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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气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６）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化学

研究所、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天津联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宇同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

昊光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广东华特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诺安环境安全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爱色谱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供

电局有限公司、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供气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少楠、周鹏云、王德发、刘沂玲、王维康、潘义、曹作斌、曲庆、于长青、王绍洋、

江罗、孙福楠、于大秋、金向华、孙猛、张雯、胡德龙、傅铸红、陈艳珊、胡博、刘畅、袁乐、朱晓平、胡晓华、

方强、方华、唐峰、沈翠平、徐龙、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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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混合气体技术通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校准混合气体的基本要求、名称、制备、包装、标志、储运和使用的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方法制备的校准混合气体。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５２７４．１　气体分析　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第１部分：称量法制备一级混合气体

ＧＢ／Ｔ５２７５．２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２部分：容积泵

ＧＢ／Ｔ５２７５．４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４部分：连续注射法

ＧＢ／Ｔ５２７５．５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５部分：毛细管校准器

ＧＢ／Ｔ５２７５．６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６部分：临界锐孔

ＧＢ／Ｔ５２７５．７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７部分：热式质量流量控制器

ＧＢ／Ｔ５２７５．８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８部分：扩散法

ＧＢ／Ｔ５２７５．９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９部分：饱和法

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０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１０部分：渗透法

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１　气体分析　动态体积法制备校准用混合气体　第１１部分：电化学发生法

ＧＢ／Ｔ７１４４　气瓶颜色标志

ＧＢ／Ｔ１０２４８　气体分析　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静态体积法

ＧＢ／Ｔ１４８５０　气体分析　词汇

ＧＢ／Ｔ３４５２６　混合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ＧＢ／Ｔ３４７１０．１　混合气体的分类　第１部分：毒性分类

ＧＢ／Ｔ３４７１０．２　混合气体的分类　第２部分：腐蚀性分类

ＧＢ／Ｔ３４７１０．３　混合气体的分类　第３部分：可燃性分类

ＧＢ／Ｔ３５８６０　气体分析　校准用混合气体证书内容

ＧＢ／Ｔ３７１８０　气体分析　校准用纯气和混合气体的使用　指南

ＧＢ／Ｔ３８５２１　气体分析　纯度分析和纯度数据的处理

ＪＪＦ１１８６　标准物质认定证书和标签要求计量技术规范

ＴＳＧ２３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ＩＳＯ／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９８３　测量的不确定度　第３部分：测量不确定度导则（ＧＵＭ：１９９５）［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３：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ＧＵＭ：１９９５）］

３　术语和定义

ＩＳＯ／ＩＥＣＧｕｉｄｅ９８３和ＧＢ／Ｔ１４８５０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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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本要求

４．１　设备要求

４．１．１　制备用设备

制备瓶装校准混合气体的设备应满足ＧＢ／Ｔ３４５２６的规定。

４．１．２　定值和检验用设备

用于校准混合气体定值和检验的设备应满足计量溯源要求。

４．２　设施和环境要求

应确保所有设施和环境条件满足校准混合气体的制备、包装、校准、运输和储存的要求。瓶装校准

混合气体的设施和环境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５２６的规定。

５　名称

校准混合气体的名称可采用下列形式：

———表明平衡气及校准组分的名称形式；

“ＸＸ中ＹＹ气体标准样品／标准物质”，例如：“氮气中一氧化碳气体标准样品／标准物质”“氮气中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标准样品／标准物质”。

———表明用途的名称形式；

“ＸＸ用气体标准样品／标准物质”，例如：“二氧化硫分析仪用气体标准样品／标准物质”“汽车尾气

检测用气体标准样品／标准物质”。

６　制备

６．１　制备计划

６．１．１　可行性分析

６．１．１．１　安全

在制备混合气体之前，应根据化学反应常识，分析混合气组分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并分析安全

风险。

应按照ＧＢ／Ｔ３４７１０．１、ＧＢ／Ｔ３４７１０．２、ＧＢ／Ｔ３４７１０．３的规定确认要制备的混合气体特性。

瓶装校准混合气体在２０℃时的最终压力应不高于目标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

制备校准混合气体时应限流，应防止静电产生，应有尾气处理措施。

６．１．１．２　和系统材料的反应、吸附

制备混合气体前，应考虑混合气体组分与管线、阀门以及校准混合气体包装容器可能发生的化学反

应或吸附。应特别考虑腐蚀性气体与金属的反应，以及与使用的密封件的反应。

应使用与混合气体中所有组分都不起反应的材料来防止反应的发生。如果不可行，应采取措施，把

对与气体接触材料的腐蚀降到最低程度，以避免在贮存和使用中混合气的组成产生明显变化以及发生

任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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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据混合气体特性，根据ＧＢ／Ｔ７１４４、ＴＳＧ２３的规定选择合适的气瓶及瓶阀。

６．１．２　制备方法

６．１．２．１　制备方法选择

应根据校准混合气体组分特性、制备目的和现场制备条件等选择制备方法，如称量法、静态体积法、

动态体积法等。

６．１．２．２　制备程序选择

选择制备程序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校准混合气体的目标组成和不确定度要求；

———制备偏差的要求；

———校准混合气体的目标使用温度及压力；

———校准混合气体的使用场合；

———制备程序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操作的难易程度；

———实现溯源性的难易程度；

———制备程序对环境和设备要求；

———原材料的获得是否容易，组成和品质是否能满足要求。

６．２　实施

６．２．１　原料纯度分析

在制备校准混合气体时，应预先对原料进行纯度分析。可按照ＧＢ／Ｔ３８５２１对原料气纯度进行分

析。通过选择更高纯度的纯气或纯液来降低原料中重要杂质的含量。对校准混合气体任一组分浓度的

不确定度影响超过１０％的重要杂质应进行精确定量分析，测量结果应具备计量溯源性。

６．２．２　制备方法实施

当选择称量法制备时，应按照 ＧＢ／Ｔ５２７４．１的规定执行。当选择静态体积法制备时，应按照

ＧＢ／Ｔ１０２４８的规定执行。当选择动态体积法制备时，应按照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ＧＢ／Ｔ５２７５．４、ＧＢ／Ｔ５２７５．５、

ＧＢ／Ｔ５２７５．６、ＧＢ／Ｔ５２７５．７、ＧＢ／Ｔ５２７５．８、ＧＢ／Ｔ５２７５．９、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０、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１的规定执行。

６．２．３　校准混合气体气瓶充装

当采用气瓶充装校准混合气体时，应按照ＧＢ／Ｔ３４５２６的规定执行。

６．３　校准混合气体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估

６．３．１　均匀性的评估

对校准混合气体应进行均匀性评估，在分析、使用之前，应确保是均匀的。

６．３．２　稳定性的评估

对容器包装的校准混合气体应进行稳定性评估，以确定校准混合气体的保存期限。动态法制备的

校准混合气体也应进行稳定性研究，以确定其动态发生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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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校准混合气体组成的验证

应验证校准混合气体的组成，证明其满足制备或使用的相关要求。验证活动的严格程度与需要满

足的要求紧密相关。

验证的活动包括比对、能力验证、采用经过方法确认的国际标准方法或国家标准方法。

当验证通过比较测量的方法进行时，参考混合气按优先顺序，可以选择：

ａ）　更高等级的国家标准样品／标准物质（此种情况，测量结果具备显著的计量溯源性）；

ｂ） 经过国际比对、能力验证或相同等级、相同不确定度水平的标准样品／标准物质；

ｃ） 按ＧＢ／Ｔ５２７４．１、ＧＢ／Ｔ１０２４８、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ＧＢ／Ｔ５２７５．４、ＧＢ／Ｔ５２７５．５、ＧＢ／Ｔ５２７５．６、

ＧＢ／Ｔ５２７５．７、ＧＢ／Ｔ５２７５．８、ＧＢ／Ｔ５２７５．９、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０、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１标准方法制备的校

准混合气体；

ｄ）　在既没有适当可用的参考混合气体，也没有适当的其他标准方法获得的校准混合气体的情况

下，可以利用相同工艺程序制备的几种标称值相近的混合气体（此种情况，仅验证了同种方法

获得校准混合气体的一致性）。

６．５　校准混合气体的不确定度

应给出校准混合气体的不确定度。当选择称量法制备时，应按照ＧＢ／Ｔ５２７４．１的规定计算。当选

择静态体积法制备时，应按照 ＧＢ／Ｔ１０２４８ 的规定计算。当选择动态体积法制备时，应按照

ＧＢ／Ｔ５２７５．２、ＧＢ／Ｔ５２７５．４、ＧＢ／Ｔ５２７５．５、ＧＢ／Ｔ５２７５．６、ＧＢ／Ｔ５２７５．７、ＧＢ／Ｔ５２７５．８、ＧＢ／Ｔ５２７５．９、

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０、ＧＢ／Ｔ５２７５．１１的规定计算。

６．６　校准混合气体的制备证书

应给出校准混合气体的制备证书，证书内容按照ＧＢ／Ｔ３５８６０的规定执行。有证标准物质的证书

还应按照ＪＪＦ１１８６的规定执行。

７　包装、标志、储运和使用

７．１　校准混合气体的包装、标志及储运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５２６的规定。

７．２　校准混合气体的使用应按照ＧＢ／Ｔ３７１８０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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