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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 数据分析向导

文件编号：cPH60-STA-04

目录

打开数据文件

切换时间／温度坐标

温度段的拆分

多窗口显示

调出 DTG 曲线

设定曲线颜色属性

平滑

DSC 曲线标注

峰温标注

峰面积标注

TG 曲线标注

失重台阶标注

残余质量标注

外推起始点标注

DTG 曲线标注

峰值温度标注

坐标范围调整

插入文字

修改文字属性

保存分析文件

打印与导出

打印图谱

导出为图元文件

导出文本数据

附：对本文示例的完整标注

以下以高岭土样品的测试实例为例，讲解如何对 STA 的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1. 打开数据文件

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开”项，在分析软件中打开所需分析的测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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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对测量软件中正在测量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也可在测量软件中点击“工具”菜单下的“运

行实时分析”，软件将自动把已完成的测量部分调入分析软件中进行分析。若测量已完成，点击“运

行分析程序”，软件也将自动载入新生成的数据文件进行分析。

载入数据后的分析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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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是以“样品+修正”模式测量得到的话，调入分析软件后的曲线已自动经过基线扣除。

另此处示例中仅显示 DSC、TG 与温度曲线。对于配备质量流量计 MFC 的用户，可能有额外的气体

流量曲线。因该曲线通常不重要，可在“查看”-->“坐标轴、曲线、网格线”中隐藏

2. 切换时间／温度坐标

刚调入分析软件中的图谱默认的横坐标为时间坐标。对于动态升温测试一般习惯于在温度坐标下显

示，可点击“设置”坐标下的“X-温度”（工具栏按钮 ）将坐标切换为温度坐标。

切换后的效果如下：

3. 温度段的拆分

若测量数据包含多个温度段且需要分别进行处理，可选中曲线后，点击“查看”菜单下的“温度段”

（工具栏按钮 ）进行拆分。

例如某一测量包括升温、恒温、降温三个温度段。选中曲线，点击“温度段”按钮后，将弹出如下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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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上侧为当前分析界面中调入的测量文件的列表（本例中只有一个文件），下侧为所选测量文件

中的温度段的列表，按类别以选项卡形式组织。可以看到当前测量文件共有三个温度段，点击右侧

的“拆分”按钮，再点击“确定”，软件即自动将当前曲线拆分成两个可独立操作的部分，以不同的

颜色表示，如下图所示：

可对每一温度段进行分别处理与标注。若不同的温度段曲线需要放在不同的图谱中单独显示，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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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窗口”菜单下的“新建窗口”功能进行处理。如下图所示，即借助“窗口”菜单下的系列功

能将上图的两个温度段的曲线单独放在不同的小窗口中，以上下并列的形式进行对比：

因多温度段各自后续的标注方法与单温度段曲线并无区别。下文的示例，仍以简单的单温度段曲线

为主。

4. 调出 DTG 曲线

DTG 是热重 TG 信号的微分曲线。对于不同失重阶段的区分，以及失重温度、失重速率最大点的标

注，均具有重要意义。

选中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一次微分”或工具栏上的相应按钮 ，可调出 TG 信号对

应的 DTG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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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对 TG 与 DTG 曲线使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可选中各自曲线后，点击右键菜单中的“曲线属

性”，在弹出的“曲线属性”对话框中修改曲线颜色：

如需将不同曲线类型的颜色设置永久固定下来，可选中曲线后，点击“设置”-->“属性 / 格式”-->

“默认值”，在“标准信号”选项卡中进行设置。此处不作详述。

5. 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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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TG 曲线，点击“设置”菜单下的“平滑”（工具栏按钮 ），分析界面变为：

Proteus 5.x 版以上的平滑等级共分 16 级（传统的 1-8，以及更高等级的 A-H）。等级越高，平滑程度

越大，但须注意在高的平滑等级下曲线可能会稍有些变形。一般的平滑原则为在不扭曲曲线形状的

前题下尽量的去除噪音、使曲线光滑一些。在左上角选择平滑等级（例中选择 6 级），分析界面上将

动态出现平滑后的效果与原始曲线（白线）作对照，若对平滑效果满意，点击“确定”即可。

TG 曲线平滑后，还可对 DTG 曲线再进行适度平滑（DTG 为微分曲线，对 TG 曲线上的局部的微小

波动有放大作用，因此 DTG 曲线会比 TG 曲线噪音更大一些）。

DSC 曲线一般噪音不明显。但视情况也可适当平滑。

6. DSC 曲线标注

峰温标注

选中 DSC 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峰值”（工具栏按钮 ），出现如下标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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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图谱比较复杂，DSC 曲线上除了三个较明显的峰外，尚包含若干较微弱的小峰或侧峰。与 DTG

曲线对照着来看，可知这些小峰/侧峰其实都对应于一些小的失重台阶（可能由高岭土原料内的少量

杂质所引起）。

为简明起见，示例中仅对三个较明显的主峰进行标注。

先将左右两条黑色标注线拖动到第一个峰的左右两侧，点击“应用”，软件将自动标出第一个峰的峰

值温度。随后再依次将两条标注线拖动到第二个峰与第三个峰的左右两侧并点击“应用”，最后点击

“确定”，即完成了三个 DSC 峰的峰值标注。标注后的画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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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面积标注

随后进行峰面积标注。选中 DSC 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面积”（工具栏按钮 ），出现如

下标注界面：

图中共有三个 DSC 峰，先将标注线拖动到第一个峰的左右两侧，在“基线类型”中选择合适的基线

类型（此处暂选择较简明的“线性”）。如希望看到带阴影填充的积分面积，可将“填充面积”打勾。

随后点击“应用”，进入下一界面：

“选择样品质量参照点”指的是对于 J/g 的热焓计算，是以积分面积（热值）除以样品原始质量，还

是除以失重后的当前实时质量等。此处选择“实验开始时质量”，点击“确定”，软件即自动标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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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峰的峰面积。

同理再标出第二个与第三个峰的面积。最后标注效果如下：

关于面积标注过程中基线类型与分析边界的选择、样品质量的参照点、积分曲线、以及如何处理重

叠峰标注等更多问题的讨论，参见《STA 数据分析附注》。

7. TG 曲线标注

失重台阶标注

本样品的失重过程亦比较复杂。从图上看，主要包含 200℃前水分挥发失重、及 300~900℃之间的分

解两个阶段，其中 300~900℃失重以 650℃分界又可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下面以这三个失重台阶的

标注为示范。

选中 TG 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质量变化”（工具栏按钮 ），出现如下标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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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两条标注线拖动到第一个失重台阶的左右两侧（失重台阶的左边界与右边界可参考相应的 DTG

峰进行判断），点击“应用”，软件自动标注出该范围内的质量变化：

此时左边界线已自动移动到第一个失重台阶的右边界处。一般各失重台阶直接以边界相连，现在只

需把右边界线拖动到第二个失重台阶的右侧并点击“应用”，软件即会标注出第二个失重台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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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以此类推，将三个失重都标注完，最终的效果如下：

注：由于实际测试中 TG 的各台阶之间很少呈现真正意义上的“平台”（DTG 峰的左右两侧很少为取

值为 0 的理想的水平线），多步失重台阶的“分割”存在一定的经验性，通常以 DTG 各峰之间的“谷

底”为分割标准，若“谷底”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不在 0 位上的水平线（即两个失重台阶之间为无

明显边界的匀速缓慢失重），则较多的取水平线的中间为分割标准。

残余质量标注

选中 TG 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残留质量”，软件自动标注出在终止温度处样品的分解残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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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台阶的外推起始点标注

选中 TG 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起始点”，弹出如下标注界面：

参考 DTG 曲线，将左边的标注线拖动到失重峰左侧曲线平的地方，右边的标注线拖动到峰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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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软件即自动标注出失重的外推起始点（起始分解温度）。再点击“确定”退出，标注

效果如下：

该失重台阶的外推起始点可定性地作为起始分解温度的表征。

视应用需要，还可以对失重台阶的终止点进行标注（使用“分析”菜单下的“终止点”功能项），操

作方法类似。

8. DTG 曲线标注

峰值温度标注

选中 DTG 曲线，点击“分析”菜单下的“峰值”，出现如下标注界面：



15

将两根标注线依次拖动到三个 DTG 峰的左右两侧并点击“应用”，软件标注出三个 DTG 峰的峰值温

度如下：

DTG 峰值温度反映的是对应失重台阶失重速率最快的温度点，往往用来直接代表失重台阶的反应温

度。

9. 坐标范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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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步热分析图谱上的曲线较多，标注也较为繁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将曲线的纵坐标范围作适

当调整，使相互重叠的曲线、标注等分开，使图谱更加美观一些。方法是使用“范围”菜单下的相

应坐标调整功能项。如例中可考虑将 TG 曲线的位置适当调高些，选中 TG 曲线，点击“范围”菜单

下的“Y – TG”（工具栏按钮 ），出现如下操作界面：

图中出现了两条黑色边界线，其中上边界线为未来调整后的画面的上边界（纵坐标最大值），下边界

线为未来调整后的画面的下边界（纵坐标最小值），上下黑线之间的区间代表了调整后的画面的显示

范围。可以用鼠标拖动两条边界线来选择显示范围，也可在“最小值”与“最大值”输入框中输入

相应的值来调整。例中在“最小值”中输入“70”，“最大值”中输入“105”，点击“确定”，调整后

的画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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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TG 曲线的坐标范围被修改为 70%～105%，视觉效果上红色的 TG 曲线被移到了画面靠上的区

域。

用同样的方法依次选中 DTG 曲线与 DSC 曲线进行纵坐标范围调整。最后再上下拖动各曲线进行位

置微调，并以拖动的方式分开相互重叠的标注标签。最终调整后的效果为：

10. 插入文字

上述操作完成以后，如果还需要在图谱上插入一些样品名称、测试条件等说明性文字，可以点击“插

入”菜单下的“文本”或工具栏上的相应按钮，在分析界面上插入文字（文字的多行书写使用

“Shift-Enter”进行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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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插入的文字还可进行字体、字型、字号等设置，方法是右键单击文字块，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文

本属性…”：

对于经常插入的类似文字，可在右键菜单中点击“保存为预设定文字”，将其保存为文字模板。后续

在新的图谱中需要插入这些文字，可点击“插入”-->“预定义文字”并选择合适的文字模板。

11. 保存分析文件

图谱分析完毕后可将其保存为分析文件，方便以后调用查看。点击“文件”菜单下的“保存状态为…”

（工具栏按钮 ），在随后弹出的对话框中设定文件名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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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存盘分析文件后缀名为*.ngb-taa，在一个文件中保存了软件界面各子窗口中的所有标注内容。

打开时不使用“文件”菜单下的“打开”，而是使用“恢复状态…”功能项。另软件也支持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双击打开 *.ngb-taa 文件。

12. 打印与导出

打印图谱

分析结束后，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印分析结果”（工具栏按钮 ），可对图谱进行打印。如

需对打印机进行设定，可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印机设置…”。如需在打印前预览效果，可点击

“文件”菜单下的“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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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为图元文件

除打印外，图谱也可导出为 emf 图片文件，以便于使用 email 发送，或日后在图片处理软件中打开

查看。点击“附加功能”菜单下的“导出图形”，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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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设定导出目标：剪贴板或文件；图片中是否包含标签盒（即图片下部包含样品名称、测量参

数等信息的部分）；导出格式：EMF, PNG, TIF, JPG...（推荐使用 EMF，较清晰）等。右上角有导出

图片的效果预览。本例中按默认设置将分析结果导出为文件，则只需点击“输出...”，在出现的“另

存为”对话框中设定文件名，即可导出。

导出文本数据

如果需要将数据在其他软件中作图或进行进一步处理，可把数据以文本格式导出。选中待导出的曲

线，点击“附加功能”菜单下的“导出数据”，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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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导出范围可通过拖动两条黑线、或在操作界面左上角的“左边界”与“右边界”中输入相应的

数值来调整。导出步长（即每隔多少时间／温度导出一个点）可在“步长”一栏中进行设定。如果

需要同时导出 TG、DTG 与 DSC 曲线，可在“信号”处的“全选”上打勾。如果需要对导出格式进

行设定，可点击“改变…”按钮，出现如下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对导出格式进行一些设置（其中 CSV 为 Microsoft Excel 文件格式的一种）。

在全部设置完成后可点击“保存”按钮，软件自动将本次设置记忆为“最近使用”的设置，方便下

一次类似的数据导出。

随后点击“输出”，即出现如下文件保存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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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存盘路径与文件名后，点击“保存”即可。

附：对本文示例的完整标注

TG 曲线：对小的失重步骤进行了更精细的拆分。

DSC 曲线：使用“画中画”功能进行小峰的局部放大；使用“部分面积”功能进行相邻重叠峰的拆

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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