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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粉粒度快速测试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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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重力沉降法、光学显微镜计数法、激光颗粒分布测定仪、离心沉降式粒度测定仪对云母粉进行了粒

度测定，分析了产生结果差异的原因，对选择云母粒度测试方法和云母粉生产粒度控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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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云母粉由于具有优异的性能而被广泛地用于电

器、电子、仪表、造纸、塑料、橡胶、涂料、建材、日用化

工等行业，超细云母粉又以其特有的性质广泛地用

于工程塑料、油墨、颜料、油漆中，其粒度特性是其重

要的质量指标⋯。目前，粉体粒度测试没有国家标

准。只有湿磨云母粉的专业标准，采用筛析方法最细

粒度为400目(38¨m)，超细云母粉由于粒度太小，

无法用筛析方法进行测试。对于一10txm的超细云

母粉和窄级别5—15lxm、5—301叽m、10—40岬的珠
光云母基料，则只能依靠其他粒度测试方法进行检

测。但由于这些测试方法的原理不同，加之云母特

殊的片状晶体形状，使之在不同的测试进程中对测

试结果产生影响，同一样品测试所得到的粒度测试

结果也相差较大，为云母粉的质量评价和生产工艺

控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通过对不同测试方法

的研究分析，取得了一些试验数据，对超细云母粉粒

度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粒度测试方法及仪器

目前粒度测试方法很多，如筛分法、重力沉降

法、光学显微镜计数法、沉降法、电感计数法、激光法

等。本文采用重力沉降法、光学显微镜、激光颗粒分

布测定仪和离心沉降式粒度测定仪对云母粉进行了

检测。

1．1重力沉降法

分散在沉降介质中的样品颗粒，其沉降速度是

颗粒大小的函数，通过测定分散体因颗粒沉降而发

生的浓度变化，测定颗粒大小和粒度分布旧J。该方

法测试仪器便宜，方法简单，安德逊液管法应用很

广，缺点是测定时间长，分析、计算的工作量较大。

1．2形貌仪

由成都科技大学研制开发的JMT型矿物形貌

仪(即光学显微镜计数法)。显微镜法是测定颗粒

粒径大小、观察颗粒形貌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它

从正上方观察散布在载玻片上的颗粒，通过颗粒的

投影来确定粒径的大小和形貌，采用计数的原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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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aling temperature is 600。C and the time is 5h，the nueleation temperature is 800。C and the time is 2h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is 1 1 50。C and the time is 2h．As a result．cordierite—based glass—ceramics Were ob-

mined with仪一eordierite as the main crystalline phase and strip structure as its crystal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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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不同粒径区间的颗粒个数，以确定颗粒粒径的

分布。该方法适用于颗粒球形比较好的情况，对粒

径分布范围较宽及棒形、片状等不规则形状人为因

素影响较大的颗粒测定误差较大。

1．3激光颗粒分布测定仪

激光颗粒分布测定是根据夫琅和费衍射原理测

定颗粒粒度及粒度分布的，该方法自动化程度高、操

作简单、测定速度快、重复性好，可用于在线粒度分

析。

仪器采用丹东仪表研究所生产的GSL一101激

光颗粒分布测定仪和英国马尔文公司生产的Maste．

rsizerX激光颗粒分布测定仪。

1．4离心沉降式粒度测定仪

在离心力场中，颗粒沉降也服从斯托克斯定律，

利用圆盘离心机使颗粒沉降，测定分散体的浓度变

化。该方法测定速度快，是超细粉体颗粒的基本粒

度测定方法之一，可得到颗粒大小和粒度分布．是较

先进的测定方法之一，用途广泛。仪器为日本津岛

SKC一2000。

2测试结果及分析

2．I 激光颗粒分布测定仪

采用GSL一101激光颗粒分布测定仪和Master-

sizerX激光颗粒分布测定仪测试旋流器分级产物，

试样l一4粒度逐渐变粗，测试结果见表l。

表l粒度测试结果

试样号试样名称 仪器名称d50／um dlo／um dto／um

2．2离心沉降式粒度测定仪

采用SKC一2000离心沉降式粒度测定仪测试

水力旋流器分级产物，结果见表l。

由表l可见，同一试样用不同的仪器测试结果

差异较大。激光粒度仪测试粒度较粗，离心沉降粒

度仪测试粒度较细。由于云母为片状结构，其沉降

速度的形状校正系数最小，其沉降速度也较小，特别

是径厚比大时形状影响更明显。如果产品作为涂料

填料时，采用沉降式粒度测定仪测定粒度较合适，它

可以将径厚比大的云母大片作为细粒结果给出，这

种结果对用户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涂料生产用

户希望径厚比大的云母粉(但不能有粗粒存在，一

般要求<325目)，而作为珠光颜料则要求有准确的

粒度尺寸，因为不同的粒度组成有不同的反光效果。

所以生产珠光颜料不宜采用沉降式粒度测定仪测试

粒度。

同时，三种仪器测试方法结果相差较大。二种

激光粒度测试结果可见，在细粒度(d。。)的测试结果

相差不大，两者差的绝对值l一4号样分别是：O．04、

1．oo、2．41、0．51。在含粗粒级(d∞)时的测试结果

相差较大，两者差的绝对值l一4号样分别是：66．

00、40．80、39．56、4．84，试样粒度越粗，两者的测试

结果越接近。即4号样测试结果相近。由表l可见，

GSL—lOl对试样中的粗级别测试明显偏高，这种现

象只在测试云母样品时才出现，而其他粉体样品则

没有。原因可能是云母容易片与片相互粘连造成粗

径假象，但采用MastersizerX测试则无这样的现象．

原因尚不清楚。因为两种仪器}贝4试试样的分散的方

法是一样的，均采用六偏磷酸钠作分散剂，超声波分

散。试样l(西50旋流器溢流)可过200目筛，但采

用GSL一101测试结果中+200目24．2％。误差很

大，而MastesizerX测试结果误差较小。

2．3重力沉降法

测试方法：将云母粉制成3％的矿浆，加4％0六

偏磷酸钠充分搅拌后，加入2000mL量筒中，在液面

下300ram处作标记，上下搅拌数下，待液面静止后

开始计时。

根据斯托克斯公式计算出5pin和lOp．m沉降

分级的沉降时间分别为3．25h和48．8min。

对沉降分级产物采用光学显微镜计数法进行测

试，对一5um级别测出大于5um的颗粒直径，对一

10um级别测出大于lOum的颗粒直径，测试结果见

表2。

由表2可见，一5urn的产物中，最大的粒度大于

15．6um。lOum以上颗粒占8％，而5．5一11．Oum的

颗粒占83％，平均粒径为7．669um。由于斯托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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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186～0．0156 1 0 1 0．0526—0．0442 4

2 0．0156—0．0131 2 0 2 0．0442—0．0372 7

3 0．0131—0．0110 5 0 3 0．0372—0．0313 6

4 0．0110—0．0093 13 ll 4 0．0313—0．0263 9

5 0．0093～0．0078 21 ¨5 0．0263—0．0221 16

7 0．0066—0．0055 15 0 7 0．0186—0．0156 136

0 0078 0 0066 34 6 0 0． 一． ¨ ．0221～．0186 13

8 0．0055—0．0046 9 ¨8 0．0156～0．0131 14

㈣0．㈣013㈨1～0．．。0∞1130 7

沉降分级时颗粒的粒径修正系数为0．5。一lOpxa

的产物中，最大颗粒粒径大于44．21axn，37．2¨m以

上颗粒占1 1％，22．1 p,rn以上颗粒占42％，平均粒径

为20．0961．un，以37．2仙m作为一101xm级别中的最

大粒径，所以沉降分级的颗粒粒径修正系数为0．

27。由此可见，分级粒度越细，颗粒越接近球形，因

为云母的磷片厚度是一定的，其颗粒的粒径修正系

数越大，越接近I，分级粒度越粗，片越大，形状影响

也越大，其沉降颗粒粒径修正系数也越小。

生产中可以将生产控制的粒径分别进行沉降分

级测试和显微镜分析，以沉降分级的球形直径为横。

坐标，以实测的片状颗粒粒径为纵坐标作图，获得片

状颗粒的粒径修正系数曲线，以后可以通过沉降分

析和查图来确定云母粒的粒径，实现云母粒度的快

速测定，用以指导生产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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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rticle Size Measurement of Mica Powder

UU Guo-ju，GAO Hui·min，WANG Jin．1ing，WANG Xiang—rong

(Resource and Enviroment Engineering School，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Hubei，China)
Abstract：The gravitational metIlod，the optical microscope counting method．the laser particle distribufion measur-

ing apparatus and the centrifugal sedimentation measuring apparatus were respectively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par—

ticle size of mica powder in this paper．Meanwhile。t11e reasons why the differences exist were analyzed．This can

provide reference values for particle size analysis of mica powder and its particle size control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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