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二十  泥浆可塑性测定 

一、实验目的 
可塑性是陶瓷泥料的重要工艺性能，是指粘土或坯料用适量水调和后，在外力作用下能

获得任意形状而不发生裂纹或破裂，以及在外力作用停止后，仍能保持该形状的能力。可塑

性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陶瓷的成型和干燥过程。 

测定可塑性的方法虽说有间接法和直接法两种，但目前为止仍无一种方法能完全符合生产实

际，因此国内外都正在积极研究适宜的定量测定法，目前各研究单位或工厂仍广泛沿用测定

可塑性指数和可塑性指标的两种方法，对粘土或坯料的可塑性进行初步评价。本实验目的就

在于了解这两种方法的测定。 

 

二、实验原理 
可塑性与调和水量，即与颗粒周围形成的水膜厚度有一定关系。一定厚度的水化膜会使

颗粒相联系，形成连续结构，加大附着力，水膜又能降低颗粒间的内摩擦，使质点能相互沿

着表面滑动而易于塑造各种形状，从而发展了可塑性。但加入水量过多又会产生流动而失去

塑性。当加入水量过少，则连续水膜破裂。内摩擦增加塑性变坏。甚至在不大压力下形成散

开状态。 

可塑性指标法即通过研究试样在受力过程中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泥料的可塑

性，与其它方法比较更为科学和更为先进，且人为的因素影响最小。选用于圆柱体试样，定

义可塑度 R 来量度泥料的可塑性。 

可塑性指数法即测定泥料对形状变化的抵抗力。适用于球形试样。 

 

三、实验仪器设备及流程 

本实验使用 KS－B 型微电脑可塑测定仪(图 1)和 JJ5000 型电子天平(图 2)。KS－B 型微

电脑可塑测定仪主要规格和技术参数如下：(1)试样尺寸 Ф28＊38 圆柱、Ф≤45 球形试样；

(2)压力量程 0－200N；压力精度≤1%；(3)位移量程 0－25mm；位移精度≤1%；(4)压板

速率 30mm/min；(5)电源 220±5%；50HZ±5%；(6)工作环境 5℃－40℃；湿度≤85%。 



 

图 1 KS－B 型微电脑可塑测定仪 

 

图 2 JJ5000 型电子天平 

 

四、实验操作步骤 
（1） 可塑性指标测定 

a． 打开电源开关，预热 5 分钟，仪表高两位显示位移(mm),此时高两位应＞38mm，

否则应下降使之符合要求，低四位显示压力(N)，且低四位应为 0，否则需进行零



点测定。 

b． [调校]键，高位闪烁，按“↑”键将其置数为 1，再按[测试]键，显示方式 1 状态(状

态 1 指示灯亮)。 

c． 将制好的试样(Ф28＊38 圆柱本试样)放入下压板中心，按[上升]键，仪器在完成试

验后停机并自动计算显示该泥料的可塑度 R。 

d． 按[RS]键复位，准备下一次实验。 

（2） 可塑性指数测定 

a． 打开电源开关，预热 5 分钟，高 2 位显示位移(mm)，此值应大于球形试样的直径，

该值大小可通过“上升”“下降”键来调节，低四位应为 0。 

b． 按[测试]键，高位“0”闪烁，按“↑”键将其置数为 2。再按[测试]键，显示方式

2 状态(状态 2 指示灯亮)，同时显示 050.0，此值为球形式样直径的初设值，用卡尺

将 d 量出来；按“↑”键和“→”键将其数据修改成测量值(mm)，按[测试]键。 

c． 将做好的球形试样(Ф≤45mm)放入下压板心，按[上升]健，同时仔细观察球形试样，

当看到裂纹时，立即按[下降]键，此时电机停止转动，测试仪自动计算，显示该泥

料的可塑性数据 n。 

d． 按[RS] 键复位，准备下一次实验。 

 

五、数据处理 
可塑性指标法即通过研究试样在受力过程中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泥料的可塑

性。用于圆柱体试样，定义可塑度 R 来量度泥料的可塑性。 

R＝A*F10/F50

其中：A 为常数 1.80。 

F10，F50分别为试样压缩 10%和 50%时所承受的压力。 

可塑性指数法即测定泥料对形状变化的抵抗力。适用于球形试样。 

塑性指标根据下式计算 

n = ( d – b ) p 

(若实验泥球的直径大于 45mm，计算式应为：n = p
d

bd −
)  

其中：d — 实验前泥球直径(mm)。 

b — 受压后泥球高度(沿受压方向)(mm)。 

p — 泥球出现裂纹时的负荷重量(千克)。 



瘠性粘土的可塑性指示低于 2.4；中塑性粘土为 2.5 至 3.6；高可塑性粘土则大于 3.6。 

 

六、分析讨论题 

1、影响可塑性的因素有哪些？ 

2、可塑性指标法和可塑性指数法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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