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３００
犃８０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１８４５—２００８

化学品　水溶解度试验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犠犪狋犲狉狊狅犾狌犫犻犾犻狋狔狋犲狊狋

２００８０５１２发布 ２００８０９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化学品测试导则１０５（１９９５）《水溶解度》（英文版）。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范围部分；

———将计量单位改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新、陈会明、王军兵、于文莲、王立峰、郝楠、孙鑫、王峥。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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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犈犆犇引言

　　本标准是１９８１年的原始的ＯＥＣＤ１０５方法的一个修订版本。新版和１９８１年版在化学物质上没有

区别。主要格式被改变了。本版本也基于ＥＣ方法“水溶解度”
［１］做了修改。

物质的水溶解度受杂质的影响很大。本方法是对纯物质水溶解度测定的方法，该物质须在水中是

稳定的且不易挥发。在测定水溶解度之前，得到化合物的一些初步信息是有益的，比如说结构式、蒸气

压、解离常数和在ｐＨ条件下的水解能力。

本标准介绍了两种方法：柱洗提法和烧瓶法，在本标准中，他们各自适用于溶解度小于和大于

１０－２ｇ／Ｌ的化学品。本标准还介绍了一种简单的预试验。在预试验进行最后一步试验时，所用样品的

数量是粗略的，同时要使溶液达到饱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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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水溶解度试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水溶解度试验的范围、定义和单位、参照物、试验方法、数据与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化学品的水溶解度。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水溶解度　狑犪狋犲狉狊狅犾狌犫犻犾犻狋狔

水溶解度是一种物质在给定温度下在水中的饱和质量浓度。水溶解度以单位体积溶液中的溶质的

质量表示，其标准单位为ｋｇ／ｍ
３，但通常使用的单位为ｇ／Ｌ。

３　参照物

本标准不需要参照物。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２０℃±０．５℃下进行，应使所有设备的有关部分均处于恒定的择定温度下。

４．２　预试验

在室温条件下，在１０ｍＬ具玻璃磨口塞的量筒中加入约０．１ｇ的待测样品（固体物质必须研磨成粉

末），逐渐增加水的体积，在每次加入一定量水后，搅拌混合１０ｍｉｎ，用肉眼检查是否存在有样品不溶。

如果加水１０ｍＬ后，样品或样品中某些部分仍不溶时，试验应在１００ｍＬ量筒中继续进行。在表１中是

样品发生全溶时的近似溶解度（ｇ／Ｌ）。当溶解度小，溶解样品需要时间长时，允许至少２４ｈ。如果２４ｈ

后物质仍未溶解，允许用更长时间（可长达９６ｈ）或尝试继续解释，并确定是否采用柱洗提法或烧瓶法。

表１　初步试验待测物质近似溶解度表

在“狓”毫升水中溶解０．１ｇ样品 ０．１ ０．５ １ ２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近似的溶解性／（ｇ／Ｌ）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５０ ５０～１０ １０～１ ＜１

４．３　柱洗提法

４．３．１　原理

在一微型柱内填充了预先覆盖着过量被测物质的载体，柱洗提法就是从微型柱中用水洗提测试物，

随着时间的改变［２］，当流出的洗提液的质量浓度达到一个稳定值时，就是水溶解度。

４．３．２　装置

装置中有保持恒温的微型柱（图１），它既联接在一个回流泵上（图２），又联接在一个调节水平面的

容器上（图３）。微型柱含有惰性载体，并被固定在一个用于过滤微粒的玻璃棉塞上。用做载体的物质

可以是玻璃球，也可以是硅藻土或其他惰性物质。

微型柱如图１所示，装配在回流泵上，它有一柱头空间提供了５个样品床层的体积（试验开始时不

用）和５个样品的体积（试验中分析取样用）。如果试验中将水加入到系统中取代初始的５个样品床层，

以除去杂质的话，可以减小微型柱的尺寸。将微型柱与惰性物质制成的管子连接到回流泵，流速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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