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微熔点仪测定高聚物的熔点 

 

所属实验课程：《高分子物理实验》、《综合性课程设计》 

一、概述 

显微熔点测定仪广泛应用于医药、化工、纺织、橡胶等方面的生产化验、检

验。所谓熔点是指结晶高聚物受热到一定温度后，晶格被破坏，固体被融化成流

体是的温度。结晶聚合物如尼龙、聚烯烃、聚酯等材料，是晶相与非晶相共同存

在的聚合物，他们不像低分子物质一样有一个明显的熔点，而是一个熔融范围。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熔点测定的意义； 

2. 熟悉熔点测定仪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3. 学会用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结晶聚合物的熔点，并观察聚合物的熔融过

程。 

三、仪器、药品 

结晶高聚物样品；无水乙醇、显微熔点仪（附载玻片盖玻片）、剪刀、镊子、

脱脂棉。 

四、实验原理 

显微熔点测定仪，由目镜、棱镜、物镜、反射镜、热台组光学件、滤色片、

偏光元件等组成。其光学原理：利用反光镜元件引进光源，照亮被测物体，经过

显微物镜放大，在目镜线视场里可以清晰的看到从固态到液态熔融时的全过程。

利用偏光元件可以观察各晶体物质的熔融状况。热台组光学元件主要功能是隔绝

外界干涉，尽可能防止热台腔内散热及存放被测物质。棱镜元件使目镜光路相对

于物镜光路旋转 135oC，这使操作者可以坐着使用仪器。例如，用白炽灯照明时，

红光太强，用蓝滤色片减少红光的透过，让蓝光透过多为好，用日光灯照明时，

可以不用滤色片，因为日光灯的光谱近似于太阳光谱。 

因此，要测物质的温度时，只要在两片玻璃片之间放入被测物质，一起放在

热台腔内。使被测物质放在热台孔之间，再盖上隔热片，旋转反光镜，使光线照

亮热台小孔，上下移动工作台。约在 18mm 处时慢慢移动，从目镜视野里能清晰

地看到被测物质为止。然后插上电源，观察显微镜下物质的状态。（盖薄片用 22 



mm × 22 mm × 0.17 mm，载波片用 21 mm × 26 mm × 0.5 mm）这样就能测

出物质熔融时的温度。 

五、试验步骤 

1. 对新购仪器，电源接通，开关打到加热位置，从显微镜中观察热台中心

光孔是否处于视场中，若左右偏，可左右调节显微镜来解决。前后不居中，可以

松动热台两旁的两只螺钉，注意不要拿下来，只要松动就可以了，然后前后推动

热台上下居中即可，锁紧两只螺钉。 

2. 进行升温速率调整，这可用秒表式手表来调整。在秒表某一值时，记录

下这时的温度值，然后，秒表转一圈（一分钟）时再记录下温度值。这样连续记

录下去，直到你所要求测量的熔点值时，其升温速率为 1℃/分。太快或太慢可通

过粗调和微调旋钮来调节。注意即使粗调和微调旋钮不动，但随着温度的升高，

其升温速率会变慢。 

3. 测温仪的传感器上，把其插入热台孔到底即可，若其位置不对，将影响

测量准确度。 

4. 要得到准确的熔点值，先用熔点标准物质进行测量标定。求出修正值。（修

正值=标准值—所测熔点值），作为测量时的修正依据。注意：标准样品的熔点值

应和你所需的样品熔点值越接近越好。这时，样品的熔点值=该样品实测值+修

正值）。 

5. 对待测样品要进行干燥处理，或放在干燥缸内进行干燥，粉末要进行研

细。 

6. 一般采用两片载玻片中间放置样品。当采用载—盖玻片测量时，建议将

盖玻片（薄的一块）放在热台上，放上药粉，再放上载玻片测量。 

7. 盖上隔热玻璃。 

8. 松开显微镜的升降手轮，参考显微镜的工作距离，上下调节显微镜，直

到从目镜中能看到热台中央的待测物品轮廓时锁紧该手轮；然后调节调焦手轮，

指导能清晰地看到待测物品的像为止。 

9. 打开调压测温仪的电源开关。（注意：测试操作过程中，熔点热台属于高

温部件，一定要使用镊子夹持放入或取出样品，严禁用手触摸，以免烫伤！） 

10. 根据被测物品的熔点温度值，控制调温手钮 1 或 2，以其在达到被测物

品熔点前的升温过程中，前段（距熔点 40℃左右）升温迅速（全部最高电压加



热）、中段（距熔点 10℃左右）升温减慢，后段（距熔点 10℃以下）升温平稳（约

每分钟升温 1℃）。 

11. 观察被测物品的熔化过程，记录初熔和全熔时的温度值，用镊子取下隔

热玻璃和载玻片，完成一次测量。在数字温度显示最小一位（如 8 和 7 之间跳动

时）应读为 8.5℃。连续重复测量 3 次，按照 3 次的平均值计算熔点值。 

12. 在重复测量时，开关处于中间关的状态，这时加热停止。将散热器放在

热台上，使温度降至熔点值 40℃以下时，放入样品，开关打到加热时，即可进

行重复测量。 

13. 测试完毕，应切断电源，当热台冷却到室温时，方可将仪器装入包箱内。 

14. 用过的载玻片可用乙醚擦拭干净，以备下次使用。 

六、讨论题 

1. 为什么测熔点过程中不同的阶段要进行升温速度的调节？ 

2. 待测样品为什么要进行干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