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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SO 4324-1977《表面活性剂— 粉体和顺粒— 休止角的测量》。

粉体和顺粒休止角的测定，可以提供粉体储藏性质的情况，特别是在料仓中的储藏情况等。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无团块粉状或顺粒状表面活性剂和洗衣粉休止角的常规方法.

本标准还适用于具有类似性质的其他粉体和顺粒的测量.

定义

休止角:物料在规定条件下流动，得到的圆锥体的基角。

3 原理

    在一块完全平的水平板上方一定高度处固定一专用漏斗，将给定体积的粉状或顺粒状的样品通过

此漏斗，测定所得到的锥形体的休止角。

仪器

在本文中只有给出的尺寸是必需遵照的。

  测量装置，包括下列部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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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止角测量装置
①一手柄;②一支杆;③一侧t锥体高度的滑尺。④一毫米标尺，⑤一荃板;⑥一基板和支架的固定螺丝

⑦一透明塑料容器;⑧一支架环挤⑨一玻瑞漏斗，⑩一搅拌器杆;⑩一固定漏斗的夹子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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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玻璃漏斗，漏斗颈内径10 mm.

4.1.2 搅拌器，包括相对安置的两根杆，沿着漏斗((4.1.1)内壁的整个长度并延伸至颈;这两根杆用一

个手柄能够容易地转动。

4.1.3基板，最小的长度220， ，最小宽度158 mm荃板应是完全坚硬的，表面经抛光或刻上直径由

10 mm---100 mm的同心圆，圆心应该与漏斗的轴线同轴。
4.1.4透明的塑料容器，最小直径100 nun，最小高度25 mm，放在漏斗(4.1.1)底端下面75 mm处。其

内表面应略呈粗粉.借助于基板上同心圆的刻度将容器定位在基板上，使容器中心与漏斗的轴线一致.

4.1.5漏斗支架，固定并定位使漏斗(4.1.1)的轴线垂直通过墓板((4.1.3)上同心圆的圆心.

4.1.6 支杆，带有从基板起始由。̂ 100 mm的刻度，为了侧量锥体的高度，配有一块水平平板可以在

此刻度杆上滑动.

    整个仪器应防展。

4.2量筒，容量250 mL,

5 取样

    表面活性剂或洗衣粉实验室样品用锥形分样器分样，得到均匀的混合样用于测定.

6 程序

6.1样品和试验份祥的制备
    倘实验室样品在延长贮存期后已形成团块，如果将盛样品的容器翻转后，样品能恢复流动状态，仍

然可以检验。

    用量筒((4.2)取150 ML实验室样品。

6.2 测定

    在正常的实验室标准气氛下进行测量。推荐温度2125℃，相对湿度45%-55%,或者温度25"-
29℃、相对湿度60%一70%的标准气俄下测量最宜。
    先将漏斗((4.1.1)颈堵住，再将试脸份样倒人，打开漏斗颈并让粉体流动，用搅拌器(4.1.2)慢慢地

搅拌。

    注:① 搅拌器不是一定偏要，但是为了达到试脸规定的重复性，应总是包括挽拌过程.

        ② 对粘性产品，需使用一刮勺小心地使产品完全排出.

    在流动停止后2 min,测量粉体的锥形高度.

    用实验室样品的不同份样进行最少五次试验。

了 结果表示

711计算方法
    样品的休止角(叻)由下式给出，以角度表示:

，一，tan揣

=Arotan磊
式中:人— 粉体的锥形高度，二 。

    取五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如果结果偏差5%或更大，则要重新测量。

7.2精密度
    取一种洗衣粉样品，在13个实验室中进行对比试验，得出下面的数据:

    角(私)的平均值:0.59弧度(33-80*),

    重复性标准偏差(0,);0.008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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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现性标准偏差(。，):0. 011弧度。

了.2.1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用同一仪器，对同一产品快速连续地进行测定，两次结果之间的最大偏差，在100例中

超过2. 776 0， =0. 022弧度(1. 270)不应多于5例.
7.2.2 再现性

    在两个不同的实验室中用相同仪器，对同一产品进行测定得到的两个结果之间的最大偏差，在100

例中超过2. 776 0二二0.030弧度(1. 740)不应多于5例。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各项:

a. 完全鉴别样品所需的全部资料;

b. 所用的参考方法;

c. 得到的结果和表达方式;

d. 试验条件;

e. 本标准未包括的或任选的任何操作，以及会影响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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