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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１６５０《压汞法和气体吸附法测定固体材料孔径分布和孔隙度》分为以下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压汞法；

———第２部分：气体吸附法分析介孔和大孔；

———第３部分：气体吸附法分析微孔。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１６５０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５９０１２：２００６《压汞法和气体吸附法测定固体材料孔径分布和孔隙度　第２

部分：气体吸附法分析介孔和大孔》（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与ＩＳＯ１５９０１２：２００６相比，本部分作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将“本国际标准”改为“本部分”；

———将“ＩＳＯ１５９０１的本部分”修改为“本部分”，将“７７．３５Ｋ”全部修改为“７７Ｋ”；

———用ＧＢ／Ｔ１９５８７—２００４代替ＩＳＯ９２７７：１９９５，并修改了相应的图号；

———增加了３．１３“吸附分子可以到达的”表述；

———删除了欧美地区标准参比材料供应机构的通讯信息；

———将部分条文作了编辑性调整；

———将一些拼写错误、公式错误中的错误做了编辑性修改；

———重新调整了参考文献的序号和格式；

———修改了图１、图２和图３中坐标轴说明文字的位置，延长了图２中Ｈ２类型曲线的脱附分支；

———将附录Ａ中变量单位的“／”表达方式修改为脚标表示，补充了附录Ａ中无量纲量的单位。

本部分的附录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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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Ｃ／ＴＣ１６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朱庆山、黄文来、周素红、邹涛、李凤霞、王勇、谢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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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通常，不同类型的孔可视作固体内的孔、通道或空腔，或者是形成床层、压制体或团聚体的固体颗粒

间的空间（如裂缝或空隙）。通常用孔隙率来表示固体材料的多孔特性，其更为准确的定义为：一定量固

体中的可测定孔和空隙的体积与该固体所占有的总体积之比。除了可测定孔外，固体中可能还有一些

闭孔，这些孔与外表面不相通，且流体不能渗入。本部分不涉及闭孔（即不与外表面连通的空腔）的

表征。

多孔材料可以是细的或粗的粉末、堆积体、挤出物、薄片或单块体等。它们的表征通常包括测定孔

径分布以及总孔容或孔隙率。为满足某些要求，有时还需研究孔的形状和连通性，以及测定内表面积和

外表面积。

多孔材料在如下领域具有重大的技术重要性：

———可控药物释放；

———催化；

———气体分离；

———包括杀菌在内的过滤；

———材料技术；

———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

———天然蓄储性岩石；

———建筑材料性质；

———高分子和陶瓷工业。

众所周知，多孔固体的性能（如强度、反应性、渗透性或吸附容量）由其孔结构决定，已有多种方法用

于表征孔结构。由于大多数多孔固体结构复杂，因此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通常不能吻合，而且仅靠一种

方法也不能给出孔结构的所有信息。应依据多孔固体材料的应用，其化学和物理特性和孔径范围选择

最合适的表征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如下：

ａ）　压汞法：加压向孔内充汞。此方法适于孔直径范围大约在０．００３μｍ至４００μｍ之间，尤其是

０．１μｍ至１００μｍ之间的大多数材料。

ｂ）　气体吸附分析介孔大孔法：通过吸附一种气体表征孔结构，如液氮温度下的氮气。该方法适

于测量孔径范围大约在０．００２μｍ至０．１μｍ（２．０ｎｍ至１００ｎｍ）之间的孔，该方法是表面积

评估技术（见ＧＢ／Ｔ１９５８７—２００４）的拓展。（其他孔径分布分析技术可参见参考文献［１］）

ｃ）　气体吸附分析微孔法：通过吸附一种气体表征孔结构，如液氮温度下的氮气。该法适用于测量

孔径范围大约在０．０００４μｍ至０．００２μｍ（０．４ｎｍ至２．０ｎｍ）之间的孔。

Ⅳ

犌犅／犜２１６５０．２—２００８／犐犛犗１５９０１２：２００６



压汞法和气体吸附法测定固体材料孔径

分布和孔隙度　第２部分：气体吸附法

分析介孔和大孔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１６５０的本部分规定了一种采用气体吸附法测定孔隙率和孔径分布的方法，用于比较性的

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测试。本方法局限于在恒定的控制温度下，测定单位质量样品对气体的吸附量。

本部分不规定使用特定的吸附气体，但氮气是最常使用的吸附气体，而液氮温度则是最常采用的分

析温度。有时也使用其他吸附气体，包括氩气、二氧化碳和氪气。也采用其他分析温度，包括液氩和固

体二氧化碳温度。在使用液氮温度下的氮气进行吸附时，该方法的基本做法是测定７７Ｋ下氮气的吸附

量随其相对压力的变化情况。

本部分规定了２ｎｍ～５０ｎｍ的介孔孔径分布和孔径达到１００ｎｍ的大孔孔径分布计算方法。一般

而言，氮气吸附最适合于宽度约在０．４ｎｍ～５０ｎｍ范围内的孔隙的测定。由于温度控制和压力测量技

术的进步，目前已可以用于测定更大的孔隙宽度。

本部分所规定的方法可适用于大范围内的多孔材料。即使某些材料的孔结构有时会受预处理或冷

却制度的影响。

本部分规定了两类测定气体吸附量的方法：

———测量从气相中减少的气体量（即气体体积法）；

———测量吸附剂获得的气体量（即直接测量质量增量的重量法）。

实际应用时，可以采用静态或动态技术来测定气体吸附量。为了依据等温线计算孔体积和孔径分

布，需要采用一种或多种数学模型，这要求简化基本假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１６５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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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５８７　气体吸附ＢＥＴ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ＧＢ３１０１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ＧＢ３１０１—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ＳＯ３１０：１９９２）

ＩＳＯ８２１３　工业用化学品　取样技术　从粉体到粗糙块体不同形状颗粒的固体化学品

ＩＳＯ９２７６１　粒度分析表示方法　第１部分：图形表示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吸附质　犪犱狊狅狉犫犪狋犲

被吸附的气体。

３．２

吸附量　犪犿狅狌狀狋犪犱狊狅狉犫犲犱（狀犪）

给定压力狆下的吸附气体摩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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