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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附录Ａ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长沙湘仪天平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机械工业仪 

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实验室仪器分会、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沈阳龙腾电子有限公司、长沙湘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良平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上海菁海仪器有限公司、上海民桥精密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沈阳计量研究所、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常州市富月砝码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莉、周凌嵘、金丽辉、王家龙、吴群、张志、熊一凡、李沪仓、张柏荣、归剑刚、 

杨秀英、朱俊、钟小军、忻秀月、邓爱群、冯晓升、张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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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称量式烘干法水分测定仪 

１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称量式烘干法水分测定仪的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对０℃～２００℃物理形态和化学形态相对稳定的样品进行游离水分含量测定的机械 

称量式烘干法水分测定仪（以下简称水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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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 １９１—２００８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ＩＳＯ ７８０：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Ｔ ２８２９ 

ＧＢ／Ｔ ９９６９ 

ＧＢ／Ｔ １１６０６ 

２００２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２００８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２００７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ＪＪＧ ９８—２００６机械天平 

３基本参数 

３．１ 水分仪衡量装置的分度值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水分仪衡量装置相邻两个示值之差为水分仪的衡量装置的实际分度值，用ｄ 

３．１．１衡量装置的实际分度值 

表示。 

３．１．２衡量装置的检定分度值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水分仪的衡量装置用于划分等级与进行计量检定的值为检定分度值，用ｅ表示。 

３．１．３实际分度值ｄ与检定分度值Ｐ的规定 

实际分度值ｄ等于检定分度值ｅ，它应当取１×１０‘或２×１０‘或５×１０４的形式，其中：ｋ为正整数、 

负整数或零。 

３．２准确度级别 

３．２．１水分仪按其衡量装置的检定分度值和检定分度数（衡量装置的最大秤量与检定分度值之比），划 

分成下列两个准确度级别： 

ａ） 特种准确度级符号为（工）； 

ｂ）高准确度级符号为（亘）。 

３．２．２准确度级别与检定分度值和检定分度数的关系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准确度级别 分度值 
最小 

分度数 

最大 

不限制 

ｌＯＯ ｏｏｏ 
ｏ．１ 

① 

① 

Ｅ≤ｏ．ＯＯｌ 

ｏ．ＯＯｌ 

ｇ ５０ ｏｏｏ 

１００ 

５ ０００ 

ｇ＜ｃ≤ｏ．０５ ｇ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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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正常工作条件 

３．３．１室内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３．３．２电源电压：２２０ Ｖ，具有一１５％和＋１０％的允许偏离额定值；频率：５０ Ｈｚ，具有土２％的允许偏离 

额定值。 

３．３．３水分仪周围应无腐蚀性气体，无影响水分仪性能的振动和气流的存在。 

表２ 

温度范围 
准确度级别 

温度波动度不大于 

℃／ｈ 

相对湿度不大于 
％ 

７５ 

８０ 

① 

① 

４要求 

１５～３０ 

１０ｈ３２ 

１ 

２ 

４．１外观及结构 

４．１．１水分仪表面镀层或涂层，色泽应均匀，不应有露底、起层、起泡、水渍（水迹）、斑痕、毛刺、裂纹及 

明显的擦痕。 

４．１．２水分仪的各个开关应定位准确，运用自如。 

４．１．３水分仪的光学衡量装置投影窗中的微分标尺的刻线应清晰，不应有显见的歪斜，读数视准线的 

宽度不应大于投影窗中显见的微分标尺的刻线宽度，视准线应与该标尺的刻线相平行。 

４．１．４烘干装置内的温度计分度值不应大于２℃。 

４．２衡量装置 

水分仪衡量装置的示值误差、重复性、分度值误差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准确度级别 示值误差 

土ｅ 

土ｅ 

重复性 分度值误差 

＋２／１ 
① 

① 

４．３烘干装置 

≤ｅ 

≤Ｐ 

水分仪的加热装置的温度显示允差、水分测定准确度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准确度级别 
加热装置温度显示允差 

℃ 
水分测定准确度 

％ 

士ｏ．２ ① 

① 

４．４其他重要部件 

４．４．１标尺 

士２ 
士ｏ．５ 

刻度线分度的间距应相等或按一定规律变化（不小于１ ｒａｍ），刻线宽度应均匀（不大于０．３ 

４．４．２指针 

ｍｍ）。 

针尖宽度不应大于分度线的宽度，指针与标尺之间的距离不大于２ 

４．４．３阻尼 

ｍｍ。 

指针偏离平衡位置５个分度时，在阻尼器的作用下，其摆动不应超过３周期。 

４．４．４试样盘 

同一台水分仪中所有试样盘之间的质量差值不应大于该水分仪的分度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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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水准器 

水准器灵敏度不应低于１０’。 

注：水准器灵敏度不大于水准器中水准泡公称角值的１５％。 

４．５电压变化 

在２２０ Ｖ，具有一１５％和＋１０％允许偏离额定值的交流电网供电时，水分仪基本性能应符合表３的 

规定。 

４．６安全要求 

４．６．１介电强度 

在采用规定值的介电强度电压试验时，水分仪不应出现击穿或重复飞弧（电晕效应和类似现象可忽 

略不计）。 

４．６．２保护接地连续性 

水分仪的保护导体端子与规定要采用保护连接的每一个可触及零部件之间的阻抗不应超过０．１ 

（电源线的阻抗除外）。 

４．６．３接触电流 

水分仪的接触电流是正弦波电流有效值，为０．５ 

４．７运输、贮存适应性 

水分仪在包装条件下，模拟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进行高温、低温、湿热、跌落和碰撞试验。每次 

试验结束后打开包装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１～４．４的规定。 

５试验方法 

５．１试验条件 

水分仪的试验条件应符合３．３的规定。 

５．２试验设备 

５．２．１应配备一组标准砝码，其扩展不确定度（女一２）不应大于被检水分仪在该载荷下最大允许误差的 

三分之一。 

５．２．２应配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 ｍｇ的天平。 

５．２．３其他有关试验用的器具如下： 

ａ）灵敏度不小于１０’的水准仪； 

ｂ）最大允许误差为±０．６％的５ ｍＬ移液器； 

ｃ）准确度为０．１ Ｓ的秒表； 

ｄ）玻璃纤维滤纸； 

ｅ）氯化钠国家标准物质（以下简称氯化钠标物），编号：ＧＢＷ０６１０３ｂ。 

５．３外观及结构试验 

用目视和手动操作的方法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４．１的规定。 

５．４衡量装置试验 

５．４．１衡量装置的示值误差试验 

在水分仪的试样盘内加入相当于标尺全长所对应质量的标准砝码，打开并调整衡量装置，使指针与 

标尺零位分度线相重合或微分标尺零线与基准线相重合，然后按照标尺全长较均匀分为５个称量点（应 

包括：空载、标尺最大载荷点、最大秤量），分别依次减去称量点上的标准砝码，每个称量点上所产生的示 

值误差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５．４．２衡量装置的重复性及分度值误差试验 

水分仪衡量装置的重复性、分度值误差试验按ＪＪＯ ９８－－２００６中５．３．４．２进行，其结果应符合表３ 

的规定。 
３ 

ｎ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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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烘干装置试验 

５．５．１ 水分仪加热装置温度显示允差试验 

用目视方法进行检测，观察时间不少于３０ｍｉｎ，其结果应符合４．３的规定。 

５．５．２水分测定准确度试验 

５．５．２．１试样配制 

选取氯化钠标物，配备５％＝ｋ０．０２％的标准氯化钠（ＮａＣｌ）溶液（参见附录Ａ）。 

５．５．２．２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ａ）将玻璃纤维滤纸放在水分仪试样盘上，在１０５℃温度下预烘１０ ｍｉｎ。关闭加热装置。 

ｂ）调节秤盘上的砝码，使水分仪的指示刻度回到零点附近，记下此时秤盘上的砝码质量值Ｒ。然 

后取走秤盘上５ ｇ砝码，并用移液器移取５ ｍＬ ＮａＣｌ溶液，将其均匀地滴在玻璃纤维滤纸上， 

开启衡量装置，待读数平稳后记下此时的刻度线示值ｚ，和秤盘上的砝码质量值ｎ。 

ｃ）关闭衡量装置后打开加热装置，以平缓的升温速率使温度升至１０５℃士２℃并保持１ ｈ恒重时 

间。然后打开衡量装置，待读数稳定后记下此时的刻度线示值ｚ：，如果示值超出了显示的范 

围，可以在秤盘上增减砝码并记下增减砝码的质量值ｒ：和最终的平衡位置ｚ。，并按式（１）计算 

试样的水分准确度。 

Ｍｌ一名士卫二等×１００％ 
ｌ＾——。２７１——ｒｌ 

„„„„„„„．．（１） 

式中： 

Ｍ。——水分测定准确度； 

ｚ，——烘干前平衡位置的示值，单位为克（ｇ）； 

ｚｚ——烘干后平衡位置的示值，单位为克（ｇ）； 

Ｒ——玻璃纤维滤纸预烘后，未加氯化钠溶液试样前，衡量装置处于平衡位置时，秤盘上砝码 

的质量值，单位为克（ｇ）； 

ｎ——加５％的氯化钠溶液试样后，烘干前秤盘上砝码的质量值，单位为克（ｇ）； 

ｒｚ——烘干后，为使衡量装置平衡而向秤盘上添加砝码的质量值，单位为克（ｇ）。 

５．６其他重要部件试验 

５．６．１标尺、指针、阻尼试验 

用目视和手动操作的方法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３的规定。 

５．６．２试样盘试验 

用天平分别称量试样盘，其结果应符合４．４．４的规定。 

５．６．３水准器试验 

用水准仪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４．５的规定。 

５．７电压变化试验 

水分仪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稳定后，分别在最高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压和最低工作电压时测试衡 

量装置，其结果应符合４．５的规定。 

５．８安全要求试验 

５．８．１介电强度试验 

５．８．１．１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水分仪处于非工作状态，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 

５．８．１．２使用耐压测试仪，在基本绝缘部位之间施加在电网电源电路的基本绝缘试验电压为５０ Ｈｚ交 

流有效值１ ６９０ Ｖ。 

注：基本绝缘部位是指在正常条件下是危险带电的电路（电源输入端）与保护导体端子连接的可触及零部件（例如 

与保护导体端子连接的金属外壳等）。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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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１．３在进行试验时，电压要在５ ｓ或５ ｓ以内逐渐升高到规定值，使电压不出现明显的跳变，然后 

保持５ ｓ，其结果应符合４．６．１的规定。 

５．８．２保护接地连续性试验 

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设置直流２５ Ａ或交流２５ Ａ、５０ Ｈｚ，在一端为器具输入插座的接地销，以及 

另一端为保护连接要求与保护导体端子相连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之间进行接地连续性试验。通过施加 

试验电流１ ｍｉｎ（试验电压不得超过１２ Ｖ），按式（２）计算阻抗，其结果应符合４．６．２的规定。 

Ｚ一 
Ｕ一工 

竺 阻抗 

Ｕ——试验电压； 
Ｊ——试验电流。 

５．８．３接触电流 

使用接触电流测试仪，设置电源供电电压２４２ Ｖ，水分仪处于工作状态。对具有保护导体端子或功 

能接地连接的水分仪，测量网络（测试棒）的一端应连接到保护导体端子上，另一端应连接到水分仪的任 

意可触及部分。按换相键，重复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６．３的规定。 

５．９运输、贮存适应性试验 

５．９．１高温试验 

把外包装好的水分仪放在常温环境下达到温度平衡后，放人高温试验箱（室）内。将试验温度以不 

大于１℃／ｍｉｎ的升温速率（不超过５ ｍｉｎ的平均值）升温到５５℃±３℃，保持４ ｈ，再降温，待恢复至常 

温后将水分仪取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２４ ｈ后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７的规定。 

５．９．２低温试验 

把外包装好的水分仪放在常温环境下达到温度平衡后，放入低温试验箱（室）内。将试验温度以不 

大于１℃／ｒａｉｎ的降温速率（不超过５ ｍｉｎ的平均值）降温到－－４０℃士３℃，保持４ ｈ，再升温，待其恢复 

至常温后将水分仪取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放置２４ ｈ后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７的规定。 
５．９．３湿热试验 

把外包装好的水分仪放在常温环境下达到温湿度平衡后，放人湿热试验箱中，按照ＧＢ／Ｔ １１６０６— 

２００７中第８章规定的（温度、相对湿度选贮运条件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将水分仪在正常工作条件 

下放置２４ ｈ后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７的规定。 

５．９．４跌落试验 

把外包装好的水分仪，按ＧＢ／Ｔ 

５．９．５碰撞试验 

把外包装好的水分仪按ＧＢ／Ｔ 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中第１８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正常工作条 

件下放置２４ ｈ后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７的规定。 

６检验规则 

６．１检验分类 

水分仪的检验分为： 

ａ）出厂检验； 

ｂ）定型检验； 

ｃ）周期检验。 

６．２出厂检验 

６．２．１水分仪的出厂检验由质量检验部门逐台检验，合格后签发产品合格证，方能出厂。 

５ 

１１６０６ ２００７中第１７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正常工作 

条件下放置２４ ｈ后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４．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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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出厂检验的项目、要求及试验方法的条款号见表５。 

表５ 

序号 

１ 

检验项目 

外观及结构 

衡量装置 

烘干装置 

要求的条款号 

４．１ 

试验方法的条款号 

５．３ 

出厂检验 周期检验 

２ ４．２ ５．４ 

３ ４．３ ５．５ 

４ 其他重要部件 

电压变化 

４．４ ５．６ 

５ ４．５ ５．７ 

６ 介电强度 

保护接地连续性 

接触电流 

运输、贮存适应性 

４．６．１ ５．８．１ 

７ ４．６．２ ５．８．２ 

８ ４．６．３ ５．８．３ 

９ ４．７ ５．９ 

注：符号“・”表示应检验的项目，符号“一”表示不必检验的项目。 

６．２．３定型检验 

６．２．３．１水分仪定型检验的样本为３台，检验项目为４．１～４．７，所有项目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６．２．３．２经定型检验合格的水分仪应整修，更换寿命终了或接近终了的零部件，并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检验合格后签发产品合格证，方能出厂。 

６．３周期检验 

６．３．１检验情况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周期检验： 

ａ） 正常生产时应每年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检验； 

ｂ）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ｃ）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周期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ｄ）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时。 

注：特殊订货或非批量生产的水分仪除外。 

６．３．２抽样方案及合格或不合格判断 

６．３．２．１周期检验采用ＧＢ／Ｔ ２８２９－－２００２中判别水平Ｉ的一次抽样方案。周期检验的项目、要求及 

试验方法的条款号见表５。 

６．３．２．２周期检验项目的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ＲＱＬ）、判别水平（ＤＬ）及判定数组（Ａｃ，Ｒｅ）见 

表６。 

６．３．２．３周期检验按ＧＢ／Ｔ ２８２９－－２００２的规定进行合格或不合格判断，其中批质量以每百单位产品 

不合格数表示。 

６．３．３样本抽取 

周期检验的样本应在出厂检验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６．３．４周期检验后的处置 

６．３．４．１周期检验不合格，应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并落实措施，重新进行周期检验。若再次周期检验不 

合格，则应停产整顿，产品停止出厂检验，待解决问题周期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出厂检验。 

６．３．４．２若周期检验合格，经出厂检验合格的批可以作为合格品出厂或入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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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表６ 

不合格质量水平 
序号 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条款 

判别水平 

（ＤＬ） 

抽样方案 

样本量ｎ 判定组数（Ａｃ，Ｒｅ） （ＲＱＬ） 

１ 

２ 

外观 

衡量装置 

烘干装置 
Ａ 

４．１ 

４．２ 

３ 

４ 

４．３ 
３０ （Ｏ，１） 

其他重要部件 

电压变化 

安全要求 

Ｂ 

４．４ 

４．５ 

Ｉ ３ 

５ 

６ 

７ 

４．６ 

４．７ ６５ 运输、贮存适应性 （１，２） 

７标志 

７．１必备标志 

下列标志必备： 

ａ）产品名称及型号； 

ｂ）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ｃ）生产单位的名称； 

ｄ）最大秤量Ｍａｘ； 

ｅ）分度值； 

ｆ）准确度级别符号； 

ｇ） 出厂编号； 

ｈ）高温警示标志。 

７．２适当时的必备标志 

下列标志适当时必备： 

ａ） 出厂日期； 

ｂ）水分仪的烘于温度范围：„＂Ｃ／„℃； 

ｃ） 电源电压、频率的额定值； 

ｄ）在满足正常工作要求时的特殊温度界限：„℃／„℃。 

７．３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应含下列内容： 

ａ）产品名称、型号及商标； 

ｂ）执行产品标准号； 

ｃ）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ＧＢ／Ｔ １９１—２００８中“易碎物品”、“向上”、“怕雨”、“堆码层数极限” 

等的规定）；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ｄ） 

ｅ）生产单位名称、地址、邮政编码； 

ｆ）包装箱外型尺寸及重量。 

７．４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应符合ＧＢ／Ｔ ９９６９－－２００８的规定。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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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包装、运输、贮存 

８．１包装 

８．１．１水分仪的包装应符合设计图纸规定。 

８．１．２水分仪的随机文件应包括： 

ａ）装箱单； 

ｂ）合格证； 

ｃ）使用说明书。 

８．２运输 

水分仪在包装完整的条件下，允许用一般交通工具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受到剧烈震动、雨淋 

与暴晒。 

８．３贮存 

水分仪应贮存在一ｌｏ℃～＋５５℃、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ＲＨ的通风库房中，库房中不应有腐蚀性 

气体和腐蚀性化学药品，贮存期不应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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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资料性附录） 

氯化钠溶液的制备 

Ａ．１ 国家标准物质氯化钠 

本标准中选用的氯化钠应为国家标准物质，编号：ＧＢＷ０６１０３ｂ。试验用水应符合ＧＢ／Ｔ ６６８２— 

２００８中三级水的规格，氯化钠溶液的制备方法符合ＧＢ／Ｔ ６０３－－２００２中的有关规定。 

Ａ．２氯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 

氯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是该溶液在２０℃时的浓度。在氯化钠标准溶液标定、直接制备时若温度有 

差异，应根据ＧＢ／Ｔ ６０１－－２００２中附录Ａ进行修正。 

Ａ．３标定、直接制备和使用的器具 

氯化钠标准溶液的标定、直接制备和使用时所用的分析天平、砝码、滴定管、容量瓶、单标线吸管、移 

液器等均为经过相应的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 

Ａ．４氯化钠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方法 

Ａ．４．１配制 

配制步骤如下： 

ａ）将氯化钠（国家标准物质，编号：ＧＢＷ０６１０３ｂ）置于１０５℃烘箱内烘至恒重； 

ｂ）称取１０．０００ 

Ａ．４．２标定 

Ａ．４．２．１按ＧＢ／Ｔ ９７２５－－１９８８的规定测定。其中：用移液器量取５．００ ｍＬ配制好的氯化钠溶液，加 

４０ 

ｇ＋Ｏ．００１ ｇ氯化钠（国家标准物质，编号：ＧＢｗ０６１０３ｂ），置于２５０ ｍＬ容量瓶中； 

ｇ±ｏ．００１ ｃ）向容量瓶中滴加１９０．０００ ｇ蒸馏水，摇匀。 

ｍＬ水、１０ ｍＬ淀粉溶液（１０９／Ｌ），以２１６银电极作指示电极，２１７型双盐桥饱和甘汞电极作参比电 

极，用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ｃ（ＡｇＮＯ。）＝０．１ ｍｏｌ／Ｌ］滴定，并按ＧＢ／Ｔ ９７２５－－１９８８中６．２．２的规定计 

算Ｖｏ。 

Ａ．４．２．２氯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浓度，数值以摩尔每升（ｍｏｌ／Ｌ）表示，按式（Ａ．”计算： 

ｃ（ＮａＣｌ）

一可Ｖｏｃｌ 式中： 

ｃ（Ｎａｃｌ）——氯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浓度； 

Ｖｏ——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ｃ。——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ｖ——氯化钠溶液的体积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Ａ．４．２．３查元素周期表得氯化钠的摩尔质量为５８．４５ ｇ／ｍｏｌ，根据式（Ａ．２）获得氯化钠溶液的质量 

（ｗ）除以体积浓度（ｙ）。最后，取５０ ｍＬ此溶液，测得其密度为Ｐ一１．０３０ 

钠溶液的质量浓度。 

ｃ２（ＮａＣｌ）一ｃ（ＮａＣｌ）×”“（ＮａＣｌ）„„„„„„„„„„（Ａ．２） 

７ ｇ／ｍＬ，根据式（Ａ．３）得氯化 

式中： 

Ｃ２——氯化钠溶液的质量一体积浓度，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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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氯化钠溶液的体积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ｔｏｏｌ／Ｌ）； 

Ｔｎ“——氯化钠溶液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ｔ００１）。 

Ｃ３（ＮａＣｌ）

一—ｃｚ（Ｎ—

ａＣＩ） 

Ｐ 

式中： 

Ｃ。——氯化钠溶液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示例：已知氯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ｃ（ＮａＣｌ）为０．８８２ 

（ｗ／Ｙ）池（ＮａＣＩ）＝５１．５７１ ｇ／Ｌ＝０．０５

１ 
５７１ 

３ ｍｏｌ／Ｌ，根据其摩尔质量，得出氯化钠溶液的质量一体积浓度为 

ｇ／ｍＬ，根据式（Ａ．３），从而得氯化钠溶液的质量浓度为５．００３％。 

Ａ．４．２．４标定标准氯化钠溶液的浓度时，须两人进行试验，分别各做四平行，每人四平行测定结果极 

差的相对值不得大于重复性临界极差［ｃ，Ｒ。。（４）３的相对值０．１５％，两人共八平行测定结果极差的相对 

值不得大于重复性临界极差［ｃ，Ｒ。。（８）］的相对值０．１８％。取两人八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测定结 

果。在运算过程中保留五位有效数字，浓度值报出结果取四位有效数字。 

注１：极差的相对值是指测定结果的极差值与浓度平均值的比值，以“％”表示。 

注２：重复性临界极差的相对值是指重复性临界极差与浓度平均值的比值，以“％”表示。 

Ａ．４．３标准氯化钠溶液贮存 

Ａ．４．３．１ 标准氯化钠溶液在常温（１５℃～２５℃）下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两个月。当溶液出现混浊、沉 

淀、颜色变化等现象时，应重新制备。 

Ａ．４．３．２贮存标准氯化钠溶液的容器，其材料不应与溶液起理化作用，壁厚最薄处不小于０．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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