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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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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饲料粪尿能值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饲料粪尿在绝热型、等温型或静态型氧弹热量计测定总能的方法。由

此方法获得的结果是在热量计温度下试样燃烧产热聚集到恒定体积水中的总热值。 

本标准适用于畜禽饲料粪尿总能的测定。 

注：25℃时热化学的国际标准温度被用作热值的参照温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标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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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B/T20195 动物饲料 试样的制备 

3 原理 

试样在氧弹式热量计中充分燃烧，测量由其燃烧所产生的热量而引起热量计系统温度变

化的方法来计算总热值，也称为总能。测定过程中，除试样外其他因素产生的热量应予以扣

除校正，包括点火线、聚乙烯袋、滤纸等。 

4 试剂与材料 

4.1 水为 GB/T 6682 规定的一级水。 

4.2 氧：能充填氧弹压力至 3MPa，纯度大于 99.9%。  

4.3 点火线，包含下列：点火丝，镍/铬丝(直径 0.16－0.20mm)，或铂丝(直径 0.06－0.10mm)。

棉线，白纤维。  

4.4 聚乙烯膜：尺寸 30mm×5mm 的薄膜。  

4.5 聚乙烯袋。 

4.6 定量滤纸。 

4.7 苯甲酸：热化学标准，被国家的试验权威机构鉴定过的。除压片外不得经干燥或任何其

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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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器和设备 

5.1 热量计。 

5.2 温度计：精确到 0.1℃。 

5.3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g。 

5.4 压片机。 

5.5 气压调节器。 

5.6 压力表：范围从 0MPa 到 5MPa，指示氧弹中压力。 

5.7 实验室用粉碎机。 

5.8 分析筛：孔径 0.42 mm(40目）。 

6 试样制备 

6.1 饲料试样的制备 

饲料样经烘干、粉碎，通过 40 目标准筛，用压样机压成饼状（1-1.5g），在称量样品的

同时，按照 GB/T 6435 进行水分含量测定，以便换算成干物质基础的热价。含脂肪高的饲料

（如脂肪含量高于 5%以上时），则不可用压样机，以避免脂肪的损失。可用已知燃烧热的滤

纸将样品包好，置于坩埚中燃烧，最后扣除滤纸的热价。 

注：不得将粉碎的样品直接放入坩埚中燃烧，避免充入氧气时将样品吹出坩埚，造成测

定结果偏低。如用制备好的全干样测定其热价，效果最好。样品压片松紧度要适宜，以转移

成型片样时不散碎为宜。 

6.2 粪便的制备 

取经烘干、粉碎、制备好的粪样，按上述饲料样品相同方法，压制成片状（1-1.5g）即

可。 

6.3 尿样的制备 

取无污染的尿液 10mL-15mL，分批次慢慢滴加在定量滤纸上，放入 60℃的恒温干燥箱中

烘干。 

    注：定量滤纸加入尿样前应干燥恒重并记录；尿液滴加过程中要确保滤纸吸收完全。 

7 测定步骤 

7.1 热量计的有效热容量的测定 

热量计有效热容量的测定与试样热容量测定方法一致（7.3），若已知有效热容量值有问

题，或已超过 6个月的时间间隔，应测定热量计的有效热容量（E）。 

7.2 试样热容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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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取已制备完试样（6），放置于氧弹坩埚中。 

7.2.2 严格的将一点火丝连接至氧弹的接点。绑一已知质量的棉线或聚乙烯膜至点火丝，使

棉线或聚乙烯膜的另一端接触到试样。 

注：为了方便，可用已知质量、固定长度的棉线。使用于每次热值测定的该长度应与使

用于测定热量计的有效热容量的长度一致。如果使用聚乙烯膜同样适用。  

7.2.3 加 5-10mL水至氧弹，装好氧弹，缓慢充氧至 3MPa压力，不必替换原有的空气。如果

不慎充氧超过 3.3MPa，放弃此次测试重新开始。 

7.2.4 测定工作 

全部测定工作分为 3期：燃烧前期（即初期）、燃烧期（即主期）及燃烧后期（即末期）。 

7.2.4.1 燃烧前期（即初期）是燃烧之前的阶段，如果在 5min 期间温度变化率值得平均差

超过 0.001℃/min，继续以 1min 间隔读取温度直至在 5 min 期间温度变化率值得平均差超

过 0.001℃/min。前期的终温是主期初始温度（t0）。 

7.2.4.2 燃烧期（即主期）在主期最初几分钟，读取温度精确到 0.001℃将是不可能的，但

是尽可能快的开始读至此精度并继续到测试结束。主期不必以达到最高温度结束。主期的最

后温度（tn），这是后期的初始温度。 

7.2.4.3 燃烧后期（即末期）这周期是以第一个温度开始后的另一个 5min 周期，单独的温

度变化率值的平均差不高于 0.001℃/min 这里第一个温度是指终温（tn）。 

7.3 氧弹内含物的评估 

从热量计移去氧弹，检查释放压力和打开氧弹，检查氧弹内部，如果可见未燃的试样或

乌黑的沉积物，试验作废，重复测试。  

8 结果计算  

测试样总能计算公式如下式，其数值用 J/g表示。 

m

ttE
Q

n )( 0
  

式中：Q－恒定量的测试样的总能，J/g；  

E－热量计的有效热容量，5 次测定的平均值(见 7.1)，J/℃；  

t0－经温度计误差校正的点火温度，℃；  

tn－经温度计误差校正的终温，℃；   

m－测试样的质量，g。  

9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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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复性条件下，完成两个平行测定的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大于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