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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井水中溶解性总固体快速测定方法的研究

陈素军，刘裕婷，张志荣

（北京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科，北京１０００７１）

　　摘　要：目的　建立一种测定自备井水中溶解性总固体的方法。方法　利用附有溶解性总固体测定功能的电导率仪，直接测

定自备井水中的溶解性总固体含量。结果　该法与国标法比较，无明显差异，相对标准偏差为０．１７％～０．２２％ ，加标回收率为

９７．５％～９８．６％。结论　该法测定自备井水中溶解性总固体，具有快捷、简便、精密度好、准确度高的特点，适用于大批量水样的

快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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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总固体是水中可滤过性固体，可以反映水样中无机

离子和部分有机物的含量，是饮用水监测中必测指标之一［１４］。

目前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国标法）［５］中规定，应使用称

量法操作。该法检测周期长，需要过滤、蒸发、干燥、恒重，操作

繁琐、费时费力。文献［６８］中报道使用电导率仪直接测定溶

解性总固体含量。本文通过实验研究，利用附有溶解性总固体

测定功能的电导率仪（以下简称仪器法），直接测定自备井水中

的溶解性总固体。仪器法具有检测时间短、精密度好等优点，

简化了测定溶解性总固体的操作步骤，省时省力，值得推广应

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电导率测定仪ＤＤＳＪ３０８Ａ（上海精密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电热鼓风干燥箱ＤＨＧ９１４０Ａ（上海一恒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 ＡＧ２８５（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数显恒温水浴锅 ＨＨ８（江苏金坛市亿通电子有限公

司）；溶解性总固体标准溶液 ＧＢＷ（Ｅ）０８０９７０（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称量法　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操作。

１．２．２　仪器法　按照电导率仪使用说明书操作。开启仪器，

按“模式”键进入溶解性总固体测量状态，预热１０ｍｉｎ。将水样

混匀后倒入烧杯中，插入温度和电导进行测量，直接读取溶解

性总固体含量。

２　结　　果

２．１　仪器法与称量法测定溶解性总固体结果的比较　对２０

个自备井水样分别用仪器法和称量法测定溶解性总固体（ｍｇ／

Ｌ）含量，结果见表１。经统计学分析
［９］，仪器法与称量法两者

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狋＝１．５１，犘＞０．０５）。

表１　　仪器法与称量法测定结果（ｍｇ／Ｌ）

样品

编号

称量法

溶解性总固体

仪器法

溶解性总固体

样品

编号

称量法

溶解性总固体

仪器法

溶解性总固体

１ ８６９ ８５８ １１ ７６９ ７５８

２ ９３４ ９４１ １２ １２８４ １２７６

３ １０５６ １０４８ １３ １０９１ １０８７

４ １１２８ １１１９ １４ ９４１ ９３６

５ ８７３ ８８６ １５ ８５３ ８６８

６ １３２６ １３０８ １６ １３１０ １３０４

７ ９８２ ９７４ １７ ９４７ ９３５

８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７ １８ ９１６ ９２４

９ ９５４ ９７１ １９ １３８７ １３６９

１０ １２５２ １２４８ ２０ １３４０ １３２８

２．２　精密度试验　取２个不同浓度的自备井水样，用仪器法

分别重复测定６次，相对标准偏差为０．１７％～０．２２％，重现性

较好，符合实际测定要求，见表２。

表２　　精密度试验

样品名称 ６次的测定值（ｍｇ／Ｌ）
平均值

（ｍｇ／Ｌ）

相对标准

偏差（％）

自备井水１ ９６４、９６６、９６７、９６５、９６８、９７０ ９６７ ０．２２

自备井水２ １３２１、１３２６、１３２４、１３２５、１３２２、１３２７ １３２４ ０．１７

２．３　加标回收率试验　对２个不同浓度的（下转第２５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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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认为采用静脉血样比对可保证样本为同一来源、操作

时间可控性强、易得到两端极限血糖的样本，因此更利于各临

床科室按照《规范》要求定期进行比对实验。需注意的是，在比

对之前应首先对所使用的血糖仪的检测原理、技术参数和影响

因素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合理设计实验流程、保证结果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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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ＤｉａｂｅｔＭｅｄ，２００８，２５

（９）：１０７０１０７５．

［１５］王娈，耿超，初开秋，等．便携式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结果对比分析［Ｊ］．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４８（１）：５２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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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井水样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平行测定６次，回收率为

９７．５％～９８．６％。见表３。

表３　　加标回收率试验

样品名称
本底值

（ｍｇ／Ｌ）

加标量

（ｍｇ／Ｌ）

测定值

（ｍｇ／Ｌ）

回收率

（％）

自备井水１ １３２４ ２００ １５１９ ９７．５

自备井水１ １３２４ ５００ １８１７ ９８．６

自备井水２ ９６７ ２００ １１６３ ９８．０

自备井水２ ９６７ ５００ １４５９ ９８．４

２．４　水样的稳定性试验　水样室温下保存，分别于第１、３、５、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天测定溶解性总固体含量分别为１１７２、

１１７０、１１８３、１１７６、１１７３、１１８０、１１７４、１１７５ｍｇ／Ｌ。保存不

同天数水样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相对标准偏差为０．２９％。因此，水样在一个月内测定，

结果无明显改变。

３　讨　　论

仪器法测定时要注意对电导电极进行校正。新出厂的电

导电极虽然标有电极常数值，但需要按照电导率仪使用说明书

测定电导率与溶解性总固体的转换系数，并且输入仪器中。仪

器法测定完一个水样后，用纯水清洗温度和电导电极后，再用

下一个水样清洗一次，再进行测定。

实验结果表明，仪器法测定自备井水中溶解性总固体，精

密度好、回收率高、结果准确，操作简便、快捷。用该法测定水

样不需要任何处理，省去了国标法（称量法）中过滤、蒸发、干

燥、恒重等繁杂过程。仪器法每次可测定大批量水样，值得在

基层实验室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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