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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组份油浸反射率直接测定法

刘 崇 保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调查局

有机组份油浸反射率的测定
,

国内外均要求浸油N e
部 = 1 5 18 。的条件下进行

,

否则必须对测值进行校

正
,

校正手续繁琐且工作量大
.

作者根据工作电流
、

电压与反射率的关系
,

提出任一测温下 ( 常温 ) 有 机

组份反射率的直接测定方法
。

本文详细介绍了该方法的原理及测试过程
.

有机质 ( 包括煤 ) 反射率的测定
,

要求浸油 的折射率 N e 二 1
.

5 1 8 0 (莱 兹 5 8 8 4D IN

浸油N e ““ 二 1
.

5 1 8 0 )
。

因此
.

国际标准草案 ( 15 0 / D ls ) 要求测量温度 23 士 3 ℃
。

美 国

A ST M标准规定浸油必须定期检验
,

以保证N e = 1
.

5 1 8 0
。

我国国家 标 准 规 定 N 。名3 =

1
.

51 8 土。
.

0。。4的浸油
,

如果在非23 ℃下进行测定
,

则必须测试该测溢下的浸油折射率
,

并相应计算标样在该测温下的反射率
,

然后对测值进行校正
,

手续繁琐且工作量大
。

针

对这些间题
,

作者提出任一温度下 (常温 ) 有机质反射率的直接测定法
。

一
、

方法原理

本文提出的直接测定法
,

主要是通过对仪器标定而进行直接测定
。

即通过调试标定

仪器的手段
,

模拟23 ℃时的状态
,

在非23 ℃条件进行测定
,

也可显示23 ℃时的反射率
,

这就是本方 法的实质
。

对仪器的标定
,

主要是采用一组标样作为反射率标准
,

通过调节仪器的入射光电流

强度及光 电倍增管的工作 电压
,

使这些标样在相同的工作电流
、

电压和不 同测温下显示

各自的反射率
。

实践证明
,

对同一标样
,

常温下的任一测温 (如 10
、

15
、

30
、

35 ℃ )
,

都可通过调节入射光 电流强度和光 电倍增管工作电压
,

使其显示出一系列大小不 同且范

围较大的反射率值
。

不言而喻
,

我们也可以在非 23 ℃条件下使标样显示23 ℃时的反射率

值
,

实际上测温的影响已被电流
、

电压所补偿
。

二
、

仪器调试标定及实例

从图1
、

2可以看 出
,

当固定某一电流强度 ( 如 I 二 8
.

00 A ) 时
,

通过调节工作 电 压

可以使仪器显示标样 的标准反射率值
; 同样

,

固定某一 电压 (如 V = 8 50 V ) 时
,

调节电

流强度也可以使仪器显示标样的标准反射率
。

这就意味着在常温的任一测温下和仪器允

许的工作电压与电流范围内
,

可以找到几个使仪器显示标准反射率 (相反 23 ℃ ) 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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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石折射率
、

1
.

5 1 8 0为浸油23 ℃时的折射率
、

0
.

。。0 4 4为浸油温度系数
、

13 为 温 差 ( 23 ℃

一 1 0 oC = 1 3 ℃ )
。

当工作温度为30 ℃时
,

各标样反射率为
:

蓝宝石
:

〔1
。

7 7 0 7 9 一 ( 1
。

5 18 0 一 0
.

0 0 0 4 4 x 7 ) 〕
苗

〔1
.

7 7 07 9 + ( 1
.

5 1 8 0 一 0
.

0 0 0 4 4 只 7 ) 〕忿
= 0

.

6 0 6 % ,

忆铝拓榴石
:

R
〔1

.

8 3 6 8 0 一 ( 1
.

5 1 8 0 一 0
.

0 0 0 4 4 火 7 ) 〕
“

〔1
. 8 3 6 5 0 + ( 1

.

5 1 5 0 一 o
.

0 0 0 4 4 x 宁下尹
= 0

。

9 2 2 % ,

会L稼拓榴石
:

R 二
〔1

。

9 7 6 4 3 一 ( 1
。

5 1 8 0 一 0
。

0 0 0 4 4 X 7 ) 〕

〔1
.

9 7 6 4 3 + ( 1
。

5 1 8 0 一 0
。

0 0 0 4 4 X 7 ) 〕
= 1

。

7 4 7 % ;

由此可见
,

在同一电流
、

电压条件下
,

测温 < 23 ℃时
,

反射率偏低
,

> 23 ℃则反射率

偏高
。

其中主要测温直接影响了浸油的折射率
,

即月
。 ’。

> ”
。 ““ 、

n
。 “ 。

< n
。 : “ ,

进而造成

反射率偏高或偏低
。

本方法在任一常温下
,

通过调节电流或电压
,

以补偿温度对浸油折

射率的影响
。

当测温为23 ℃时
,

电流
、

电压为v
、

I ; 非23 ℃下
,

则电流为 I 十△I
,

电 压

为v 十 △v
,

< 23 ℃时△工
、

△v 为正数
,

> 23 ℃时△I
、

△V 为负数
。

为此
,

作者在常温不同温度下 ( 1。
、

20
、

23
、

27
、

30 ℃⋯ ⋯ ) 对下列试样进行了一

系列的实验
。

( i ) 反射率标准片
:

蓝宝石R
o

( 5 4 6 n m ) = 0
.

5 5 %
、

忆铝拓榴石 R
O

( 5 4 6 n m ) =

0
.

9 1 4 %
、

余L嫁拓榴石 R
o

( 5 4 6 n m ) = 1
.

7 3 6 %
。

( 2 ) 东海天外天一井变质程度不 同的井下试样
:

煤一 2
、

煤一 3
、

煤一 4
、

煤一 5.

( 3 ) 地质矿产部统检样 ( 1 9 8 6 ) :
统检样 1号

、

统检样 5号 ( 干酪根 )
。

表l 不同温度下反射率直接测试结果 (定位测试 )

编 号”
⋯
。 :
{
一

不而价悬粼牛最等
丁喂黑今而万

一

一一卫兰二国国二国习二匡囚不国耳耳国二!二
暴{竺竺1 二} { } }

,

卫三生} ; {生i生{ 】}兰竺} 】J
一

竺兰{ { }二二竺

霉)二哩燮性{ 】⋯口竺) { )卫竺 { 】}兰竺} 】}兰兰} { {竺兰

型竺暨竺互
.

—1 ⋯阵竺} { )上竺
~

⋯{ 卜兰l生{ ) 阵兰} ⋯ !上竺
一

~

逻上1 一卜竺旦生)
‘2 “

1
,

’

‘。

)卫竺 {
82 。

)
” ‘8

{卫竺
~

)
“2 。

}
” 5 “

卜旦竺)
8 2 。

{
‘

’

6 8

{兰兰)
”, 。

{
’

‘

“。

}里竺
一

二竺兰一
一

{
~

竺i一{ { {
一

竺⋯) }竺) ! }些竺} 1 }卫竺) ) 卜生竺
一

~

-

堡二生一卜
-

燮生{ ⋯{, ⋯少⋯⋯卜里竺⋯⋯{生生{ { 卜望二{ ⋯ {二二{

一竺牛一{
一 11竺 { {竺夕} } {二竺} ⋯}二竺

-

⋯{ !兰竺⋯⋯ }二竺
一臀){塑异{ ⋯{ {竺卫三{ ⋯{三竺{ 1 }二竺{ { {全竺

~

{ } {二竺
统检拜 5 号 { { } }

”
·

了2 ! { !
3

·

了匕 } j }
”

·

7 8 } { 1 3
·

7 8
} } {

3
·

7 .

〔注 〕煤2一石为东海天外天一井样品
‘

统抢样 1号
、

5 号为地矿部统检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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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二种试样采用定点测量方法
,

即在不同温度下对样品中某一固定的镜质体顺粒

进行测量
。

)

测量结果说明 (表 1 ) :

( 1 ) 在常温变化范围内
,

用此方法测量
,

都可使各反射率标准片显示其23 ℃ 时 的

反射率值 ( 即介质 ,
。
二 1

.

5 1 8 0时的反射率值 )
,

线性良好
。

( 2 ) 变质程度不同的镜质组
,

在常温变化范围内用此方法进行测量
,

都可测 得 其

在23 ℃时的反射率值 ( 即介质 ”
。
二 1

.

5 1 8 0时的反射 率值 )
。

这种不受温度影响的反射率直接测试法
,

实际上是建立于补偿介质折光率变化对反

射率影响的方法
,

使科技人员无需为温度的问题而去进行附助性测量与换算
。

另外本方

法对浸油的折光率没有严格的要求
,

凡是物镜浸油都可使用
,

即便是其折光率发生了变

化也无妨
,

也不需进行测量
,

因为该方法的实质就是对浸油的折光率变化进行人为的补

偿
。

( 收稿日期
: 1 9 5 7年 9 月2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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