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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1966—1996《多孔陶瓷显气孔率、容重试验方法》，与 GB/T 1966—1996 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多孔陶瓷的术语和定义（见3.1）；—
更改了测试称重装置的精度（见4.2，1996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样品制备的要求（见5.1，1996年版的第6章、第7章）；—
更改了样品状态的要求（见5.1，1996年版的第8章、第9章、第10章）；—
更改了测试样品数量（见5.3，1996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试验条件（见6.1）；—
更改了真空法的试验真空度、抽气时间、保压时间，真空度由“小于10 mmHg”更改为“小

于2 500 Pa”、抽吸时间由“保持十分钟”更改为“15 min”、保压时间由“无气泡出现时即

可停止”更改为“抽气30 min”（见6.3.2，1996年版的第12章）；

—

增加了饱含浸液毛巾的制备（见6.5）；—
增加了浸液密度测定（见6.7）；—
更改了测试报告要求（见第8章，1996年版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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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陶瓷　显气孔率和体积密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测定多孔陶瓷显气孔率和体积密度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多孔陶瓷制品显气孔率、体积密度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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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7991　精细陶瓷术语

GB/T 22230　工业用液态化学品 20 ℃ 时的密度测定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99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孔陶瓷　porous ceramics

孔径为 0.05 μm～100 μm，显气孔率为 25%～90% 的陶瓷材料。
[ 来源：GB/T 17991—2009，2.1.36，有修改 ]

3.2　

体积密度　bulk density

单位体积样品的干燥质量。
注：用克每立方厘米（g/cm3）表示 。

[ 来源：GB/T 17991—2009，2.3.2，有修改 ]
3.3　

显气孔率　apparent porosity

试样中开口孔隙（指大气相通的气孔）的体积与试样总体积的百分比。
注：用百分号（%）表示。

4　仪器设备和材料
 

4.1　干燥箱
 

能将温度控制在 110 ℃±5 ℃ 的干燥箱。

4.2　称重装置
 

精度为 0.001 g 的称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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