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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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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仪器分析测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深圳冠亚水分仪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康宝智信测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无锡市华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欣、戴红、李占元、唐敏然、刘青松、罗小金、张俊刚、童仲江。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全
国
仪
器
分
析
测
试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全
国
仪
器
分
析
测
试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全
国
仪
器
分
析
测
试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全
国
仪
器
分
析
测
试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全
国
仪
器
分
析
测
试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全
国
仪
器
分
析
测
试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GB/T XXXXX—XXXX

1

水分活度仪性能测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分活度仪的性能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水分活度仪的性能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3966 分析仪器术语

GB/T 32267 分析仪器性能测定术语

GB/T 34790—2017 粮油检验 粮食籽粒水分活度的测定 仪器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966、GB/T 3226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分活度 water activity
样品中水分的饱和蒸汽压与相同温度下纯水的饱和蒸汽压的比值，可以用公式（1）来表示。

（1）

式中：

——水分活度；

——被测样品在密闭容器中达到平衡状态时的水蒸气分压，Pa；

——相同温度下纯水的饱和蒸汽压，Pa。

[来源：GB/T 34790—2017，3.1，有修改]

4 概述

水分活度是指样品中水分存在的状态，即水分与样品结合程度。水分活度值越高，结合程度越低；

水分活度值越低，结合程度越高。水分活度是食品药品测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对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的

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水分活度仪（又称水活度仪，以下简称仪器）通常采用平衡相对湿度法测量原理，水分活度在数值

上等于密闭环境的相对湿度，通过测量密闭环境中的相对湿度值得到样品的水分活度值。水分活度测量

是将被测样置于一个密闭的容器，被测样与密闭空间中的环境之间进行水分子交换平衡，待达到平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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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容器内的相对湿度，从而获得被测样的水分活度值。仪器主要由样品仓、传感器、数据处理和显示

单元等组成。传感器的类型一般为冷镜露点型、电容型、电阻-电解型、激光吸收光谱型等。根据控温

功能可分为带温度控制功能和不带温度控制功能。

5 测试条件

5.1 测试环境

5.1.1 环境温度：（25±5）℃，温度波动不超过±1.0 ℃/h。

5.1.2 相对湿度：≤85%。

5.1.3 供电电源：220 V±22 V，50 Hz±1 Hz。

5.1.4 仪器工作台应平稳，周围无强烈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源。

5.2 测试用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5.2.1 精密露点仪：测量范围为（-20 ~ +40）℃（露点或霜点温度）；最大允许误差为±0.1℃（露

点或霜点温度）。

5.2.2 精密数字温度计：测量范围为（-20 ~ +100）℃；最大允许误差为±0.05℃。

5.2.3 湿度发生器（含温湿度标准箱）:湿度范围为 10%RH~95%RH，均匀度不大于 1.0%RH,波动度不超

过±1.0%RH；温度范围为（5~50)℃，均匀度不大于 0.3℃，波动度不超过±0.2℃。

5.2.4 水分活度有证标准物质：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0.005（k=2）。

5.2.5 实验室用水：符合 GB/T 6682 二级水规格要求。

5.2.6 贴片式数字温度计：测量范围为（5 ~ 50)℃；最大允许误差为±0.15℃。

6 性能指标的测定

6.1 测定通用条件

打开仪器电源，根据仪器说明书对仪器进行预热和调整。

6.2 水分活度示值误差

6.2.1 精密露点仪法

将水分活度仪的湿度传感器置于湿度发生器的测试室内或温湿度标准箱中，若在无需人员操作的条

件下（首次设置仪器条件除外），仪器可自动连续测量并显示或自动保存测量结果的，宜采用精密露点

仪法进行水分活度示值误差测定。

将被测的水分活度仪（或湿度传感器）放入湿度发生器的测试室内或温湿度标准箱的中心位置，同

时放入精密数字温度计和精密露点仪的露点传感器（或将测试室内的湿气通过壁厚不小于1 mm的聚四氟

乙烯管或金属管引入到测试室外的露点传感器）。

先设定湿度发生器的温度值（例如：25℃或20℃、30℃）。当温度平衡后，设定湿度发生器的湿度

值，一般由低湿（例如：10%RH)到高湿（例如：90%RH), 通常间隔20%RH做一个检测点。

每个检测点在温湿度达到设定值后稳定10 min,然后每隔2 min左右记录精密露点仪的相对湿度值

Us、精密数字温度计的温度值Ts和被检水分活度仪的水分活度示值aw、温度示值T，共记录3组数据。然

后做下一个检测点，至所有的检测点测试结束。

计算出每个检测点下湿度标准值的平均值和水分活度示值的平均值。按照公式（2）计算仪器水分

活度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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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SU

cc  （2）

式中：

c ——水分活度示值误差；

c——3次水分活度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SU ——3 次精密露点仪湿度标准值的算术平均值，%RH。

注：湿度=水分活度×100，例如：50.00%RH = 0.5000aw。

6.2.2 标准物质法

将水分活度仪的湿度传感器置于湿度发生器的测试室内或温湿度标准箱中，仪器无法自动连续测量

并显示或自动保存测量结果的，宜采用标准物质法进行水分活度示值误差测定。

在仪器正常工作条件下，分别测量5种水分活度标准溶液，所选溶液水分活度值分别位于0＜

aw≤0.2、0.2＜aw≤0.4、0.4＜aw≤0.6、0.6＜aw≤0.8、0.8＜aw≤1的5个范围内，重复测量每种溶液

3次，取算术平均值作为仪器的测量结果，按照公式（3）计算仪器水分活度示值误差。

sccc  （3）

式中：

c ——水分活度示值误差；

c——3次水分活度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sc ——溶液水分活度标准值。

6.3 水分活度测量重复性

在仪器正常工作条件下（25±2）℃，重复测量水分活度值约为0.75的水分活度标准溶液或饱和氯

化钠溶液（配置方法见附录A）7次，按照公式（4）计算仪器的测量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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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s ——仪器重复性；

c ——7次水分活度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ic ——第 i 次水分活度测量结果；

n ——测量次数， n =7。

6.4 温度示值误差

具备温度控制功能的仪器，应分别测量20.0 ℃、25.0 ℃、30.0 ℃的温度示值误差。将仪器的温

度探头与贴片式数字温度计的感温部分尽量靠近，测量样品仓底座的温度，待仪器温度示值稳定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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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录仪器及数字温度计的温度示值，按照公式（5）计算仪器的温度示值误差。重复测量3次，取算术

平均值作为仪器的测量结果。不具备温度控制功能的仪器，可直接采用6.2.1的温度示值测定结果，按

照公式（5）计算20.0 ℃、25.0 ℃、30.0 ℃的温度示值误差。

sTTT  （5）

式中：

T ——温度示值误差，℃；

T ——仪器温度示值，℃；

sT ——数字温度计温度示值，℃。

6.5 温度波动性

具有温度控制功能的仪器，按6.4布置贴片式数字温度计，设定仪器温度20.0 ℃（或仪器下限温度）

条件下，待仪器温度示值稳定10 min后，每隔2 min记录数字温度计的温度示值1次，持续10 min，分别

记录6次测量结果，取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的一半，冠以“±”号，即为仪器在下限温度的温度波动性。

设定仪器温度30.0 ℃（或仪器上限温度）条件下，重复上述步骤，即为仪器在上限温度的温度波动性。

不具有温度控制功能的仪器不需测定温度波动性。

6.6 温度控制偏差

具有温度控制功能的仪器，按6.4布置贴片式数字温度计，分别设定仪器温度20.0 ℃、25.0 ℃、

30.0 ℃条件下，待仪器温度示值稳定后，每隔2 min记录数字温度计的温度示值1次，持续10 min，分

别记录6次测量结果，按照公式（5）计算仪器的温度控制偏差。不具有温度控制功能的仪器不需测定温

度控制偏差。

（5）

式中：

ΔTk——温度控制偏差，℃；

Ti ——第 i次测量的仪器温度示值，℃；

Tp ——仪器温度设定值，℃。

7 注意事项

水分活度标准物质具有弱腐蚀性，使用后应立即清洁仪器样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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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饱和氯化钠溶液的配制方法

饱和氯化钠溶液由氯化钠分析纯的试剂溶解在纯水中制备而成。饱和盐溶液可使用无结晶水或含结

晶水盐试剂配制，从溶解性来说宜选用无结晶水盐试剂。

饱和盐溶液应该保持有30%～90%的盐未溶解在水中，因此对于饱和盐溶液，在给定温度下盐的质量

应该比完全溶解的量大30%。

为了获得均相溶液，盐试剂应加入在比测量温度高得多的水中溶解，然后将溶液降温至需要的温度。

配制好的盐溶液贮于棕色试剂瓶中，常温下放置一周后使用，有效期12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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