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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次修订的ＧＢ／Ｔ１８８５６《水煤浆试验方法》分为７个部分：

———第１部分：采样；

———第２部分：浓度测定；

———第３部分：筛分试验；

———第４部分：表观黏度测定；

———第５部分：稳定性测定；

———第６部分：密度测定；

———第７部分：ｐＨ值测定。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８８５６—２００２《水煤浆质量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８８５６—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删除了第６部分：水煤浆发热量测定方法；

———删除了第７部分：水煤浆工业分析方法；

———删除了第８部分：水煤浆全硫测定方法；

———删除了第１０部分：水煤浆灰熔融性测定方法；

———删除了第１１部分：水煤浆碳氢测定方法；

———删除了第１２部分：水煤浆氮测定方法；

———删除了第１３部分：水煤浆灰成分测定方法。

删除的内容分别整合到相关的煤和煤灰的测定方法标准中。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８８５６的第５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８８５６．５—２００２《水煤浆质量试验方法　第５部分：水煤浆稳定性测定方法》。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８８５６．５—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

———将标准中包含要求的“注”内容纳入条文（２００２年版６．１．４、６．２．４，本版６．１．４、６．２．３）。

本部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分析实验室。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傅丛、孙刚、李英华。

本部分代替的历次版本和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８８５６．５—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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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煤浆稳定性测定有许多经验方法，如棒测法、浓度差法、静止观测法、倒置定量评价法、振动法和

离心法等。本部分采用测量水煤浆振动或静止一定时间后不能垂直流出的残留物（硬沉积）的方法。该

方法试验条件容易控制，易实现标准化；试验结果能量化，复现性满足要求；对不同稳定性的水煤浆有较

好的区分能力。但该方法不能区分硬沉淀（一般搅拌不能恢复成流体）和软沉淀（轻轻搅拌即可恢复成

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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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试验方法

第５部分：稳定性测定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８８５６的本部分规定了水煤浆动态稳定性和静态稳定性的方法提要、试验室条件、仪器设

备、测定步骤、结果计算、方法精密度和试验报告。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水煤浆。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８８５６的本部分。

２．１　

水煤浆动态稳定性　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犮狅犪犾狑犪狋犲狉犿犻狓狋狌狉犲

水煤浆在振荡一定时间后保持其物性均匀的能力。

２．２

水煤浆静态稳定性　狊狋犪狋犻犮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犮狅犪犾狑犪狋犲狉犿犻狓狋狌狉犲

水煤浆放置一定时间后保持其物性均匀的能力。

３　方法提要

３．１　动态稳定性

将一定量均匀的水煤浆试样置于容器中，在规定条件下振荡一定时间后，先倾斜容器使水煤浆自由

流出，然后将容器垂直倒置８ｍｉｎ。称量容器内的残留物质量，以水煤浆的残留物占水煤浆试样的质量

分数表示水煤浆的动态稳定性。

３．２　静态稳定性

将一定量均匀的水煤浆试样置于容器中，在规定条件下静置７ｄ后，先倾斜容器使水煤浆自由流

出，然后将容器垂直倒置８ｍｉｎ。称量容器内的残留物质量，以水煤浆的残留物占水煤浆试样的质量分

数表示水煤浆的静态稳定性。

４　试验室条件

水煤浆稳定性试验应在１８℃～２８℃的室温下进行。试验期间，试验室温度尽量保持恒定，温度变

化不应超过３℃。

５　仪器设备

５．１　振荡机：往复式振荡机，振幅（４０±２）ｍｍ，频率（２４０±２０）ｍｉｎ
－１，顶盘长４２ｃｍ，宽３０ｃｍ，带有计

时器并能连续振动６ｈ以上。

５．２　工业天平：最大称量１０００ｇ，感量０．１ｇ。

５．３　小试样（接收）瓶：高压聚乙烯制品，容积约１８０ｍＬ，高约１４ｃｍ，小口，内壁光滑。

５．４　大试样（接收）瓶：高压聚乙烯制品，容积约５００ｍＬ，高约１１ｃｍ，大口，内壁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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