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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国家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信义节能

玻璃（芜湖）有限公司、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中航特种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南

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华鹰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应用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东营胜明玻

璃有限公司、威海成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辽宁双强塑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勇、王立祥、嵇书伟、黄建斌、冯素波、杨建军、贾立丹、刘东阳、黄成德、赵勇、

李国杰、崔洪、李会、李新达、王勇、向华、吴娇、郭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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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家对建筑节能要求的提高，中空玻璃作为节能的玻璃制品，广泛应用于建筑节能领域。惰性

气体含量对于中空玻璃节能性能有直接影响，气体含量的要求已被列入中空玻璃国家标准，使得中空玻

璃惰性气体含量的测试方法尤其重要。

中空玻璃惰性气体含量的测试原理和方法有很多种，有的方法可以用于生产工艺监控，有的方法可

以用于试验室检测。本标准涉及两种测试中空玻璃惰性气体含量的方法，分别是：气相色谱分析法和顺

磁性氧分析法。测试者可选用本标准的任一方法进行中空玻璃内惰性气体含量测试。但使用不同的方

法所得到的惰性气体含量测试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由于不同的测试原理造成的，因此建议

在测试报告中对测试结果标注出其所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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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玻璃惰性气体含量测试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空玻璃惰性气体含量测试方法的仪器设备、校准、环境条件、试样、取气点、试验过

程、惰性气体含量计算公式和测试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中空玻璃腔内惰性气体含量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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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ＪＧ７００　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氧分析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狅狓狔犵犲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通过准确测试中空玻璃腔内混合气体中氧的含量，根据氧气在空气中所占体积比为常数的原理，可

以得到混合气体中空气的含量，最终推算出其中惰性气体含量的方法。

４　气相色谱分析法

４．１　原理

气相色谱分析法是利用试样气体中的各组分，在色谱柱中的气相和固定相间的分配及吸附系数不

同，当载气把试样气体带入色谱柱时，各组分的运行速度不同，通过一定的柱长后，按照不同的顺序从色

谱柱中被分离，进入测试器进行测试，根据各组分的保留时间和响应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最终测出

试样气体各组分的含量。

４．２　仪器设备

４．２．１　气相色谱仪，按照ＪＪＧ７００检定合格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ａ）　能够从混合气体中分离出惰性气体；

ｂ）　具有热导性探测器（ＴＣＤ）；

ｃ）　测试精度至少为０．１％。

４．２．２　容积为５０ｍＬ的采样器，如图１所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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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活塞；

２———阀门；

３———针头；

４———通气孔。

图１　采样器示意图

４．３　环境条件

温度为２３℃±５℃，相对湿度３０％～７５％。

４．４　试样

中空玻璃应在４．３规定的条件下放置至少２４ｈ。

４．５　取气点

充惰性气体中空玻璃取气点为任一边密封胶面对角线的交点，如图２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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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取气点；

２———密封胶；

３———玻璃。

图２　取气点示意图

４．６　试验过程

４．６．１　将气相色谱仪通电预热３０ｍｉｎ以上。

４．６．２　将标准气体配置成不同浓度梯度的标准系列，由低浓度到高浓度依次抽取一定体积的标准系

列，注入气相色谱仪，以浓度为横坐标，以峰高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４．６．３　打开采样器的阀门，抽动采样器的活塞，反复吸入和排出其中的气体，将采样器排空后关闭采样

器的阀门，待用。

４．６．４　将试样水平放置在试验台上，按照４．５的规定确定取气点。

４．６．５　在试样上表面放置一重物或施加一定的压力，使用与采样器针头相匹配的钻头，在取气点处钻

一个孔后立即将采样器的针头插入取气孔。如图３所示。

　　说明：

　　１———重物或压力；

２———玻璃；

３———密封胶；

４———采样器；

５———间隔条。

图３　取气示意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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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６　打开采样器的阀门，从中空玻璃腔内迅速抽取５０ｍＬ气体试样后将其迅速推回中空玻璃腔内，

再缓慢抽取５０ｍＬ气体试样。

４．６．７　关闭采样器的阀门，将采样器的针头从取气孔内拔出，采样器内的气体即为样品气体。

４．６．８　把采样器的针头插入气相色谱仪的注气口，打开采样器的阀门，将采集到的气体试样缓慢注入

其中。

４．６．９　读取测量数据并记录。

４．７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试样信息；

ｂ）　仪器信息；

ｃ）　测试所使用的方法；

ｄ）　惰性气体含量，多腔中空玻璃分别给出各腔内的气体含量；

ｅ）　气体种类。

５　顺磁性氧分析法

５．１　原理

顺磁性氧分析法是利用氧具有极强的顺磁性，氧气含量的大小与磁极的偏转角度呈线性关系，可以

准确测试混合气体中氧气的含量。

５．２　仪器设备

５．２．１　精度不小于０．１％的顺磁性机械补偿式氧分析仪。

５．２．２　容积为５０ｍＬ的采样器，如图１所示。

５．３　校准

顺磁性氧分析仪的校准见附录Ａ。

５．４　环境条件

温度为２３℃±５℃，相对湿度３０％～７５％。

５．５　试样

中空玻璃应在５．４规定的条件下放置至少２４ｈ。

５．６　取气点

应符合４．５的规定。

５．７　试验过程

５．７．１　将顺磁性氧分析仪通电预热３０ｍｉｎ以上。

５．７．２　按照５．３的规定对顺磁性氧分析仪进行校准。

５．７．３　打开采样器的阀门，抽动采样器的活塞，反复吸入和排出其中的气体，将采样器排空后关闭采样

器的阀门，待用。

５．７．４　将试样水平放置在试验台上，按照４．５的规定确定取气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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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５　在试样上表面放置一重物或施加一定的压力，使用与采样器针头相匹配的钻头，在取气点处钻

一个孔后立即将采样器的针头插入取气孔。如图３所示。

５．７．６　打开采样器的阀门，从中空玻璃腔内迅速抽取５０ｍＬ气体试样后将其迅速推回中空玻璃腔内，

再缓慢抽取５０ｍＬ气体试样。

５．７．７　关闭采样器的阀门，将采样器的针头从取气孔内拔出，采样器内的气体即为样品气体。

５．７．８　将采样器的针头插入顺磁性氧分析仪的注气口，打开采样器的阀门，将采样器内的气体试样缓

慢注入其中。

５．７．９　读取测量数据并记录。

５．８　惰性气体含量计算公式

惰性气体含量按式（１）计算。

犐＝ １－
犞

犃（ ）×１００％ …………………………（１）

　　式中：

犐———惰性气体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犞———混合气体中氧气的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犃———空气中氧气的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５．９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ａ）　试样信息；

ｂ）　仪器信息；

ｃ）　测试所使用的方法；

ｄ）　惰性气体含量，多腔中空玻璃分别给出各腔内的气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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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顺磁性氧分析仪的校准

犃．１　标准气体

犃．１．１　惰性气体含量大于９９．９９％的标准气体。

犃．１．２　惰性气体含量范围为８０％～９０％的标准气体。

犃．１．３　已知氧气含量的氮氧混合标准气体。

　　注：标准气体含量的准确度可能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犃．２　校准的步骤

犃．２．１　根据不同的仪器设备选取相应的取气仪器，如采样器。

犃．２．２　使用取气仪器获取标准气体。

犃．２．３　将标准气体注入相应的分析仪中，根据测试的结果，调整校准旋钮使测试结果与相应气体的标

准值完全一致，完成校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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