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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2671《胶体体系 zeta电位测量方法》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1部分:电声和电动现象

———第2部分:光学法

———第3部分:声学法

本部分为GB/T32671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3099-1:2012《胶体体系 zeta电位测量方法 第1部分:电声和

电动现象》。
本部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和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68)联合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葛广路、朱晓阳、周素红、余方、张涛、刘忍肖、高原、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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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介绍了悬浮液、乳状液或多孔体系内电动和电声现象的基本理论。
从生活污水或工业污水的处理到稳定的药物悬浮液的制备等过程,均得益于人们对颗粒表面荷电

现象的理解。此外,矿物浮选的机理也是基于使目标矿物颗粒对气泡具有亲和性。从技术角度来看,电
动和电声测量在很多情况下都提供了极其有用而明确的信息,以下列举几种最重要的应用情况:

a) 用电位决定离子的电动滴定法确定等电点;

b) 用其他试剂如表面活性剂或聚电解质的滴定法确定等电点;

c) 确定吸附饱和平台,指示分散剂的最佳用量;

d) 各种体系表面电性质的相对比较。

zeta电位是在滑移面处和体相液体之间形成的电势差,zeta电位可以用来解释并确定一些悬浮液

体系的稳定区间。通过确定等电点,可以获得过滤或沉淀前颗粒絮凝的最佳条件,从而便于污水处理。
但是zeta电位并不是一个可直接测量的量,它需要通过建立一些适当的理论间接获得。

本部分参考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关于电动现象测量和解释的技术报告以及一些

概括性的参考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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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体系zeta电位测量方法

第1部分:电声和电动现象

1 范围

GB/T32671的本部分规定了利用电学和声学方法在分散体系、乳状液、含有液体分散介质的多孔

材料等非匀相体系中测定zeta电位的方法。
这种方法并不限定zeta电位值和分散相的质量分数,适用于稀释和浓缩体系;颗粒尺寸和孔隙尺

寸限制在微米量级或更小,而对颗粒和孔隙的几何形状不做限定。本部分不包括平面上的zeta电位测

量方法。
液体分散介质可以是水相,也可以是具有任意的液体电导率、介电常数或化学成分的非水相;颗粒

自身可以导电也可以不导电;双电层可以分离也可以互相重叠,双电层的厚度或其他性质均没有限制。
本部分适用于电场中的线性效应,并假定表面电荷沿着界面均匀分布。
本部分不适用于与含有空间电荷分布的软表面层相关的效应。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双电层 electricdoublelayer
注:双电层是指当一个物体与液体接触时,电荷在其表面及表面附近的空间分布。

2.1.1
德拜-休克尔近似 Debye-Hückelapproximation
双电层存在较小的电势差时的模型。

2.1.2
德拜长度 Debyelength
Κ-1

电解质溶液中双电层的特征长度。
注:单位是纳米(nm)。

2.1.3
扩散系数 diffusioncoefficient
D
单位时间内颗粒运动的均方位移。

2.1.4
Dukhin数 Dukhinnumber
Du
无量纲的数,反映表面电导率对电动、电声现象及多相体系电导率和介电常数的贡献。

2.1.5
动力黏度 dynamic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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