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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性分析仪器》是《分析仪器使用与维护丛书》之一。
　  物性分析仪器是分析仪器领域动态发展的一个分支，其显著特点是仪器门类众多，测量方法和工
作原理各异，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物性分析仪器》由十多位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联合编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代物性分析仪
器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及最新成果。
全书共7章，内容包括水分仪器、湿度仪器、黏度与流变性仪器、密度仪器、粒度仪器、浊度仪器及
石油物性分析仪器。
　  《物性分析仪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方法先进，实用性强；既可供从事物性分析的相关科技
人员阅读参考，又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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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压式密度计4.3.3 连续称量式密度计4.3.4 射线式密度计4.3.5 声学式密度计4.3.6 气柱平衡式密度计4.3.7 
离心力式密度计4.3.8 转矩式气体密度计4.3.9 振动式密度计4.3.10 光学式浓度计4.3.11 电磁式浓度
计4.3.12 电导式浓度计4.3.13 热导式浓度计4.3.14 密度测量系统4.3.15 密度计的校准与检验4.3.16 密度计
的安装及安全措施4.4 密度标准及其量值传递4.4.1 密度标准参考物质4.4.1.1 纯水4.4.1.2 纯汞4.4.1.3 干空
气4.4.1.4 其他密度标准参考物质4.4.2 液体密度标准及其量值传递体系4.4.3 固体密度标准及其量值传递
体系4.5 有关常用数据表参考文献第5章 粒度仪器5.1 粒度的基本概念5.1.1 颗粒和粉体5.1.2 粒度和粒度
分布5.1.2.1 定义5.1.2.2 表示粒度特性的几个关键指标5.1.2.3 粒度分布的表示形式5.2 常用粒度测量方
法5.3 常用的几种粒度仪5.3.1 筛分仪5.3.1.1 筛系列5.3.1.2 筛分标准和筛子标准5.3.1.3 声波筛分仪5.3.2 图
像分析仪5.3.2.1 工作原理与仪器结构5.3.2.2 粒度分析步骤5.3.3 离心沉降粒度分析仪5.3.3.1 离心沉降原
理5.3.3.2 仪器操作和使用注意事项5.3.4 Coulter计数器5.3.4.1 测量原理5.3.4.2 仪器结构与运行步骤5.3.4.3 
仪器校准5.3.4.4 测量误差分析5.3.5 激光粒度仪5.3.5.1 原理5.3.5.2 仪器结构5.3.5.3 测量注意事项5.3.5.4 激
光粒度仪测量下限的延伸5.3.6 光子相关光谱仪5.3.6.1 原理5.3.6.2 仪器结构框图5.3.6.3 样品制备5.3.6.4 实
验时间5.4 粒度仪的选择5.5 粒度标准物质参考文献第6章 浊度仪器6.1 浊度的定义及表示方法6.1.1 浊度
的定义6.1.2 常用浊度单位的表示方法6.2 浊度测量方法的分类6.3 光学法测量浊度的基本原理6.4 浊度计
的基本结构6.5 透射式浊度计6.5.1 落流式浊度计6.5.2 双光路双探测器浊度计6.5.3 双光路单探测器浊度
计6.5.4 两次透过式浊度计6.6 散射式浊度计6.7 表面散射式浊度计6.8 比率浊度计6.8.1 散射透射比式浊度
计6.8.2 双光源双探测器四束比率式浊度计6.8.3 单光源双探测器比率式浊度计6.8.4 单光源三探测器比率
式浊度计6.8.5 积分球式浊度计6.8.6 振动镜散射透射平衡式浊度计6.8.7 激光比率式浊度计6.9 浊度计的
技术指标评价及主要使用注意事项6.10 浊度标准物质参考文献第7章 石油物性分析仪器7.1 石油物性分
析仪器的概念7.2 馏程分析仪7.2.1 馏程的定义7.2.2 常压蒸馏仪7.2.3 减压蒸馏仪7.2.4 馏程在线分析仪7.3 
闪点分析仪7.3.1 闪点的定义7.3.2 闭口闪点仪7.3.3 开口闪点仪7.3.4 在线闪点分析仪7.4 倾点（浊点）分
析仪7.4.1 倾点的定义7.4.2 浊点的定义7.4.3 倾点（浊点）分析仪器7.4.4 在线倾点（浊点）分析仪7.5 饱
和蒸气压测定仪7.5.1 饱和蒸气压的定义7.5.2 实验室饱和蒸气压测定仪7.5.3 在线蒸气压测定仪7.6 辛烷
值测定仪7.6.1 辛烷值的定义7.6.2 辛烷值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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