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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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粉体技术协会、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机生产力促进中

心、华南师范大学、珠海真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多普勒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创元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新安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朗迪森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长沙乐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文阁、何薇、尚伟丽、周恒辉、高原、李兆军、周兰、王远航、周素红、余方、韩鹏、

张福根、李力、邹宗勇、于明州、姜晓瑞、高洁、朱晓阳、刘俊杰、韩斅、彭力、吴伟都、钱志刚、曾四立、黄凯兵、
吴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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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分散体系是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物质分散到另一种物质中形成的混合体系,包括液液分散的乳化

液、固液分散的悬浮液和气液分散的泡沫。
分散体系具有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被广泛应用在石油、化工、食品、制药、陶瓷、涂料、颜料、电

池、疫苗等几乎所有工业领域。分散体系属于热动力学不稳定体系,作为分散相的颗粒(液体颗粒、固体

颗粒或气泡)分散到连续相中后,颗粒和连续相之间,或颗粒和颗粒之间,都会存在弱的物理相互作用或

强的电荷吸引力作用,从而形成絮凝或聚并;而分散体系中由于不同物质的比重不同,受重力影响,长时

间放置,会有颗粒的沉淀或上浮。这些不稳定现象会给产品最终的品质造成重大影响,影响产品存放时

间。因此,在实际存储条件下,用最短时间,快速判定分散体系长期稳定性状况十分重要。
静态多重光散射(SMLS)技术可以在不稀释样品的情况下,定性和定量分析分散体系的不稳定现

象,例如上浮、沉淀、絮凝、聚并等,通过检测这些不稳定现象的初期变化对于缩短稳定性测试的时间[1]、
预测产品货架期、推断体系不稳定机理是非常重要的。该技术可以实现样品实际存储条件下的直接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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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 分散体系稳定性评价
静态多重光散射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静态多重光散射原理评价分散体系稳定性的方法,包括原理和方法,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验证和校准,测量和测试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颗粒粒径50nm~1mm、体积分数在0.01%~60%的分散体系,其他浓度的分散体

系可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分散体系 dispersesystem
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颗粒物质分散到一种流体物质中,所形成的混合体系。前一种物质称为分散

相,后一种物质称为连续相或分散介质。

2.2
分散体系稳定性 dispersionstability
分散体系中颗粒的分散状态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2.3
静态多重光散射 staticmultiplelightscattering
光射入含分散体系的样品中,被分散的颗粒多次散射的现象。
注:样品中的颗粒可以是固体颗粒、液滴、气泡等物质。

2.4
光子平均自由程 photonmeanfreepath
发生相邻两次散射的两个颗粒之间的平均距离。

2.5
光子传输平均自由程 photonpropagationmeanfreepath
各向异性介质中的平均自由程。

2.6
不稳定性指数 unstabilityindex
表征分散体系稳定性的量度。
注:变化强度为0时最稳定,变化值越大越不稳定。

3 符号和缩略语

3.1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d:颗粒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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