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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热量单位为焦耳，它适用于科学、工程技术、文化教育、生产与经济管理等领域。

2 引用标准

    GB 3102. 4热学的量和单位

3 单位与符号

3.1 根据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1986年7月1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1987年3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的GB 3102. 4规定，能、功、热的单

位采用焦（耳），单位符号为J,温度单位采用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文〕，单位符号为K,

3.2 热、功、能单位焦耳（简称焦，符号J)的定义为：

    1牛顿的力作用于质点，使它沿力的方向移动1米距离所做的功，称为1焦耳。

    注：①1牛顿二1千克·米／秒，(1N=1 kg·m/SZ) o

        ② 焦耳也可由电学单位来定义：

          即1安培电流在1欧姆电阻上 1秒钟内所消耗的电能，称为1焦耳。

          这样定义的焦耳和上述牛顿·米定义的焦耳完全一致（见附录A第A2条）。

3.3 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文（简称开，符号K）的定义为：

    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文（(K）是水三相点热力学温度的1/273.16,

4 换算

    对于过去在我国曾经使用的热量单位国际蒸汽表卡与焦耳的换算，按下式进行：

    1国际蒸汽表卡＝4. 186 8焦耳。

    能量单位换算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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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单位换算表

车
亡

    注：1）马力是误译，原文是马功率(horsepower).

        2) 15℃千卡，即 1千克纯水，在标准气压下，温度从 14. 5℃升高到 15.5℃所需要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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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热量单位、符号与换算说明

                                          （辛卜充件）

Al推行国际单位制的意义

    采用焦耳作为热量单位，这对科学技术工作、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出版和国

内外贸易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可以消除因多种单位制和单位并存所造成的混乱，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采用国际制单位焦耳，对保证量热标准值准确一致的传递很有好处，既消除了因单位不同而引起的

混乱，又减少了大量计算和换算的麻烦。

    采用焦耳作为热量单位，比卡作为热量单位更精确，因电能测量精度比水的比热测量精度高。

    1969年，国际计量委员会建议废除卡作为热量单位。

A2 关于各种卡的说明

    15 ̀C卡（符号 Calls )

    15 'C卡是在标准大气压下，1克纯水温度从14. 5 'C升高到15. 5 'C所需要的热量。

    20℃卡（符号Calzo )：

    20℃卡是在标准大气压下，1克纯水温度从19. 5 'C升高到20.5℃所需要的热量。

                                  1 20 C卡＝4.181 6焦耳

    国际蒸汽表卡（符号Ca1,T) ;

    国际蒸汽表卡是在1956年伦敦第五届国际蒸汽大会上规定的，国际蒸汽表卡与焦耳的关系为：

                              1国际蒸汽表卡＝4. 186 8焦耳

    热化学卡（符号Call, )：
    在1910年到1948年间，考虑到以往人们使用卡的习惯，继续保留卡的名称，人为地规定了1卡等

于多少焦耳，但不再与水的比热有关系，故称作热化学卡、“干”卡或规定卡。

                                1热化学卡二4. 184 0焦耳

A3 摄氏温度与热力学温度的关系

                                                  t＝ T一 273.15

式中：t— 摄氏温度，℃；

    T— 热力学温度，K,

    单位“摄氏度”（符号C）与单位“开尔文”相等。因此，温度间隔或温差既可用开尔文表示，也可用摄

氏度表示。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负责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