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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化学品试验导则Ｎｏ．１０６（１９９８年）《批平衡法检测　吸

附／解吸附试验》（英文版）。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部分，所引用的文件来自于标准文本所提及。

———“本导则”一词改为“本标准”。

———将计量单位改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Ｇ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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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新、陈会明、王军兵、于文莲、秦占芬、郑明辉、郝楠、王立峰、孙鑫、王峥。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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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犈犆犇引言

　　本标准基于１９９３年欧洲委员会提交的提案，并且考虑了各成员国就该提案提交的评议意见。为开

发吸附试验，在欧盟进行了几次活动，包括一次由于德国联邦环保局［ＵＢＡ］、Ｋｉｅｌ大学和欧洲委员会及

其在意大利Ｉｓｐｒａ的联合研究中心通力合作完成的广泛调查
［１］，［２］。１９８８年，ＵＢＡ组织了一次环状试

验，欧盟成员国中有２７个实验室参加了此次试验
［３］。１９９５年在意大利Ｂｅｌｇｉｒａｔｅ召开了一次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土壤选择专题研讨会［４］。专题达成一致将最新《ＯＥＣＤ试验指南１０６》的主要内容用于吸

附／解吸附试验，尤其是在试验中使用土壤类型的特征和选择方面达成了一致。

其他关于吸附／解吸附的指南仅存在于国家层面，并且主要被考虑在农药测试方面［５］～［１１］。在制定

本标准时考虑到了这些文件及相关的大量文献。

吸附／解吸附研究对于获得关于化学物质迁移率和它们在土壤、水和空气等构成的生物圈中分布的

必要信息很有帮助［１２］～［２１］。这些信息可以在预测和估计化学降解的可用性［２２］，［２３］、生物体的转化和吸

收［２４］；土壤透过率［１６］，［１８］，［１９］，［２１］，［２５］～［２８］；在土壤中的挥发性［２１］，［２９］，［３０］；以及水土流失率［１８］，［３１］，［３２］中使

用。吸附数据也可以用于进行比较和建模［１９］，［３３］～［３５］。

化学物质在土壤和水相之间的分布是一种复杂过程，取决于许多不同因素：这种物质的化学性

质［１２］，［３６］～［４０］、土壤的特性［４］，［１２］～［１４］，［４１］～［４９］以及气候因素（例如降雨、温度、阳光和风力）。因此，许多在

土壤吸附某种化学物质过程中涉及的现象和机制都不能被完全通过一种简化的实验室模型（如旧版的

ＯＥＣＤ导则）定义。但是，即使这种尝试不能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环境情况，也提供了关于某种化学物

质吸附环境相关的宝贵信息。

本标准为估算土壤中某种物质的吸附／解吸附行为而建立。其目的是获得一个可用来预测在多种

环境状况下使用的吸附值；为此，化学物质在各种土壤上的平衡吸附系数被定义为土壤特性的函数（例

如，有机碳量、黏土含量、土壤质地和ｐＨ）。为了尽量广泛涵盖给定物质与天然土壤的相互作用，必须

使用不同的土壤类型。

在本标准中，吸附表示一种化学物质吸附到土壤表面的过程；它不区分不同吸附过程（物理和化学

吸附）和表面催化降解、体吸附或者化学反应等过程。由土壤中胶体粒子（直径小于０．２μｍ）产生的吸

附不被计算在内。

对于吸附有着最重要影响的土壤参数是：有机碳量［３］，［４］，［１２］～［１４］，［４１］，［４３］～［４８］；黏土含量和土壤质

地［３］，［４］，［４１］～［４８］；以及离子化合物的ｐＨ
［３］，［４］，［４２］。其他可能影响到某种特殊物质的吸附／解吸附的土壤

参数是：实际阳离子交换量［ＥＣＥＣ］、非晶态铁铝氧化物含量，特别是火山和热带土壤
［４］，以及一些特殊

表面的土壤［４９］。

本标准用于估计在有机碳量、黏土含量、土壤质地和ｐＨ范围不同的情况下，某种化学物质在不同

土壤类型上的吸附。由三步组成：

第１步：初步研究，以便测定：

———土壤／溶液比；

———吸附平衡时间以及平衡状态下被吸附的受试物数量；

———试验容器表面上受试物的吸附作用以及受试物在试验期间的稳定性。

第２步：筛选试验：通过单一浓度吸附动力学，在５种不同土壤类型中研究吸附作用，并测定分布系

数犓ｄ和犓ｏｃ。

第３步：测定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式，确定浓度对土壤吸附的影响。

通过解吸附动力学／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解吸附等温式进行解吸附研究（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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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批平衡法检测

吸附／解吸附试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批平衡法检测吸附／解吸附试验的范围、定义和单位、试验原理、受试物信息、

试验适用性、试验方法、进行吸附／解吸附试验的必要条件、试验步骤、数据与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批平衡法检测化学品在土壤中的吸附／解吸附行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ＩＳＯ１０３８１６　土质　取样　第１部分：取样方法设计指南

ＩＳＯ１０３９０１　土壤质量　ｐＨ值的测定

３　定义和单位

定义和单位在第１０章和附录Ｂ中规定。本标准方程式里提及的土样质量指烘干质量。

４　试验原理

在已经知道干重，且用０．０１ｍｏｌ／Ｌ氯化钙溶液平衡好了的土样中，加入已知体积的未标记或已标

记的受试物，并且已知其在０．０１ｍｏｌ／Ｌ氯化钙溶液中的浓度。搅拌混合物一定时间。然后用离心法分

离土壤悬浊液，如果需要，过滤并分析水相。吸附在土样上的受试物的量，等于受试物最初在溶液中的

量与在实验结束时剩余的量之间的差（间接法）。

还有一种选择，吸附受试物的量也可以通过土壤分析直接测定（直接法）。虽然这使分析程序变得

更加繁琐，涉及到用合适的溶剂进行逐步土壤萃取，因此建议在不能准确测定受试物的溶液浓度差的情

况下才使用这种方法。例如下列情况：受试物在试验容器表面上的吸附、受试物在实验中不稳定、在溶

液中产生浓度变化不大的弱吸附；以及产生不能被准确地测定的低浓度的强吸附。如果使用放射性标

记物，可能会因为燃烧和液体闪烁计数对土相的分析而不必再进行土壤萃取。不过，液体闪烁计数是一

种不确定的技术，无法把测试化学物质和它的转化产物区分开来；因此只有受试物在研究期间是稳定的

时候，才应该使用这种方法。

５　受试物信息

使用分析纯的化学试剂。建议使用未标记的受试物（已知其成分，纯度至少为９５％），或者已用放

射性标记过的受试物（已知其成分和放射纯度）。如果使用半衰期示踪剂，应采用衰变修正。

在进行吸附／解吸附试验之前，应掌握以下关于受试物的信息：

ａ）　在水中的溶解度［ＯＥＣＤ１０５］；

ｂ）　蒸气压［ＯＥＣＤ１０４］和（或）亨利常数；

ｃ）　与ｐＨ有关的水解作用［ＯＥＣＤ１１１］；

ｄ）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ＯＥＣＤ１０７和１１７］；

１

犌犅／犜２１８５１—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