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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天然卤水及盐水中硫酸根的测定。 
测定范围：20-200mg/L。最低检测量为 5mg硫酸根。测定上限为 5000mg/L硫酸根。 

2  原理 
    在酸性溶液中氯化钡与硫酸根离子定量地产生硫酸钡沉淀。经过滤洗涤，灼烧称量后，求
出硫酸根离子的含量。 
    注：在酸性介质中进行沉淀可以防止碳酸钡和磷酸钡沉淀，但是酸度高会使BaSO4沉淀的溶解度增大。 

本法宜取含 0.01-0.02g 硫酸根水样的测定，若含量过低或过高，易产生沉淀颗粒过细或呈
胶状影响测定。另外磷酸盐和聚磷酸盐会产生相宜的钡盐沉淀，干扰本法。有文献指出：本方

法适用于聚磷酸盐含量小于 10mg/L的水样中 的测定。一些重金属如铬、铁的硫酸盐可影

响硫酸钡完全沉淀，使结果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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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样中若有悬浮物、二氧化硅、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可使结果偏高。碱金属硫酸盐，特别是

碱金属硫酸氢盐常使结果偏低。水样中含 、 大于 10mg， 1000mg，SiO−2
4CrO −3

4PO −
3NO 2 2.5mg，

Ca2+2000mg，Fe3+5.0mg以下不干扰测定。 

    质量法测定硫酸根比较准确，但分析手续繁杂，只适用于测定硫酸盐浓度为 10mg/L 以上

的水样。 

3  试剂 

    方法中使用的水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3.1  盐酸，1+1：将盐酸（ρ1.19g/mL）与水等体积相混合。 

3.2  氯化钡溶液，100g/L：称取 10g氯化钡（BaCl2·2H2O）溶于水中，并稀释至 100mL，摇
匀。 
3.3  硝酸银溶液，17g/L：称取 4.25g硝酸银（AgNO3），溶于含 0.25mL浓硝酸的水中，并稀至
250mL。 
3.4  甲基红指示剂，1g/L：称取 0.1g甲基红（C15H15N3O2）溶于 74mL0.05mol/L氢氧化钠溶液
中，用水稀释至 100mL。 

4  仪器设备 

4.1  恒温水浴锅或低温电热板。 
4.2  高温炉：0-1000℃，温度可自动控制。 
4.3  瓷坩埚：20mL。 
5  试样制备 
    按照卤水及盐水采样规则、从水源处采集有代表性的水样。如果水样中有悬浮物或有混浊
现象，需用水下过滤或抽气置换过滤，并将过滤后的水样稀释 10倍，制备成待测的水样。 

6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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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吸取稀释 10 倍的水样 10-100mL，置于 400mL烧杯中，加水至 150mL，加几滴甲基红指

示剂，用盐酸（1+1）酸化至红色，再补加 2mL盐酸（1+1）。将溶液加热至沸，在不断搅拌下

慢慢滴加温热的氯化钡溶液，一直滴至溶液上部澄清液不再出现白色浑浊，表明硫酸盐已沉淀

完全，继续将 10mL氯化钡溶液加完为止。然后将带沉淀的烧杯放在 80℃～90℃的水浴中或低

温电热板上保温 2h或放置过夜。 

注：慢慢滴加温热的氯化钡溶液，煮沸均为促使沉淀凝聚减少共沉淀的可能性。硫酸钡沉淀陈化过程的目

的是①在热溶液中可形成晶状沉淀；②可减少吸附作用使沉淀更为纯净；③在此温度下放置 2h 或过夜，可使

结晶变大，易于过滤洗涤。 

6.2  取下烧杯，并加入少量无灰滤纸浆，用定量慢速滤纸过滤。用温热水洗涤烧杯和沉淀，并

将沉淀全部移至滤纸上，用温热水洗涤沉淀至无氯离子（用硝酸银溶液检查）为止。将沉淀连

同滤纸放入已恒量的瓷坩埚中，先在烘箱内烘干，后在电炉上缓缓加热使之炭化，再移至高温

炉中，于 850℃灼烧 30min。从炉中取出，稍冷放进干燥器内冷却 20min 后称量，如此反复灼

烧、称量直至恒量为止。恒量坩埚所增加的质量，即为硫酸钡的质量（M，mg）。 

7  结果计算 

    按下式（1）计算硫酸根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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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1）中：M——硫酸钡沉淀质量，mg； 
               V——水样体积，mL； 

               0.4116——BaSO4换算成 的系数。 −2
4SO

8  精密度和准确度 

样品 
水样体积 

mL 
硫酸盐浓度

mg/L 
SI 

mg/L
VI
% 

SR 
mg/L

VR
%

备注 

1 200 50 3.3 / / / 1个实验室 9个自由度 
2 20 210 3.3 1.6 6.9 3.3 10个实验室 37个自由度 
3 20 583 8.4 1.4 6.9 3.3 10个实验室 35个自由度 
4 20 1160 9.3 0.8 11.6 1.0 9个实验室 32个自由度 

注：SI——再现性标准偏差。    VI——再现性变异系数。 

SR——重复性标准偏差。    VR——重复性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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