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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ＡＳＴＭＥ１４６１—２００１《闪光法测定热扩散系数试验方法》（英文），其中作了一些编

辑性修改。本标准与ＡＳＴＭＥ１４６１—２００１的主要差异如下：

———引用标准将ＡＳＴＭ热电偶标准更换为与之相对应的我国国家标准；

———为方便使用者，增加了“引言”，以提示比热容的测量、导热系数的计算方法；

———删去了原标准“１．８　本标准采用国际单位制的声明和第１４章的关键词”；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的规定，对附录编号和附录的章、条编号作了重新编排，对应关系未作

任何改动；

———删去了原标准的参考资料和文献目录。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和附录Ｅ均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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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葛山、尹玉成、赵惠忠、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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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闪光法测定热扩散系数试验方法由于其测定范围广、温度高、速度快、测定过程可以在氧化气氛、惰

性气体或真空环境下进行，目前得到广泛的应用。

已知材料的热扩散系数、比热容及体积密度，可由下列公式求出材料的导热系数：

λ＝α·犮狆·ρ

　　式中：

λ———导热系数，单位为瓦每米开尔文［Ｗ／（ｍ·Ｋ）］；

α———热扩散系数，单位为平方米每秒（ｍ
２／ｓ）；

犮狆———比热容，单位为焦每千克开尔文［Ｊ／（ｋｇ·Ｋ）］；

ρ———体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式中材料的热扩散系数由本试验方法测得。

式中各种材料的体积密度按相应标准测定。

式中材料的比热容可以通过查找相关资料获得或由试验测得。

本标准采用比较法测定比热容。用比较法测定比热容是将已知比热容的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一起

放在多样品闪光法热扩散仪内，在相同条件下测定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分别吸

收到的脉冲辐照强度相同时，根据能量平衡方程式可求得待测样品的比热容：

犮狆Ｘ ＝
犮狆Ｂ·犕Ｂ·Δ犜Ｂ
犕Ｘ·Δ犜Ｘ

　　式中：

　　犮狆Ｘ———待测样品的比热容，单位为焦每千克开尔文［Ｊ／（ｋｇ·Ｋ）］；

犮ρＢ———标准样品的已知比热容数据，单位为焦每千克开尔文［Ｊ／（ｋｇ·Ｋ）］；

犕Ｂ，犕Ｘ———分别为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Δ犜Ｂ，Δ犜Ｘ———分别为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受激光辐照的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对于非均质、多物相的无机非金属材料，为取得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反映材料的真实性，应取多个

试样进行测量。

本标准删去了原标准的参考资料和文献目录，读者如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内容，可查阅

ＡＳＴＭＥ１４６１—２００１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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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法测量热扩散系数或导热系数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适用于测量温度在７５Ｋ～２８００Ｋ范围内，热扩散系数在１０
－７ｍ２／ｓ～１０

－３ｍ２／ｓ时的均匀

各向同性固体材料。

１．２　本标准比ＡＳＴＭＣ７１４更为详细，适用性更广，包括材料的种类、用途和温度范围。本方法还提

高了测量的精度。

１．３　本标准适用于对能量脉冲光谱不透明材料的测试，也适用于经预处理后完全或部分透光材料试样

热扩散系数的测定（详见附录Ａ）。

１．４　本标准意欲适应多种类型的设备。对于标准测试方法来说，规定所有相关的设备细节和检测过程

是不现实的，如果规定了则会给不具备所需技术知识的人员造成困难，也可能会妨碍或者限制基础方法

的研发。

１．５　本方法适用于本质上完全致密的材料。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应用于多孔材料也可获得比较满意

的结果。由于气孔率、气孔的形状、尺寸和气孔的分布特性影响材料的热扩散行为，所以分析数据时须

加以注意。对于应用此法测定材料的导热系数时，本标准也提出了特殊的注意事项。

１．６　本方法可看作是一种绝对的试验方法，因为本方法没有任何参考标准。建议采用标准样品验证所

用设备的性能。

１．７　从严格意义来讲，本方法仅适用于均匀固体材料；但在某些情况下，证明本方法测得的结果对特定

的用途来讲是有用的。

１．７．１　对于被测的复合材料，当其中含有明显的不均匀性和各向异性时，用本方法测得的数据将会有

较大的误差。由于这样的数据缺少绝对精度，因此这些数据用于比较具有相同结构的材料性能时是有

意义的。当用此法测定材料的性能，例如导热系数时，应特别提示复合材料可能具有非轴向的传热

模式。

１．７．２　测试液体———本方法特别适用于测定熔融材料的热扩散系数。当使用这种技术时，需要配备特

殊的容器。

１．７．３　测试多层材料———本方法还被扩展用于测定不同层结构材料，其中有一层是假定未知的。在某

些情况下，也可测得界面的接触热阻。

本标准没有规定操作使用中的所有安全注意事项，本标准的使用者有义务制定适当的安全和健康

条例，并在实施之前确定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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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６８３９．１　热电偶　第１部分：分度表

ＧＢ／Ｔ１６８３９．２　热电偶　第２部分：允差

ＡＳＴＭＣ７１４　热脉冲法测定碳和石墨的热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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