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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９０７７《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则；

———第２部分：逆转程序的确认。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９０７７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３３２０１：１９９９《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第１部分：通则》（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本国际标准”改为“本部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３《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３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３３２０１：１９９９，改为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３３２０１：１９９９。

———修改了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３图３ｂ）。

———对固体折射率表中增加了的内容，进行删减。

———删除引言中最后部分“有些设备测量下限可到０．０２μｍ”。

———修改了部分内容的表述方法。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Ｄ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筛网筛分和颗粒分检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同济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中机生产力

促进中心、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上海理工大学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训彪、卢德生、廖宗廷、周剑雄、杨清、余方、刘芬、邓保庆、李戎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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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激光衍射法分析粒度，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项技术的成功在于它能应

用于各种类型的微粒体系，并且有性能可靠、自动化、多样化的商业仪器。然而，仪器的正确使用，结果

的正确分析都需要小心谨慎。

因此，需要建立用激光衍射方法分析粒度的国际标准。其目的是提供一个适合于控制粒度分析质

量的方法。

历史上，激光衍射技术开始于小角度散射。因此，它还有下列名称：

———夫琅和费衍射；

———近似正前方光的散射；

———低角度激光散射；

如今该技术已扩展至高角度范围的散射，除了采用近似理论，如夫琅和费衍射和异常衍射外，还应

用米氏理论。

激光衍射技术基于以下现象：颗粒在各个方向产生的散射光强度分布取决于颗粒的尺度。现有的

仪器都假定颗粒是球形的。图１显示了单个颗粒散射图的特征，散射光的强度高、低交替变化，小颗粒

形成的图形的半径，总是大于大颗粒形成的图形的半径。

在一定的条件下，颗粒群的散射图形等于各个颗粒散射图形的叠加，选择尺度范围并采用精确的叠

加程序，使用光学模型计算出单位体积的颗粒的散射图形，根据与实测图形符合最好的图形计算出体积

粒度的分布（参见附录Ａ）。

典型的激光衍射仪由光束（通常是激光）、颗粒分散器、测定散射光强度分布的探测器、控制器及计

算粒度分布的计算机组成。

应该注意的是：激光衍射技术不能识别是单个颗粒的散射，还是原有颗粒凝聚成团的散射。通常得

到的成团的粒度是颗粒团的粒度，但有时也能反映原有粒度的分布。多数样品中包含有凝聚成团的颗

粒，我们关注的是原有颗粒的粒度分布，在测量前通常应将颗粒团分散成原有的颗粒。

ａ） ｂ）

图１　两球形颗粒的散射图［产生图ａ）的粒径是产生图ｂ）的粒径的２倍］

　　以前的仪器，通常只能使用小于１４°的散射角，这样就限制了粒度小于１μｍ的应用。其原因是：大

的角度显现出的小颗粒散射的差异最明显（参见附录Ａ）。许多现代的仪器，可以测量到的最大的散射

角，达到１５０°左右。例如：通过会聚束的应用；使用更多或更大的透镜；另加一个激光束或更多的探测

器。这样，可以测定到大约为０．１μｍ的小颗粒。一些仪器能综合不同波长和偏振条件下的散射强度，

以及由此造成的强度差异，利用这些附加的信息，改进粒度的测定，能表征亚微米系列的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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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第１部分：通则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１的本部分规定了通过对光的角分布散射图的分析，测定两相颗粒体系的粒度分布。

本部分适用于测定粉体、喷雾、烟雾、气溶胶、乳液和液体中的气泡等。不对具体仪器测定粒度提出

具体要求。

本部分适用的粒度范围从大约０．１μｍ～３ｍｍ。

由于该技术采用的光学模型设定为球形颗粒，所以对非球形颗粒所获得的是等效球形颗粒的粒度

分布。相关的粒度分布的结果，可能不同于用其他物理原理测定的结果（例如沉降法、筛分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９０７７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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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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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ＧＢ／Ｔ１５４４５—１９９５　颗粒粒度分析结果的图形表征（ＩＳＯ９２７６１：１９９０，ｎｅｑ）

３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术语和定义

３．１．１

　　吸收　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

光束从介质中通过，能量转变至使强度减小的现象。

３．１．２

　　变异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标准偏差除以平均值，乘以１００％。相当于相对标准偏差（对于正态分布，中位值等于平均值）。

３．１．３

　　复数折射率　犮狅犿狆犾犲狓狉犲犳狉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犱犲狓

犖ｐ

由真实的和虚设的（吸收的）两部分组成的颗粒折射率，犖ｐ＝狀ｐ－犻犽ｐ。

３．１．４

　　相对折射率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狉犲犳狉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犱犲狓

犿

颗粒的复数折射率与介质折射率的比值。犿＝犖ｐ／狀ｍ

３．１．５

　　衍射图解析法　犱犲犮狅狀狏狅犾狌狋犻狅狀

根据散射图的测定值推论颗粒群粒度分布的数学程序。

３．１．６

　　衍射　犱犻犳犳狉犪犮狋犻狅狀

光线稍微偏离直线传播而绕过颗粒投影边界的现象。

３．１．７

　　消光　犲狓狋犻狀犮狋犻狅狀

光束从介质中通过被吸收和散射而衰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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