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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TR20489:2018《纳米技术 水样中金属与金属氧化物纳米物体表征样品制

备方法》。文件类型由ISO的技术报告调整为我国的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纳米技术 水样中金属与金属氧化物纳米物体表征 样

品制备方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枣庄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宗明吉、刘建波、温涛、许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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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造纳米物体在消费品、保健产品、太阳能电池板、电池、表面涂层和水处理等商业产品的应用越来

越多,这些纳米物体最终会释放到自然环境中,尤其是水环境中。然而,人造纳米物体释放到水环境

后,关于其“存在状态”“输运”“转归”的技术数据目前来说却十分有限。同时,随着当前全球水供应短缺

和水循环利用需求的增加,人们对水中人造纳米物体潜在健康影响的担忧也在增加。
纳米物体所处的水相基质的环境参数[如天然有机物含量、pH、离子强度(IS)等]非常重要,因为这

些参数可能会影响纳米颗粒的大小、最终产物、稳定性和化学组成。一份含有人造纳米物体的水样可能

非常复杂,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系列不同性质、粒径、反应活性、成分、团聚状态和形状的纳米颗粒。因此

样品的前期准备过程,如预处理和粒度筛分,对纳米物体的后续分析来说非常关键,已有研究列出了常

见的筛分技术。
尽管ISO/TR18196:2016中描述了几种用于检测和表征水基质中人造纳米物体的方法,但这些方

法仍处于技术规范或标准的不同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对于水样中的人造纳米物体来说,目前还没有

在分析前处理(即收集、储存和粒度筛分)方面被接受的标准。本文件有助于不同实验室之间对数据进

行比对,这将有助于对含有人造纳米物体的商业产品进行后续研究,从而最终支持纳米技术相关产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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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 水样中金属与金属氧化物纳米

物体表征 样品制备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对水中的样品进行分析测量时所使用的样品制备方法(即预处理和粒度筛分)。其制

备方法包括样品的收集和存储、各种分析物的预浓缩及筛分。
本文件适用于包含相应数量和种类的金属和金属氧化物纳米物体的地表水或饮用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造纳米材料 manufacturednanomaterial
为了商业目的而制造的具有特定功能或特定组成的纳米材料。
[来源:GB/T30544.1—2014,2.9]

3.2
被测量 measurand
拟被测的量。
[来源:ISO/IECGuide99:2007,2.3,有修改]

3.3
纳米物体 nano-object
一维、二维或三维外部维度处于纳米尺度的物体。
注:用于所有相互分离的纳米尺度物体的通用术语。

[来源:GB/T30544.1—2014,2.5]

3.4
纳米结构材料 nanostructuredmaterial
内部或表面具有纳米结构的材料。
注:本定义不排除纳米物体(3.3)具有内部或表面纳米结构的可能性。如果外部维度(一个或多个)处于纳米尺

度,推荐用术语“纳米物体”。

[来源:GB/T30544.1—2014,2.7]

3.5
地表水 surfacewater
在陆地表面流动或留存的水。
[来源:ISO13164-1:2013,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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