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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2412:2008《粒度分析 动态光散射法》(DLS)(英文版)。
本标准由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6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市海淀

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素红、高原、余方、王孝平、王荷蕾、邹涛、王啟锋、张涛、周悦、罗晓轩、刘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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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动态光散射法(DLS)已成为测量亚微米-纳米级颗粒粒度的一种常规方法。此项技术的成功

应用主要在于:可以在几分钟内统计出平均粒径及其分布,并且已推出使用方便的商品化仪器。尽管如

此,仪器的正确使用和对测量结果的解释仍需谨慎。
为此目的,颁布了GB/T19627—2005《粒度分析 光子相关光谱法》。它规范了利用光子相关光

谱法正确测定粒径的必要步骤。为避免多重散射的影响,GB/T19627中所规定的仪器只限于测量低

浓度样品的粒度。目前,已经有了使这种限制尽量减小的仪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适于测定较宽浓度

范围的分散体系粒度的动态光散射法标准,以使实验室间在测量准确度和再现性上能有良好的一致性。
就动态光散射已开发了多项技术。这些技术可按照以下两种方法分类:

a) 数据分析上的差异(相关法和频率分析法);

b) 光学装置上的差异(零差式和外差式检测器光学系统)。
一些新仪器有可供选择的固定的或可移动的样品池。
虽然动态光散射法(DLS)可以测定粒度分布,但是本标准仅限于有关粒度分布描述的两个参数:平

均粒径和多分散指数。有多种方法可被用于粒度全分布的计算。然而,这些方法目前尚未成熟到可以

被编入国际标准中。因此在本标准中,未编入对应的标准化运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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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 动态光散射法(DL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动态光散射法(DLS)测量分散于液体中的亚微米-纳米级颗粒或液滴的平均粒

径和粒度分布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的浓度范围广,可测量从较低到较高浓度的悬浮液。对于低浓度悬浮液样品,动态光散

射法与光子相关光谱法一样;对于高浓度悬浮液样品,除了对测试结果的正确解释以外,还要对测量装

置、样品制备等提出具体要求。
注:适用于低浓度悬浮液样品的光子相关光谱法在GB/T19627—2005/ISO13321:1996中已有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627—2005 粒度分析 光子相关光谱法(ISO13321:1996,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19627—20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均粒径 averageparticlediameter

xDLS

(动态光散射)调和光强加权算术平均粒径。
注:平均粒径的单位是nm。其典型范围是从1nm到约1000nm。

3.2 
分散指数 polydispersityindex
PI
用于描述粒度分布宽度的无量纲量。
[GB/T19627—2005,定义2.2]
注:对于单分散样品,典型的PI小于0.1。

3.3 
散射体积 scatteringvolume
V
被探测光学系统观察到的入射激光束的横截面。
[GB/T19627—2005,定义2.3]

3.4 
散射强度、计数率、光电流 scatteredintensity
IS
被散射体积内颗粒散射的光的强度。实际上是检测器测得的与散射强度成比例的单位时间内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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