犿１－犿

犿
×１００ …………………………（２）

　　式中：

犿———抗碱试验前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抗碱试验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６．５．２　以６个试样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评定依据；测定结果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至１位小数。

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试验项目的名称；

ｂ）　试验日期；

ｃ）　试验所依据的标准，即“按本标准的方法１、方法２或方法３”；

ｄ）　试验材料的说明（制造厂家、品种、批号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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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待测样品的数量；

ｆ）　每块样砖的取样数量；

ｇ）　加热制度；

ｈ）　试验条件；

ｉ）　等级评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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