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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００６０：１９９３《致密定形耐火制品———含碳制品试验方法》（英文）。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００６０：１９９３时作了一些改变，在附录Ａ中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标

准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在附录Ｂ中给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标准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有关

技术性差异已在标准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００６０：１９９３的主要

差异如下：

———删除了范围中对含碳耐火制品的限制词，扩展了适用范围；

———引用标准改为与ＩＳＯ标准相应的我国标准；

———定义增加了“抗氧化性”词条；

———规定残碳量直接测定法（化学分析法）为仲裁试验法；

———在８．１．６增加了公式（４）；

———增加了“抗氧化性试验”一章；

———对ＩＳＯ标准条文的注，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的要求作了编辑性修改，删去了原来的编号，有

的还直接写入了条文。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７３２—１９９９《致密定形含炭耐火制品试验方法》和ＧＢ／Ｔ１３２４４—１９９１《含碳耐

火材料抗氧化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７７３２—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定义中增加“抗氧化性”词条；

———残碳量的化学分析方法改用ＧＢ／Ｔ１６５５５；

———将ＧＢ／Ｔ１３２４４—１９９１的抗氧化性试验内容纳入。

本标准附录Ａ和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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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杜文忠、彭西高、王玉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版本的历次发布情况：

———ＧＢ／Ｔ１７７３２—１９９９；

———ＧＢ／Ｔ１３２４４—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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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定形含碳耐火制品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含碳耐火制品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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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９７　致密定形耐火制品体积密度、显气孔率和真气孔率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９９７—２０００，

ｅｑｖＩＳＯ５０１７：１９９８）

ＧＢ／Ｔ３０００　耐火制品透气度试验方法（ＧＢ／Ｔ３０００—１９９９，ｅｑｖＩＳＯ８８４１：１９９１）

ＧＢ／Ｔ３００１　耐火制品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ＧＢ／Ｔ３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ＳＯ５０１４：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Ｔ５０７２　耐火材料　常温耐压强度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０７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８８９５：２００４、ＩＳＯ１００５９

１：１９９２＆ＩＳＯ１００５９２：２００３，ＭＯＤ）

ＧＢ／Ｔ１６５５５　含碳、碳化硅、氮化物耐火材料化学分析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沥青结合耐火制品　狆犻狋犮犺犫狅狀犱犲犱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

一种用颗粒级配料和沥青的混合物压制的不烧耐火制品。

　　注：可用“焦油”代替“沥青”。

３．２

沥青结合热处理耐火制品　狆犻狋犮犺犫狅狀犱犲犱狋犲犿狆犲狉犲犱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

一种沥青结合的、不超过８００℃热处理的耐火制品。

３．３

树脂结合耐火制品　狉犲狊犻狀犫狅狀犱犲犱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

一种用颗粒级配料和树脂的混合物压制的不烧耐火制品。

３．４

树脂结合热处理耐火制品　狉犲狊犻狀犫狅狀犱犲犱狋犲犿狆犲狉犲犱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

一种树脂结合的、不超过８００℃热处理的耐火制品。

３．５

沥青浸渍耐火制品　狆犻狋犮犺犻犿狆狉犲犵狀犪狋犲犱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

成型后用液态沥青浸渍的一种耐火制品。这种制品可以是烧成制品，也可以是３．１～３．４定义的含

碳制品。

３．６

碳化　犮犪狉犫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从沥青（焦油）、树脂等含碳材料结合或浸渍制成的耐火材料试样中，除去挥发分并获得残存碳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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