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天平在分析仪器上的应用实例分析 
 

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陈宝英  李海芳  李秀玲 

 

 

【摘  要】  本文以石钢理化检测中心实验室的 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和 HIR-944型红外碳硫仪

为例，对电子天平在分析仪器上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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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电子天平在分析仪器上的应用很广泛，象石钢公司理化检测中心实验室的 5E-8S/A型全自动测

硫仪和 HIR-944型红外碳硫仪，这两台快速分析仪器均是集光、机电、计算机、分析技术等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产品。仪器采用了计算机屏幕显示的图、文及数据的采集、处理等先进技术，具有测量

范围宽、分析速度快、分析结果准确、可靠等特点。这两台不同型号的分析仪器的称量部分都是使

用德国的赛多利斯 BP211D型电子天平，由于该电子天平每次测试前都会自动校准，不仅使样品称

量方便、快捷、准确、连续，而且使仪器的分析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 

二、应用实例 

1．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 

（1）称量过程 

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主要是用于测定煤、油等物质中的全硫含量。仪器的技术参数为：测

硫分辨率，0.01%；测硫范围，0.1%～15%；测试时间，4～8min/个；（依试验种类和重量而定）；

试样重量，50～80mg（测煤），50～100mg（测油）；试样数量，24个。 

该仪器称量的主要特点是免去人工称样及一个一个人工放样的麻烦，可以自动称量样品及自动

连续测量 24 个样品。仪器的称量系统是由电子天平通过定位机构和升降机构与转盘相连接的。仪

器在称量样重前，首先要进行添加试样操作。例如：如果你要做 10 个试样，则单击“添加试样”按

钮。如果需要自动称量试样重量，在按“开始分析”按钮前，先按“试样添加”（最多能添加 24个试样，

因为转盘上设计的是 24个坩埚孔。如果试样数量超过 24个，多余的试样不能在此次试验中自动称

量）。添加试样完成后，称空坩埚重。单击“称空坩埚”按钮，在称空坩埚重量之前，要按顺序从 1

号坩埚位置到试样总数坩埚位置上放好空坩埚。并要注意一定要从 1号坩埚开始放起，并且要按顺

序放。每次试验的至少第 1个样是废样，然后按“开始分析”按钮进行测试分析。 

（2）故障诊断及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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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除具有自动称量功能外，还具有较强的自诊断及异常情况保护功能，

其自诊断分为主动自检和工作过程自动检测两种方式。主动自检功能，是按照运行程序，用鼠标单

击“功能”中的“自检”项，即运行程序完成自检功能。异常情况保护功能主要指直接采用硬件形式保

护。内容包括：热电偶传感器断偶保护、加热过流保护、连续加热时间过长保护、升降失控保护、

转盘垂直位置异常的转动保护（不能转动）、转盘孔水平位置异常的升降保护（不能升降）、天平读

数异常等等。当仪器有异常情况，操作人员可根据仪器的自诊断功能查询，然后根据提示进行处理，

缩短了仪器故障排除时间。 

2．HIR-944型红外碳硫仪 

（1）分析过程 

HIR-944型红外碳硫仪的分析过程是将灼烧处理后的瓷坩埚放入电子天平，经过去掉皮重后放

入试样，试样重量数据存入微机，然后加入一定量的助燃熔剂，将样品送至高频感应加热炉的燃烧

室，进行自动分析。 

（2）称量过程 

IR-944型红外碳硫仪，它虽然不像 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那样，与电子天平通过定位、旋转

和升降机构与转盘连接组成称重系统，但它将网络计算机技术与电子天平组成称量系统，对试样进

行“重量插队”，一次最多可显示 48 个样品的重量，使得一次分析样品的数量多，分析速度也大大

加快。 

HIR-944 型红外碳硫仪的技术参数是，测量范围：碳 0.0001%～10%（可扩至 99.999%），硫

0.0001%～0.35%（可扩至 99.999%）。重量称量是碳硫仪参与结果运算的重要参数之一，重量库中

有重量是仪器进入分析状态必备的条件之一。如果重量库中无重量数值，仪器便不能进入分析过程。

HIR-944型红外碳硫仪有两种方式使重量进入重量库。一种是手动键入重量，另一种为自动搜索重

量。手动键入重量方法是：在电子天平上称取重量，然后用键盘或鼠标直接键入所需重量。键入重

量后，重量框中显示重量编号，在编号的右侧显示闪烁的光标，再键入所需重量数值即可。自动搜

索重量方法是：先将处理好的专用坩埚放入电子天平，等数据显示稳定后，按“TAR”键去掉皮重，

天平显示为 0.0000，向坩埚中加入样品到所需重量，待稳定后，按“PRT”键，天平将称得的重量发

送给计算机，计算机自动搜索到重量后，按次序存入重量库并显示。自动搜索的重量范围规定在

0.1～5.0克，超出范围计算机拒绝接受。一般分析时，计算机取用编号为 1的重量值，下面依次前

移一个编码。仪器“重量数据”框中可同时显示 48个样品的重量，一一对应于重量库中 48个编号。

每次分析取重量库中编号为 1的重量数据，仪器分析完后，此数据移入本次重量库后，其余数据均

前移一个编号，好象“重量插队”一样。当仪器开始分析时，重量数据框中“当次重量”即显示为最后

一个样品的重量，其余不动。 

（3）自动存储，方便查询 

HIR-944型红外碳硫仪的分析结果可自动保存入内存和 C盘中。内存只保留最近分析的 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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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C盘为硬盘，容量大，可储存 10～20年的分析结果。存入盘中的内容有日期、时间、编号、

重量、碳硫分析结果以及钢种和炉号等，可随时调阅、查询，很方便。 

三、实例应用分析 

1．采用人工电弧炉分析试样 

石钢理化检测中心实验室原来使用的是采用人工操作的电弧炉进行分析试样，每次开始分析要

用打 3～4个废样，平均每 6分钟分析一个试样，按每个试样分析两次，一个试样的分析时间是 12

分钟，60分钟可分析大约 5个试样。 

该人工操作的电弧炉不仅是人工称量试样，而且由于温度不可控，需要人工控制。开始分析试

样时要提前预热，多做几个废样，做了几个分析试样后，如果炉体温度过高，还需要人工降温，化

验员要始终守护在仪器旁，不仅分析速度、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偏差较大，而且工作效率也低。 

2．仪器分析试样 

（1）采用 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分析试样 

如果采用 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进行试样分析，一次能放 24 个试样，分析一次一般带 2 个

标样、1～2个废样，按每个试样做双样，一次能分析 10个试样。自动分析一次需要 60分钟时间，

每个试样（做双样）的分析时间就是 6分钟。 

该仪器自动称量，不仅称量方便、快捷，一次分析多个试样，而且在仪器运转分析时，化验员

可以不用始终守护在仪器旁，可以为下次分析试样做准备工作，相对手工操作分析试样，分析速度、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2）采用 IR-944型红外碳硫仪分析试样 

如果采用 IR-944 型红外碳硫仪进行试样分析，平均每 2 分钟分析一个试样，按每个试样分析

两次出分析结果，一个试样的分析时间是 4分钟，60分钟就可分析 15个试样。 

该仪器除具有称量试样数量多，分析速度快外，由于具有手动键入重量和自动搜索重量两种称

量方式，更能满足为冶金企业连续生产随时提供检测数据的优势。 

3．应用效果 

分析结果汇总表（见表 1） 

通过分析结果汇总表可以看出：采用 IR-944 型红外碳硫仪分析试样，平均每个工作日可以分

析 120 个试样；采用 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分析试样，平均每个工作日可以分析 80 个试样；采

用人工操作的电弧炉分析试样，平均每个工作日可以分析 40 个试样。由此可见，IR-944 型红外碳

硫仪分析试样的速度是人工操作分析试样的 3倍；5E-8S/A型全自动测硫仪分析试样的速度是人工

操作分析试样的 2倍。 

因此，通过电子天平在全自动测硫仪和红外碳硫仪上应用实例分析，不仅使样品称量方便、快

捷、准确、连续，一次能分析多个试样，而且使试样的分析速度、准确性和工作效率都得到了大幅

度提高。 

 — 3 —



 
 

 
表 1  分析结果汇总表 

 

试样分析 
方法 

每个试样做

双样分析时

间（分钟） 

分析试

样时间

（分钟）

60分钟分析
试样个数

（个） 

每个试样做

双样的分析

速度（个/分
钟） 

每个工作日

8小时分析
试样个数

（个/日） 
人工操作的

电弧炉分析

试样 
12 60 5 0.08 40 

5E-8S/A型
全自动测硫

仪分析试样 
6 60 10 0.17 80 

IR-944型红
外碳硫仪分

析试样 
4 60 15 0.25 120 

四、结论 

电子天平在分析仪器上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称量速度，缩短了分析时间，而且发挥了仪器

的灵敏度、分辨率、精度等级高和反映速度快等特性，不仅能满足企业快速的生产节奏，而且为企

业的顺利达产、达效提供了可靠的检测数据和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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