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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 

本手册是关于差示扫描量热仪的功能、设置、接线方法、操作方法、故障时的处理方法等的说明

书。在操作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正确使用。 

在您读完后，请妥善保管在便于随时翻阅的地方，以便操作时参照。 

注意 

 本手册内容如因功能升级等修改时，恕不通知。 

 关于本手册内容我们力保正确无误，但是当您发现有不妥或错误时，请与我们联系。 

 本手册内容严禁全部或部分转载、复制。 

请安全使用本仪器 

为了您能安全使用本仪器，操作时请务必遵守下述安全注意事项。如果未按手册所述方法操作，

将可能损坏仪器。如因违反这些注意事项而产生的故障，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  告  

 电源 

在接通本仪器的电源之前请务必先确认仪器的电源电压是否与供给电源的电压一致。 

电网电压波动较大时，可能对恒温段的控制精度有影响，宜置交流稳压设备。 

 气源 

确保进气口和出气口没有灰尘。 

不要使用腐蚀性气体充入测量仪器。 

 环境影响 

减少下面的环境影响 

-- 通风过强 

-- 阳光直射 

-- 电场或电磁场过强 

-- 大气湿度大于 80% 

-- 温度低于 10℃或温度高于 35℃ 

 病毒 

与仪器配套的计算机请勿上网或装入其他程序,病毒入侵后,本软件工作可能不正常。 

 

版本 

2020 年 1月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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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包装内容 

打开包装箱后在您使用之前请确认以下事项。一旦您收到的产品有误，数量不对，或者外观不对，请与我

公司或销售网点联系。请确认标签上的型号与您所订产品一致。 

 

附属品 

配有下述附件，确认有无短缺或损伤。 

 

 

 

 

 

 

 

 

 

 

 

 

 

 

 

 

 

序号 部件 名    称 数量 

1 主机 加热炉和仪器 1 

2 光盘 管理软件及说明书 1 

3 连接线 电源电缆 1 

4 USB电缆 1 

5 配件盒 镊子 1 

6 样品匙 1 

7 保险丝 4 

8 减压阀接头 2 

9 通气接头 4 

10 铝坩埚（Φ 6.7×2.5 mm） 400 

11 标准样品铟(熔点 156.5℃) 0.5g 

12 标准样品锡(熔点 231.9℃) 0.5g 

13 减压阀 减压阀 2 

14 通气管 兰色通气塑料管（氧气） 3m 

15 橙色通气塑料管（氮气） 3m 

16 合格证 合格证 1 

17 

计算机 DELL电脑 

内存 4G 

DVD光驱 

CPU双核 

500G硬盘 

21寸显示器 

Windows10 操作系统 

1 

18 打印机 惠普彩色喷墨三合打印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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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概   述 

DSC1100 是一个具有智能化、小型化、等特点的热分析仪器。特别适宜于测定聚合物的氧化诱导期（等温

OIT）测试。DSC1100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小型化炉体； 

 可快速升、降温； 

 高分辨率 A/D（24 bit）数据采集； 

 智能化自适应单片微处理机的温度控制系统； 

 测温和控温采用 Pt100铂电阻，温度读数精度高，恒温精度可达±0.03℃； 

 采用数字气体质量流量计由计算机控制气路的切换和流量大小； 

 高精度低漂移微伏放大器； 

 操作方法简单，无需面板操作，全部在计算机界面操作； 

 DSC1100 具有方便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和专用氧化诱导期测定的软件，在计算机屏幕上实时显示采集的

各参量数据和曲线，以及氧化诱导期的计算，图形可以保存和打印，高纯度金属样品校正温度，具有方便

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具有分析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温度，并应用各种软件技巧，使得整体界面友好，

操作方便。 

 DSC1100 由主机、小型加热炉、微伏放大器、A/D 转换器、微处理器、数据采集系统、计算机和打印机等

部件组成，各部件之间由专用接插件连接、便于安装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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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主要技术规格及仪器使用条件 

2.1  差热信号量程 

±10、±20、±40、±100、±160、±200mW，可自动切换。 

2.2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室温~500℃ ； 

程序温控速率：1~90℃∕min； 

升 温  速 率：1~30℃∕min。 

2.3  使用坩埚 

       铝    质 Φ 6.7mm×2.5mm 

2.4  气氛控制 

气    体：氮气、氧气 

气体流量：≤200mL∕min 

气体压力：0.2MPa 

2.5  微机数据处理系统 

数据的采集、存储、屏幕显示及结果报告,温度的标定和校正、氧化诱导期的、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温

度处理等。 

2.6  仪器正常工作条件 

室    温：15℃-25℃ 

相对湿度：55-75% 

电    源：220V／50Hz，电源需可靠接地 

放置仪器的工作台应坚固可靠，周围不得有影响仪器精度和寿命的强震动、强电、强磁场干扰和腐蚀性

气体的存在。电源电压不能波动太大，否则温度和 DSC曲线噪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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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仪器工作原理及结构 

差 示 扫 描 量 热 法 （ DSC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是在程序温度控制

下，测量物质与参比物之间的功率差随温度变

化的一种技术。DSC1100 的仪器原理就是采用

差示扫描量热法，仪器主要由加热炉、主机、

微伏放大器、A/D 转换器、μ V-mW 软件能量校

正、数据采集系统、计算机、打印机等部件组

成，并辅之以两路气氛的切换，测量结果由

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处理。其示意图如图 1 所

示。 

 

3.1  温度控制系统 

该系统由温控板、功率调整管、控温铂电阻及加热炉等部件组成。计算机根据设定的程序温度给出温度信

号。炉温与程序给定值有偏差时，偏差信号经移相触发器、可控硅、调整加热炉功率，使炉温很好地跟踪设定

值，产生理想的温度曲线。 

 

3.2  DSC信号测量系统 

系统由差热电偶、微伏放大器、Ａ/Ｄ转换器等组成。      

样品支架是由一对差热电偶、氧化铝杆等组成，测试前将

试样放入左边坩埚，右边坩埚为空，加热炉以一定升温速

率升温，若试样没有热反应，DSC 曲线为一平直线，称为

基线；若试样在某一温度范围有吸热（或放热）反应，产

生温差，把该温差信号送到微伏放大器放大后，经 A/D 转

换器，输出给计算机，由计算机处理后，在显示器画出

DSC 曲线，如图 2所示。 

 

 

 

3.3  聚乙烯的氧化诱导期的测量 

在试验记录到的 DSC 曲线图上（如图 3），标出有氮气

切换成氧气的点 A1，给出曲线明显变化时最大斜率的切线，

标注此切线与基线延长线的交点 A2，其两点间的时间即为表

示试样热稳定的氧化诱导期（min）。 

 

 
 

图

                                                            图 3 差示扫描量热仪上测得的 DSC曲线    



图 1  仪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图 2  DSC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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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仪器安装 

 

4.1  准备工作 

（1）拆除包装，对照仪器成套一览表检查仪器各部件是否齐全； 

（2）将仪器放置于稳固的工作台上，检查各部件之紧固件有否松动，并安装牢固。 

4.2  仪器安装 

      仪器接口如图 4所示，包括电源、USB通讯线、出气口、氮气入口、氧气入口。 

（1） 连接电源线。 

 在接通本仪器的电源之前请务必先确认仪器的电源电压是否与供给电源的电压一致。 

（2）连接 USB通讯线。 

（3） 连接气路 

   机壳的背面设有两路进气管，一路出气管，由计算机控制气路的切换和流量，安装气路时，将氮气和氧气

钢瓶上减压阀的通气接头卸下，并分别替换备件箱中取出的通气接头，用聚乙烯塑料管一端连接到气体钢瓶处

减压阀低压端，另一端连接到气氛进口；并有一个出气管，连接气氛出口接头的聚乙烯管，可将实验废气排至

室外。 

  在接上通气管时，只要用力插入接头内即可；但在拔出通气管时，必须先按住接口顶端再向外拔出通气

管，否则不易被拔出。 

 
 

图 4  DSC1100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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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仪器操作 

 

仪器正确安装后即可投入使用，开机前准备工作及有关操作。 

5.1  准备工作 

（1）打开炉盖，显露出一对放样品的支架（图 5所示）。放好坩埚和样品后，盖上炉盖。 

 

 

 

 

 

 

 

 

 

（2）打开各部分电源，预热 20 分钟。PC 计算机电源需后开先关， 即 在其它部件电源打开后再打开 PC 计算

机电源，在 PC 计算机电源关闭后，关闭其它部件电源，以免电源冲击损坏 PC 计算机。打印机电源可在需要

时打开。                                                 

5.2  DSC单元 

炉子以 20℃∕min 升温，观察 DSC 曲线，由于样品杆上未放样品和参比物，理论上讲基线应始终是一条直

线。在升温过程中若基线偏离原来位置，说明支架两边不对称。基线偏离原来位置越大，说明支架越不对称。 

5.3  操   作 

5.3.1 样品测试步骤 

样品称重（聚乙烯氧化诱导期实验时的样品重量为 15±0.5mg）后放在左边坩埚内，另一坩埚直接用空

坩埚。启动氧化诱导分析软件，根据测试要求，编制温控程序（或调用已编制好的温控程序）使炉温按预定

要求升降温、实时采样和数据处理。 

5.3.2 气氛调节 

DSC1100 可根据测试需要，通入气氛，气体从钢瓶经减压阀至炉体气氛进口接头，经气体质量流量计进

入炉体内，气体流量可调至 10ml/min~200ml/min 内任一点,做氧化诱导期测试时调至 50 ml/min。在气氛出

口接头处接上聚乙烯管，可将实验废气排至室外。气体质量流量计由计算机给定其开度，控制其流量和气体

切换。 

 

 

图 5 炉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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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计算机软件使用说明 

6.1  软件概述 

本软件在 windows 环境下运行，本程序运行后，屏幕上出现如图 6 所示的主界面，主界面由菜单与工具

栏组成。菜单项包括文件、采集、操作、氧化诱导期、熔融温度、曲线编辑、设置、查看、和帮助项。菜单

项包含了软件的所有操作。 

文件菜单主要功能包括：打开文件、图形导出、EXCEL 导出、采集实时数据、保存实时数据，打印、打

印预览、退出等功能。 

采集菜单包括：开始采集、重新采集和停止采集等功能 

操作菜单包括：温度程序的运行、暂停、停止，流量的通氮、通氧和关气。 

氧化诱导期菜单包括：氧化诱导期实验和数据分析、氧化诱导期铟和锡校正实验和数据分析和下传。 

曲线编辑菜单包括：曲线平滑、清除标记、曲线恢复、信息一览功能。 

设置菜单包括：样品参数设置、显示参数设置和程序段设置。 

工具栏的内容是设备常用功能，包括实时、文件打开、开始采集、重新采集、停止、程序段、氧化诱导

期实验、铟校正、锡校正、氧化诱导自动计算、氧化诱导期手动计算、数据保存和打印、曲线计算、平滑、

还原、清除标志以及信息一览等。 

  
 

 图 6  运行程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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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温控程序段设置 

点击工具栏的“实时” 按钮，进入信号采集画面。点击工具栏“程序段” 按钮后，窗体如图 7 所

示，可编制温度控制程序并传递至下位机。其操作方法如下： 

 

图 7 温度程序参数设置界面 

6.2.1 程序段内容 

 程序段内容如下： 

初始温度：当前段的开始温度，2位小数点显示。 

终止温度：当前段的终止温度，也是下一段的开始温度，2位小数点显示。 

速率：升温速率。   速率 = （终止温度 - 初始温度）/ 时间。 保温时，速率为 0，需要设置时间。 

时间：段运行时间。 时间 = （终止温度 - 初始温度）/ 速率。 

动作: CONTINUE 连续执行  HOLD  暂停    STOP  停止执行 

将所编程序以曲线的形式展示，便于核对所编程序是否正确。 

6.2.2 编程方法 

初始温度：光标移至需编辑的初始温度，双击鼠标左键，弹出”数值”对话框，按确认后编辑。 

终止温度：光标移至需编辑的终止温度，双击鼠标左键，弹出”数值”对话框。 

速率：光标移至需编辑的速率，双击鼠标左键，弹出”数值”对话框。  

设置速率：自动计算时间。保温时，速率值无效。 

时间：光标移至需编辑的时间，双击鼠标左键，弹出”数值”对话框。 

设置时间后，自动计算速率。 

6.2.3 下传程序段  

单击工具栏的“下传程序段”键，即将编好的程序送入所选中地址的仪表中。若成功，则显示“通信成

功”。若失败，则显示“通信失败，请检查”，请检查 USB 是否连接成功等。                          

6.2.4 程序的调入与保存 

点击工具栏的“打开程序段文件”按钮，弹出文件对话框， 选择程序段文件。 

点击工具栏的“保存程序段文件”按钮，弹出文件对话框， 输入保存文件名，保存文件。 

6.2.5 注意事项 

* 编制的程序送到下位机仪表中后，将被长期的保存在仪器中，如果不需要修改，则不必再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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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样品参数设置 

点击菜单的“设置”菜单的“样品参数设置”按钮，弹出“样品参数设置”对话框，窗体如图 8所示。 

 

 图 8  样品参数设置 

① 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是本次数据采集的文件名，在做氧化诱导实验与温度校正时，首先必须输入文件名称，实验完

成后，自动保存文件。 

② 单位：填写实验单位名称，在打印中显示。。 

③ 操作员：填写实验操作人员，在打印及信息一览中显示。 

④ 样品名称及样品数量：在打印和信息一览中显示。 

⑤ 恒温温度及速率：根据温控程序段自动计算 

⑥ 气体： 做氧化诱导实验时,气体 1 设置为 N2, 默认流量设 50ml/min。气体 2 设置为 O2, 默认流量设

50ml/min。。 

⑦ 氧化诱导结束阀值 

做氧化诱导时，判断氧化诱导结束的值，默认值 4mW。当差热曲线波动较大时，可以适当增加氧化诱 

 导结束阀值。 

⑧ 定时结束采集数据 

 做氧化诱导期实验时，如果实验时间过长，可以做定时结束的设置。选中定时后，设定“定时时

间”。氧化诱导期实验开始后以“切换标记”设置为，程序运行时间超过“定时时间”后，温度程序

结束。此时计算出的氧化诱导期”为 大于所设置的“定时时间”。 

⑨ 温度校正文件 

 做氧化诱导期实验时，不需要选择温度校正文件。做熔融温度实验和氧化诱导温度(动态 OIT)实验

时，必须选择温度校正文件。温度校正文件由铟和锡温度校正实验生成。 



第 5 章  仪器操作 

 - 12 - 

 

6.4  显示参数设置 

点击菜单的“设置”菜单的“显示参数设置”按钮，弹出“样品参数设置”对话框，窗体如图 9所示。 

 

 图 9  显示参数设置 

 

① 热分析信号 

   设置热分析信号的量程上下限，默认参数为下限-10，上限 10。 

② 温度信号 

设置温度信号的量程上下限，默认参数为下限 0，上限 500。 

③ 量程自动 

热分析信号的量程自动选择。当选择量程自动后，量程会自动跟踪热分析的数值缩放。 

④ 格栅显示 

设置曲线纵向、横向的格式数。 

⑤ 背景色 

设置曲线的背景颜色 

⑥ 栅格色。 

设置曲线的栅格颜色 

⑦ 设置通道颜色 

设置热分析曲线、温度曲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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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数据采集 

Ⅰ、实时数据 

图 10为数据采集画面，显示内容： 

① 仪器的差热曲线值与温度值曲线。 

② 仪器的实时差热数值显示。 

③ 仪器的实时温度值、设定温度值及温控程序的运行状态。 

④ 仪器的实时流量状态，以棒图形式表现。 

⑤ 氧化诱导切换标记，以竖线标记。 

Ⅱ、运行 

    DSC-D1 软件与仪器采用 USB 口与仪器通信，安装时需要安装 USB 的驱动程序。一旦驱动安装完成，软件

自动搜索通信口，无需设置。 

① 数据采集：选中工具栏“开始采集” 按钮, 仪器开始采集。 

② 停止采集：选中工具栏“停止采集” 按钮，若要继续采集，再次按下“数据采集”键。 

③ 重新采集：选中工具栏“重新采集” 按钮， 重新采集数据。重新采集后，原来采集的数据丢

失。 

Ⅲ、仪器操作 

仪器操作包括温度控制和气体控制。 

① 程序运行：选择右下角按钮栏“运行”按钮，温控程序开始运行。 

② 程序暂停：选择右下角按钮栏“暂停”按钮，温控程序暂停。 

③ 程序停止：选择右下角按钮栏“停止”按钮，温控程序停止。 

④ 氮气： 选择右下角按钮栏“氮气”按钮，仪器通氮气 

⑤ 氧气： 选择右下角按钮栏“氧气”按钮，仪器通氧气。 

⑥ 关气： 选择右下角按钮栏“关气”按钮，关闭气体 

 
图 10 数据采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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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打印及打印预览 

选择菜单项“文件”“打印预览”“打印”弹出打印预览对话框如图 11，选择“打印”实现氧化诱导的打

印。打印下沿为公司名称，在“参数设置”中的“公司名称”内设置。 

 

   图 11  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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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数据导出 

①  图形导出 

选择菜单项“文件”“图形导出”弹出文件保存对话框，设置文件名，曲线以图行的方式被保存。 

图形保存的格式由“BMP”、“JPEG” 、“GIF” 、“PNG”等图形格式可选。 

②  EXCEL导出 

选择菜单项“文件”“EXCEL 导出”，弹出 EXCEL 导出设置对话框，设置数据导出的数据间隔，按导

出后，记录的差热信号值与温度值导出到设置的 EXCEL文件。 

 

  图 12 EXCEL导出设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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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氧化诱导期（等温 OIT）实验 

  DSC1100 管理软件实现氧化诱导的自动采集， 并自动保存实验文件、以及自动计算样品的氧化诱导

期。 

 操作步骤 

① 放入样品 

样品称重（聚乙烯氧化诱导期实验时的样品重量为 15±0.5mg）后放在左边坩埚内，另一坩埚直接用

空坩埚。 

② 接入气氛 

做氧化诱导实验时，需要的气氛是氮气和氧气。 

打开氮气阀和氧气阀，减压阀调至 0.2MPa左右。 

③ 软件开启 

选择工具栏“实时” 按钮。 

④  温度程序段设置 

选择工具栏“程序段” 按钮。 

弹出温控程序设置对话框，如图 13。打开氧化诱导期实验程序段，并下传程序段。 

氧化诱导默认程序段是 安装目录\Config\Oit_200.PRG 或 Oit_210.PRG，可以直接打开该文件，并

下传至仪器。重复做氧化诱导实验时，不需要重新设置程序段。 

 
图 13    210℃等温 OIT实验程序段设置 

⑤ 样品参数设置（输入文件名） 

选择工具栏“样品参数” 钮。 

弹出样品参数对话框，设置样品参数。 

注：每次做氧化诱导实验，必须更新文件名。 

结束阀值为自动判断氧化诱导结束的重要参数，默认为 4mW。特殊材料时，可做相应修改。 

⑥   开始采集 

选择工具栏“采集开始” 按钮，开始采集。 

⑦  氧化诱导过程 

选择工具栏“氧化诱导” 按钮，氧化诱导开始。 

   氧化诱导过程分为： 通氮、温控程序开始、保温、切换氧气、设置切换标记、判断样品出峰、温

控程序停止、关闭气体、停止采集、自动保存文件、自动计算氧化诱导期等几个过程。 

⑧  文件保存 

      氧化诱导期实验结束后，自动保存实验数据，文件自动保存在 安装目录\Data\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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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氧化诱导期实验（等温 OIT）分析 

6.9.1  文件分析 

打开文件：选择工具栏“打开”图标打开氧化诱导文件，如图 14 

 

       
图 14  实验文件 

6.9.2  画面说明 

氧化诱导曲线画面 如图 15包括 

①  仪器的差热曲线 

②  仪器的温度曲线。 

③  氧化诱导期实验结果。 

④  信息一览。 

 
                图 15 氧化诱导期实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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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操作说明 

① 信息一览：选择工具栏【信息一览】按钮 ，显示实验报告 

② 平滑处理：当差热曲线波动较大，曲线不够光滑时，可以做平滑处理。 选择工具栏【平滑】按钮

，弹出平滑次数对话框。设置平滑次数，按确定后，差热曲线做平滑处理。 

③ 清除标记：氧化诱导期计算完成后，若想重新计算，可以将前一遍计算的数据清除。鼠标点中氧化诱

导时间后、选择工具栏【清除标记】按钮 ，将计算完成的氧化诱导时间清除。 

④ 曲线还原：选择菜工具栏【还原】按钮 按钮，曲线还原到初始状态。 

6.9.4  氧化诱导期计算 

氧化诱导期可以自动计算，也可以手动计算。当氧化诱导曲线比较理想，建议做自动计算。当氧化诱导

曲线比较差，可以采用人工计算。 

① 自动计算 

选择工具栏【自动】按钮 按钮，实现氧化诱导期的自动计算。计算结果如图 15，自动计算氧化诱导

期，并自动显示标签。 

② 人工计算 

选择工具栏【手动动】按钮 按钮，弹出 L、R 标签条，如图 16， 拖动标签条。 L 标签条拖动到平滑

曲线处，R标签条拖到到曲线尾部上翘处。选择工具栏“计算” 按钮，计算出氧化诱导值。 

             图 16  手动计算氧化诱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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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氧化诱导期 (等温 OIT) 实验温度校正 

氧化诱导期的温度校正采用纯度 99.99%以上的锡(Sn)和铟(In)作为校正原料，做温度校正。 校正时，

全程在 50ml/min 的通氮状态下校正，以升温速率为 1℃/min 的速度做温度校正实验，并以铟(In)和锡(Sn)的

外延温度点作为校正温度。 

   铟(In)的理论外延温度点是 156.52℃，锡(Sn)的理论外延温度点是 231.81℃ 

6.10.1 操作步骤  

① 放入样品 

样品称重（将锡标准样品或铟标准样品）后放在左边坩埚内，另一坩埚直接用空坩埚。 

② 接入气氛 

做温度校正实验时，需要的气氛是氮气，氮气流量设置为 50ml/min。 

打开氮气阀，关闭氧气阀，氮气减压阀调至 0.2MPa左右。 

③ 软件启动 

打开软件，选择工具栏“实时” 按钮，开始采集。 

④ 温度程序段设置 

选择工具栏“程序段”按钮 ， 弹出温控程序设置对话框，选中并下传铟校正或锡校正程序段，如图

17。 

注：锡校正时，温度校正文件选用 应用程序\Config\SnCali.NPS， 

 铟校正时，温度校正文件选用 应用程序\Config\InCali.NPS。 

 

图 17锡校正程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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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样品参数设置 

实时采集后后，弹出样品参数对话框，输入校正文件名。注：每次温度校正时，必须重新设置文件名。 

⑥ 开始采集 

选择工具栏“采集开始” 按钮。开始采集。 

⑦ 开始校正 

 选中工具栏【锡校正】按钮 ，或选中工具栏的【铟校正】按钮 ，开始自动执行校正。 

自动校正包括：自动执行通氮、温控程序开始、判断样品出峰、判断样品出峰结束、判断校正过

程结束、温控程序停止、关闭气体、停止采集、自动保存文件、自动计算校正值等几个过程。 

⑧ 文件保存 

自动校正结束后，自动保存实验数据，文件自动保存于安装目录\Data\文件名。 

⑨  校正值下传 

自动校正结束后，自动弹出校正值下传对话框，选择“是”，下传校正值。  

      
 

图 18  温度校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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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校正值计算  

自动计算 

①  选中工具栏的“打开”，选中并打开校正文件。 

②  选择菜单项“氧化诱导期”“校正实验分析”“校温自动分析”，计算并显示温度校正值。 

手动校正 

①  选中工具栏的“打开”，选中并打开校正文件。 

② 选择菜单项” 选择菜单项“氧化诱导期”“校正实验分析”“校温手动分析”，弹出 L、R 标签

条，拖动标签条，L标签条拖动到出峰曲线前的平滑处，R标签条拖到出峰曲线峰顶的左侧位置， 

③ 选择菜单项选中工具栏的“计算”按钮 计算并显示温度校正值。 

 
图 19手动校正温度 

 

校正值下传 

选择菜单项“氧化诱导期”“校正实验分析”“校正值下传”，弹出校正值下传对话框，选择“是”，下

传校正值。 

6.10.3 温度校正确认 

仪器经温度校正后其准确度可进行检验。按以上所述步骤操作，按上述过程再测出它的 校正曲线，求出其

外延点的温度，这是在已经过温度校正仪器上求出的外延点温度，应当接近标准值  铟(In)的理论外延温度点

是 156.52℃，锡(Sn)的理论外延温度点是 231.81℃ 。所用的标准样品锡或铟不要丢掉，妥为保存，可反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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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章  一般故障的检查和维修 

 

现    象 原    因 维修方法 

1.电源指示灯不亮，

仪器不能工作。 

1.保险丝断开。 检查并调换保险丝 

2.电源线与电源插头，变

压器输入端的焊点脱落。 
逐路检查电源线各焊点，并复焊。 

2.炉温不上升 

1.保险丝断开 检查并调换保险丝 

2.温控单元可控硅坏。 检查可控硅 

3.加热器断开 更换加热器 

3.炉温波动大 

P.I.D 调节不妥当，或某些

温控参数被病毒改写，或

电源冲击 

重调微机温控中 P，I，D, CtC 值或在这

些数值附近调到最佳点，采用温度参数

恢复软件进行恢复 

4.DSC基线抖动严重 

1.微伏放大器故障 检查微伏放大器 

2.坩埚与支架托盘间接触

不紧密，托盘沾污 

坩埚整形，使底部平直，清除托盘上污

物 

5．数据采集时通讯

失败 

1.差示扫描量热仪电源没

打开 
开电源 

2.通讯线没连好 检查通讯线是否接触良好 

3.外界电源强干扰 
再次按“数据采集”按钮，使采集继续

进行 

4.通讯电源不稳定 测量电源电压 

6．采集的 DSC 信号

过大，且始终不变化 
单片机程序需要初始化 关掉差示扫描量热仪电源后再打开即可 

7．数据不采集 

1.病毒发作 杀毒 

2.电源干扰 再次按“数据采集”按钮，使采集继续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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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光盘内容及安装说明 

8.1 光盘内容 

(1)  差热扫描量热仪管理软件：  DSC1100Setup.exe  

(2)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   USB_Serial.exe  

(3)  程序安装说明 

(4)  使用说明书     

(5)  氧化诱导实验操作步骤 

(6)  温度校正实验操作步骤 

 

8.2. 管理软件的安装说明 

 (1)  插入光盘 

(2)  打开光盘,双击含有 ThermalD1Setup.exe 的图标 

(3)  选择安装程序的语言，简体中文与英文可选。 

(4)  进入安装引导，点击下一步。 

(5)  输入用户信息和公司名，可不填，点击下一步。 

(6)  选择安装类型，选经典安装，点击下一步。 

(7)  安装完成。 安装完毕后在桌面出现“DSC_D1”图标,双击该图标,即执行本程序 

 

8.3. USB驱动安装 

(1)  插入光盘 

(2)  打开光盘,双击含有 USB_Serial.exe 的图标 

(3)  按步骤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