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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的 

标准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07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了《关于开展 2007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工作的通知》（环科函[2008]7 号），下达《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

的标准试验方法》的编制任务（项目编号为：1207.17）。该标准要求等同采用美国材料与试

验协会标准：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a sorption constant （Koc）for an organic 

chemical in soil and sediments（ASTME 1195-01），中文译名为：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

学物质吸收常数（Koc）的标准试验方法）。由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

记中心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08 年 2 月，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由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成立

了标准编制组，并进行了具体工作分工。 

1.2.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12 月，查找相关国家的标准方法，查阅了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标准：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a sorption constant （Koc） for an organic chemical in 

soil and sediments（ASTME 1195-01），中文译名为：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

常数（Koc）的标准试验方法），及其他制定标准涉及的国际标准 ASTM D 4129 水中总碳和

有机碳含量的化学需氧量分析测试法、ASTM D 421 用于土壤粒径分析和土壤常数测定的土

壤干法制样方法、ASTM D 422 土壤粒径分析试验方法、OECD 121 Estimation of the 

adsorption coefficient （Koc ） on soil and on sewage sludge us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OECD 121 化学物质实验指南：高效液相色谱法测量土壤和

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OECD 106 Guideline for the testing of 

chemicals:Adsorption - Desorption Using a Batch Equilibrium Method（OECD 106 化学物质实

验指南：间歇平衡方法测定化学物质的吸附和解析行为），我国的地质标准 F-HZ-DZ-TR 0029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乙酸铵交换法、LY/T 1243  森林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NY/T 1121.5 土壤检测 第 5 部分：石灰性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F-HZ-DZ-TR 0046 土



 

壤 有机质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同时将 ASTM E 1195-01 标准翻译为中文。 

1.2.3 编写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10 年 1~9 月，按照国外标准和《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

的要求编写起草《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的标准试验方法》，并

根据试验要求对试验设备、试验步骤及判定原则进行了研究，结合已往实践经验，起草了符

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方法相符的本标准草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分析 

2.1 化学物质Koc值的重要作用 

KOC是表示某化合物在固液两相中浓度分配的一个定量参数，通过这一参数可以根据其

在水中的浓度，来预测化合物在沉积物或土壤中的浓度分布，因此这一参数在环境科学的研

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然环境中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和良好的水循环，水具有良好的

溶解性能，它几乎能溶解所有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的物质。自然界里完全不溶于水的物质几

乎没有，只不过其溶解的数量有差别。所以在对化学物质，特别是有毒化学物的环境监测和

环境效应研究过程中，它们在水中的溶解度可能是影响化学物在各种环境要素，如大气、水

体、水生生物和沉积物（底质）中迁移、转化的最重要性质之一。 

测定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的吸收常数（Koc）是化学品生态危害的重要指标，

是化学品危害评估、环境风险评价和危险化学品分类标签的重要参数。Koc 值能很容易的应

用于环境模型系统，该系统整合了所有的影响化学物质结局的环境参数。土壤和沉积物中有

机化学物的吸收数据对评价化学制品向空气、水和土壤的迁移趋势有重要意义，可用于评价

或预测化学制品在水或土壤中的挥发性、水中浓度及从土壤剖面沥取、从土壤表面流到自然

水中及生物利用度。因此，这种测定方法用于评估环境中化学物质的预期分布模式是非常有

用的。 

2.2 统一规范测定化学物质Koc 值的意义 

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的吸收常数（Koc）测试方法的标准化是非常重要的，在

环境保护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统一的规范的测试方法制定出来的土壤和沉

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的 Koc值才能在化学品危害评估、环境风险评价和危险化学品分类标签

上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才具有与国际标准和执法的可比性，不至于造成混乱的

局面。 

统一规范有机化学物质 Koc 值也是当前环境保护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我国教学、科



 

研机构已经摸索建立了相关测试方法，但与国际通行方法有差别，也未形成与 REACH 方法

相符的国家标准。 

因此，借鉴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标准（2001 年英文版）测试方法，规范统

一我国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检测方法，确保化学品毒性测试结果的相对可比性，可以

为化学品危害评估、风险评价和危险化学品分类标签提供高质量的试验数据，也为我国应对

REACH 指令和测试数据的国际互认提供有利条件；也填补了我国在该项目上的标准空白。 

3 国内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KOC 值的获取方式通常有三种：（1）实测；（2）根据有机化合物相关物理化学参数如

水溶解度 S、辛醇—水相分配系数 KOW值等进行推算；（3）根据有机化合物的化学结构进行

估算，如分子连接性指数法，片段常数法等。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STM E 1195-01 年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a sorption constant （Koc） for an organic chemical in soil 

and sediments（中文译名：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的标准试验方

法））和 OECD 测试方法（OECD 121，Estimation of the adsorption coefficient （Koc ））on 

soil and on sewage sludge us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OECD 

121 化学物质实验指南：高效液相色谱法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

这两个标准的方法都属于实测方法，最直接、可靠。这两个标准主要是通过测定有机化学物

质在水溶液与已知一定数量的土壤或沉积物之间的吸收平衡，分别分析测定该化学物质在水

相和土壤中或沉积物的浓度，计算该化学物质的吸收平衡常数。OECD 121 方法直接用 HPLC

法，对待分析化学物质的有更多的要求，首先是要能用 HPLC 方法检测，故使用范围相对较

窄，如不能用于测定表面活性物质、强酸、强碱等。ASTME 1195-2001 方法没有限制化学

物质的分析方法；因而，可测定的化学物质范围更广。此外，选择合适的实验材料，也可以

通过计算土壤或沉积物中有机碳含量来计算吸收常数。因此，该标准测定方法设计更合理，

实用性强，得到广泛应用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借鉴和引用；但，缺点是工作量大。 

我国教学、科研机构已经摸索建立了相关测试方法。北京大学的朴海善等根据 554 种

有机化合物的实测资料，研究了这些化合物水/辛醇分配系数（KOW）值与土壤/沉积物吸着

系数（KOC）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了根据 KOW值估算有机化合物 KOC的定量模型。研究

证实，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与 logKOC之间存在很好的线性关系，根据已知 KOW 值可以较

准确估算 KOC 值。考虑到 KOW 和 KOC 实测资料本身的误差，该模型可用来较准确估算有机

化合物特别是憎水化合物的 KOC 值。但是这些估算方法只是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



 

算，不是实际测试得到；因此，只能是估算值。真正可靠的 KOC还是要通过实际测定得到。

而且，国内的方法也没有形成通行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与国际通行方法差别较大。 

4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等同采用美国标准 ASTM E 1195-01（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a 

sorption constant （Koc） for an organic chemical in soil and sediments（中文译名：测量土壤

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Koc）的标准试验方法）），有关技术内容与上述标准完

全一致，仅个别技术指标的测定方法和格式上有所调整。符合《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 采

用国际标准的规则》（GBT 20000.2-2001）、《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565-2010）

和《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168-2010）的要求。 

4.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4.2.1  文献调研：对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进行调研，翻译和整理美国标准 ASTM E 

1195-01，确定转化 ASTM E 1195-01 方法，研究技术路线，并提出初步实验方案； 

4.2.2  通过预实验初步建立转化 ASTM E 1195-01 的实验方法； 

4.2.3  编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2.4  对征求的意见进行汇总，编制标准的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4.2.5  送审稿经审查合格后，提交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4.2.6  报批稿经审查合格后发布。 

5 方法研究报告 

5.1 方法研究的目的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就是规范国内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 Koc值的统一测定方法，

做到与国际标准测定方法的接轨；对于环境保护部门科学评估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行为、对

环境中危险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以及环境监测，做到有规范的标准产生的科学数据支撑；同

时，规范的标准有利于做到执法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利于解决国际间的环境问题争端，同时

可以共享数据，共同应对国际环境保护问题。因此，该项标准的制定对于国内环境保护工作

意义重大。 

5.2 方法原理 

完全等同采用 ASTM E 1195-01 标准，简略描述了测量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化学物质吸

收常数（Koc）的方法原理。 

5.3 试剂和材料 



 

参照 ASTM E 1195-01 和 GB/T 6682 规定试验试剂和水的要求。 

5.4 仪器和设备 

完全等同采用 ASTM E 1195-01，规定了该检测方法对仪器设备的要求，特别是对大型

测试仪器的要求。 

5.5 样品 

完全等同采用 ASTM E 1195-01，详细规定了该检测方法对样品采集、储存和样品制备

等方面的要求。 

5.6 试验步骤 

参照 ASTM E 1195：2001 标准详细规定和解释了该试验方法的预试验要求、估算 Koc

值及测试要求；规定了该试验方法对液固比的选择要求；以及正式试验中的详细测定步骤。 

本标准在参照 ASTM E 1195：2001 标准的同时，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更加条理化了试验

过程，通过准备试验、预试验和正式试验三步规定了试验步骤，精简了选择液固比的公式推

导理论过程。相关技术指标保留 ASTM E 1195：2001 中操作简单易行的方法，剔除操作存

在安全隐患、过程复杂的方法，并参照国内环境标准执行： HJ 613《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

测定 重量法》、HJ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HJ ×××《土

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法》、HJ ×××《土壤  阳离子交换容量的测定 乙酸铵法和氯化钡

法》、HJ ×××《土壤 粒度的测定》。液固比的公式推导理论过程可参考 ASTM E 1195：

2001 中文翻译稿。 

5.7 结果计算 

    参照 ASTM E 1195：2001，只保留吸收系数 Kd 和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 Koc 值的计

算公式，略去试验过程中涉及的其他技术参数的计算公式。 

5.8 精密度 

完全等同采用 ASTM E 1195：2001，将其验证试验列为本标准的精密度内容。 

5.9 附录 

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ASTM E 1195：2001 章条编号对照 。 

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本标准与 ASTM E 1195：2001 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参照 ASTM E 1195-2001，将其标准直接转化为本标准的资料性

附录 C，用于对有机化学物质吸收常数 Koc的意义和作用等做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5.10 注意事项 

参照 ASTM E 1195：2001 标准，将该标准中节 8 和节 9 试验步骤中涉及的要特别注意



 

的细节归纳整理。 

6 相关分析方法比较 

    本标准采用的一些指标测定方法与原标准中方法有 4 点不同之处，相关方法的比较见

表 1。 

表 1 测定方法比较 

测定指标 原标准方法 现标准采用方法 比较异同 

有机碳含量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

会标准 D 4129 方法

是用高温氧化法及

库仑检测法 

我国环境标准 HJ ×
××《土壤 有机碳的

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

分光光度法》和HJ ×
××《土壤 有机碳的

测定 燃烧法》可以测

定土壤或沉积物有机

碳含量 

D 4129 方法操作繁琐且存在危

险性，操作不当易发生爆炸，有

些仪器在中国很难找到。我国环

境标准 HJ ×××和 HJ ×××

操作简单，安全性高，容易操作。

土壤或沉积物

样品的离子交

换能力 

参 考 文 献 Black, 
C.A.等方法 

我国环境标准 HJ ×
××《土壤  阳离子

交换容量的测定  乙
酸铵法和氯化钡法》

测定土壤或沉积物的

离子交换能力的测

定。 

原 标 准 中 提 到 的 参 考 文 献

Black, C.A.等方法建立于 1965
年，而且是发表的文章没有形成

标准。我国环境标准 HJ ×××

完全可以满足该指标的测定要

求。 

土壤或沉积物

样品固体含量

（ 或 水 分 含

量） 

 

ASTM E 1195-01原

标准中规定的方

法。 

增加了环境标准 HJ 

613《土壤 干物质和

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测定土壤或沉积物样

品固体含量（或水分

含量）。 

 

原标准中只规定了一种方法，即

ASTM E 1195-01 标准中规定的

方法。本标准规定两种方法都可

使用，且 HJ 613 规定的方法操

作步骤详细规范，易于施行。 

粒度测定 

 

ASTM E 1195-01 标

准参照美国材料与

试 验 协 会 标 准

ASTM D 421 和

ASTM D 422 中具

体方法。 

本标准参照 HJ ××

×《土壤  粒度的测

定》方法。 

原标准规定的测定方法是两个

国外标准，在试验具体开展的过

程中不方便操作的进行；国内有

相关标准可以直接使用，且方法

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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