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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酸度计是化学实验室和工农业生产的常用仪器 , 其型号和性能颇多 , 工作原理不尽相同。因此能否

正确的使用和维护 , 直接影响着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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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idometerisacommoninstrumentextensivelyusedinchemicallaboraryandmanufacture

ofagricultureandindustry, whichhasmanystylesandperformances, anddiffersfromothersinopera-

tionalprinciples.Asaresult, theproperuseandmantenanceofacidometerwillaffecttheaccuracyof

experimentalresult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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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度计(也称 pH计)是一种电化学分析仪器 ,

主要用于测量溶液的 pH值 ,也可以用来测量电极

电势 ,以及通过 pH值或电极电势值的变化来定量

测定化学成分的含量 ,它被广泛用于农业 、工业 、医

药等领域 ,在环境监测 、医药卫生 、安全防护和化学

分析中 ,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

1　酸度计的分类

酸度计作为测量仪器包括电计部分和电极。它

的分类方式有四种
[ 1]
:

①按仪器精度分类:可分为 0.2级 、 0.1级 、

0.02级 、0.01级和 0.001级 ,数字越小 ,精度越高。

②按读数指示分类:可分为指针式和数字显示式两

种。指针式 pH计现在已很少使用 ,但指针式仪表

能够显示数据的连续变化过程 ,因此在滴定分析中

仍在使用 。③按元器件类型分类:可分为晶体管式 、

集成电路式和单片机微电脑式。现在更多的是应用

微电脑芯片 ,大大减少了仪器的体积和单机成本;但

芯片的开发成本很贵 。 ④按应用场合分类:可分为

笔式 pH计 、便携式 pH计 、实验室 pH计和工业 pH

计等。笔式 pH计主要用于代替 pH试纸的功能 ,具

有精度低 、使用方便的特点。便携式 pH计主要用

于现场和野外测试 ,要求较高的精度和完善的功能 。

实验室 pH计是一种台式高精度分析仪表 ,用于实

验教学和科学研究 ,要求精度高 、功能全 ,包括打印

输出 、数据处理等等。工业 pH计是用于工业流程

的连续测量 ,不仅要有测量显示功能 ,还要有报警和

控制功能
[ 2]
。

2　pH标准缓冲溶液的特点与配制

对于一般的 pH测量
[ 3]
,可使用成套的 pH缓冲剂

(可配制 250mL),配制溶液时 ,应使用蒸馏水或纯

化水 ,并预先煮沸 15 ～ 30min,以除去溶解的 CO2。

剪开塑料袋将试剂倒入小烧杯中 ,用适量的纯化水

使之溶解 ,并冲洗包装袋 ,分次转移至 250mL容量

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备用。

3　pH计的校准及溶液 pH的测定

为保持仪表稳定 ,电计部分预热半小时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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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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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温度设定:测量被测溶液的温度 ,调节温度

补偿器到被测液温度 , “斜率 ”旋钮顺时针旋足。

(2)电极安装:将饱和甘汞电极上端的小橡皮

塞和下端的小橡皮塞拔下 ,以保持液位压差 ,洗涤该

电极及玻璃电极 ,用滤纸吸干电极上的水滴。饱和

甘汞电极接正极 ,玻璃电极接负极 。

(3)仪器校准:先以 pH6.86的标准缓冲溶液进

行 “定位 ”校准;然后根据被测溶液的酸碱性选用

pH4.00(酸性)或 pH9.18(碱性)标准缓冲溶液进行

“斜率 ”校正。

(4)样品测定:用校准好的 pH计测定待测溶液

的 pH值 。

4　仪器的维护技术

(1)玻璃电极的主要部分为下端的玻璃泡 ,这

球泡极薄 ,切忌与硬物接触 ,取用和收藏时也应特别

小心 。安装时 ,玻璃电极球泡下端应略高于甘汞电

极的下端 ,以免碰到烧杯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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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的玻璃电极在使用前应在纯化水中浸泡

48h以上(烧杯内置少量棉花),不用时最好浸泡在

纯化水中 ,供下次使用。

(3)测定碱性溶液时 ,应尽量快测 ,测定后立即

用水清洗 ,并用纯化水浸泡。对于 pH>9的溶液测

定 ,应使用高碱玻璃电极(231型玻璃电极), 因为

221型玻璃电极的线性范围为 0 ～ 9.5。

(4)在测定胶体溶液 、蛋白质或染料溶液后 ,玻

璃电极先用棉花或软纸蘸乙醇轻轻擦拭 ,然后用酒

精洗 ,最后用水洗。电极若沾有油污 ,应先浸入酒精

中 ,其次移置于乙醚或四氯化碳中 ,然后再移至酒精

中 ,最后用水洗 。电极上沾有染料 ,可用稀漂白液或

稀过氧化氢液洗涤 。

(5)玻璃电极可制作成不同形状 ,球形和圆柱

形主要用于液体介质;平面形主要用于含水的半固

体介质 ,如皮肤 、肉类 、皮革 、纸张等;尖锥形主要用

于刺入介质内部测量 ,如土壤 、水果等。

(6)玻璃电极活化:将电极球泡用 0.1mol/L盐

酸(9mL盐酸加纯化水至 1000mL)浸泡 24h,用纯化

水洗净;如果电极老化严重 , 也可将电极下端泡在

4%氢氟酸溶液中 3 ～ 5s, (溶液配制:4mL氢氟酸加

水至 100mL),用纯化水洗净即可。

(7)使用甘汞电极时 ,注意 KCl溶液应浸没内

部的小玻璃管下口 ,且在弯管内不得有气泡将溶液

隔断 。

(8)甘汞电极内装饱和 KCl溶液 ,并应有少许

KCl晶体存在(使用 AR级的 KCl晶体)。

(9)校准仪器时应尽量选择与被测溶液 pH值

接近的标准缓冲溶液 , pH值相差不应超过 3个

单位。

(10)校准仪器的标准溶液与被测溶液的温度

相差不应大于 1℃。

(11)在校准及测量过程中 ,均应轻轻转动烧

杯 ,使溶液均匀。

(12)复合电极使用完毕 ,应浸在 3mol/L的 KCl

溶液中 。

(13)标准缓冲溶液最好新鲜配制 ,在密闭容器

中一般可保存 2 ～ 3个月 ,如发现混浊 、发霉或沉淀

等现象 ,不能继续使用 。

(14)以 pH为 6.86进行定位校准 ,以 pH4.00

进行斜率校准 ,然后测定 pH9.18缓冲液 pH值 ,测

得值与 9.18的差值是否在规定的误差范围内(如

0.01级 pH计误差在 ±0.02pH, 0.1级 pH计误差在

±0.1pH), pH计是否准确立见分晓。如果准确度

不合格 ,可以判断是 pH计有问题还是电极有问题 。

(15)经过长期使用或修理过的 pH计 ,应作 pH

计性能检定 , 以保证测定的准确度。检定可按

《JJG119-2005实验室 pH(酸度)计计量检定规程 》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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