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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建立一种能用于沼液中乙酸含量灵敏准确分析的常规检测方法，通过对沼液沉淀、脱色及过滤处理获得无色透明待测

液，再利用乙酸与FeCl3反应形成乙酸铁红色化合物的特性，研究了沼液中乙酸含量比色分析的可行性及准确度。结果表明：沼液

预处理时，沉淀剂吸附乙酸导致待测液中乙酸测值偏低，在沉淀剂用量固定时其负偏差为一常数，可用该常数对乙酸测定结果进行

校正；将脱色时间控制在 10 min以内时，加入活性炭脱色剂对乙酸测定结果无影响；沼液预处理获得的含乙酸待测液与 100.0 g·L-1

FeCl3显色剂反应得到乙酸铁化合物，其在 550 nm处的吸光值在显色后 3.0~6.0 h内基本不变，其相对偏差为±5%；在沼液预处理待

测液中，用乙酸铁比色法测定乙酸时的平均回收率为 97.52%（RSD为 1.44%，n=5）。该研究表明，乙酸铁比色法简单、灵敏且准确度

高，适用于沼液中乙酸含量的常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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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cetic acid in the biogas slurry by a colorimetr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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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velop a sensi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acetic acid in the biogas slurry. The
colorless transparent liquid by sedimentation, decoloring and filtering operations on biogas slurry wa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spectrometry
feature of the red reaction product of acetic acid with FeCl3 solution, we studied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colorimetry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cetic acid in the biogas slur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cipitation treatment could lead to a deviation value of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since precipitant could adsorb acetic acid. The minus deviation remained unchanging when the dosage of precipitant was
constant, which could be used to adjust the measurement of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The activated carbon had no impact on the
measurement of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if the time of adsorption was controlled within 10 min. When reacted with 100.0 g·L-1 FeCl3，the
absorbance of reaction product acetic iron compound at 550 nm was basically unchanged within 3.0~6.0 h, the relative deviation was ±5%;
After pretreatment of biogas slurry,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io in treatment fluids was 97.52%（RSD was 1.44%，n=5）. This method was
sensitive and accurate,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conventional method of determining acetic acid in the biogas sl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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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发酵能产生洁净生物质能源甲烷。截至

2017年，中国沼气总产量为 158亿m3，相当于 1182万

t标准煤[1]。我国沼气发酵产业已驶入快车道，工程硬

件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但沼气发酵管理技术研究相对

滞后，其中沼液化学成分常规测定及快速检测技术尚

未形成，严重制约了沼气发酵研究及对沼气发酵过程

的科学管理，影响了沼气发酵的产气量及效益，尤其

是沼液中乙酸含量的常规测定方法亟待优化。Mc⁃
Carty[2]、Müller等[3]研究表明，有机物在厌氧发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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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的乙酸、CO2、H2及甲醇是形成甲烷的主要原

料，其中 72%的甲烷是由乙酸形成。因此，沼液中乙

酸含量测定对沼气发酵过程研究及管理有重要的理

论及实践意义。

目前，乙酸含量测定的常规方法为液相色谱法[4-7]，

但其测定程序复杂、成本高，需要价格昂贵的液相色

谱仪，难以用于沼液中乙酸的常规分析。比色分析是

准确快速的常规分析方法，但目前鲜见沼液中乙酸含

量比色测定的研究报道。研究表明，利用 FeCl3与乙

酸的显色反应能够准确测定纯乙酸体系中乙酸含

量[8]，但该方法能否用于沼液中乙酸的比色测定尚不

清楚。本文重点探讨了乙酸与FeCl3比色法用于沼液

中乙酸含量测定时的样品预处理方法、可行性及测定

条件，旨在为沼液中乙酸含量测定提供一种准确快速

的常规分析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试剂：活性炭；1.0 mol·L-1 NaOH 溶液；100.0 g·
L-1 FeCl3显色剂；0.175 0、0.350 0、0.525 0 mol·L-1标准

乙酸溶液；新采集的沼液。

沼液预处理组合沉淀剂：沉淀剂由 Na3PO4 和

CaCl2两种溶液组成，二者反应形成磷酸钙胶体，具有

巨大比表面和凝聚能力，能使浑浊的沼液快速絮凝澄

清，加快过滤速度。反应所需 CaCl2和Na3PO4的摩尔

比为 3∶2，沉淀剂按此摩尔比配制，具体步骤为称取

分析纯 Na3PO4·12H2O 150.0 g，加纯水至 1 L，称取无

水CaCl2 65.1 g，加纯水至1 L，单独保存，使用时按1∶1
比例（体积比）和需要量加入待处理沼液中混匀即可。

仪器：pH计；721分光光度计。

1.2 方法

1.2.1 沼液预处理

从沼气池中采集已搅拌均匀的沼液，摇匀后静置

1 h；取 200 mL 上清液于三角瓶中，分别加入 25 mL
150 g·L-1 Na3PO4·12H2O溶液和 25 mL 65.1 g·L-1 CaCl2
溶液，充分摇匀，溶液总体积为 250 mL，静置 5 min；向
溶液中加入1 g活性炭充分摇匀，5 min后立即过滤。

1.2.2 沉淀剂对乙酸测定的影响

沼液中含有大量固体颗粒，影响比色测定结果，

需要用沉淀法除去。但自然沉淀耗时长、效果差。本

方法中饱和Na3PO4与饱和CaCl2在沼液中反应生成比

表面很大的磷酸钙胶体沉淀剂，改善了沉淀效果，能

迅速使沼液澄清，但沉淀剂对乙酸有吸附作用，导致

乙酸测值偏低，需对乙酸的测定结果进行校正。

磷酸钙沉淀剂对乙酸吸附量的测定：吸取 5 mL
0.175 0 mol·L-1乙酸标准溶液于 150 mL烧杯中，用 1
mol·L-1 NaOH调节 pH至 7.0，按 1∶1比例加入 1.1节中

的组合沉淀剂共 0、5（2.5+2.5）、10（5+5）、15（7.5+7.5）
mL，充分混匀；静置沉淀 0、5、15、30、60 min，摇匀后

用中速滤纸过滤至 50 mL 容量瓶，用少量纯水将烧

杯、滤纸及滤纸上沉淀物中残留的游离乙酸全部洗入

容量瓶；加入 2 mL 100.0 g·L-1 FeCl3显色剂，用 1 mol·
L-1 NaOH调节 pH至 3.0，用纯水定容到 50 mL，充分摇

匀，（25±2）℃显色 1.5 h后在 550 nm波长测定其吸光

值。

不同乙酸浓度下沉淀剂对乙酸吸附量的测定：分

别吸取 5 mL浓度 0.175 0、0.350 0、0.525 0 mol·L-1乙

酸标准溶液，用 1 mol·L-1 NaOH 调节 pH 至 7.0，加入

1.1节中的组合沉淀剂共 5（2.5+2.5）mL，充分混匀；

静置沉淀 10 min后用中速滤纸过滤至 50 mL容量瓶，

后续显色、比色方法与“磷酸钙沉淀剂对乙酸的吸附

量的测定”方法相同。空白对照不加组合沉淀剂，其

他处理方法及吸光值测定方法与上述加沉淀剂样品

完全相同。

组合沉淀剂对乙酸的吸附量ACAA（mg·mL-1）=
( B - A ) × Va

Vp
（1）

组合沉淀剂吸附乙酸负偏差校正系数C=
ACAA × 沼液预处理沉淀剂用量

预处理沼液量
（2）

组合沉淀剂引起的负偏差率ΔC=
无沉淀剂乙酸含量 - 加沉淀剂乙酸含量

无沉淀剂乙酸含量
× 100%

（3）
式（1）中：B、A分别为组合沉淀剂吸附乙酸前、后的乙

酸浓度，mg·mL-1；Va、Vp分别为乙酸沉淀剂作用后的

显色体系体积（50 mL）、组合沉淀剂加入量（5 mL）。

1.2.3 活性炭脱色剂对乙酸测定的影响

沉淀剂处理后的沼液有颜色，影响比色测定结

果，需要脱色。本文以活性炭为脱色剂进行处理。

活性炭对乙酸吸附量的测定：吸取 5 mL 0.175 0
mol·L-1乙酸标准溶液，用 1 mol·L-1 NaOH调节 pH至

7.0；分别加入 0、0.1、0.2、0.3 g活性炭，充分混匀；在吸

附脱色 0、5、15、30、60 min 后用中速滤纸过滤至 50
mL容量瓶，后续显色、比色方法与 1.2.2节中“磷酸钙

沉淀剂对乙酸吸附量的测定”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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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沉淀剂用量下滤液中乙酸浓度（mg·mL-1）
Table 1 The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unde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treatments（mg·mL-1）

不同乙酸浓度下活性炭脱色剂对乙酸吸附量的

测定：取 5 mL浓度 0.175 0、0.350 0、0.525 0 mol·L-1乙

酸标准溶液，用 1 mol·L-1 NaOH 调节 pH 至 7.0，加入

0.2 g活性炭，充分混匀，吸附脱色 10 min后用中速滤

纸过滤至 50 mL容量瓶，后续显色、比色方法与 1.2.2
中“磷酸钙沉淀剂对乙酸吸附量的测定”方法相同。

空白对照除不加脱色剂外，其他处理方法及吸光值测

定方法与上述加脱色剂样品完全相同。

1.2.4 显色时间的选取

吸取 0、5、10、15、20、25 mL 1.2.1节中沉淀-脱色

预处理后的沼液滤液，用 1.0 mol·L-1 NaOH调节显色

液 pH 至 7.0，加 2 mL 100.0 g·L-1 FeCl3显色剂，用 1.0
mol·L-1 NaOH调节显色液 pH至 3.0，用纯水定容到 50
mL，（25±2）℃显色 1.5、3.0、6.0 h 时在波长 550 nm 处

测定其吸光值，绘制不同显色时间时沼液体积与沼液

中乙酸铁化合物吸光值比色曲线。

1.2.5 乙酸铁比色标准曲线的绘制

吸取 0.175 0 mol·L-1乙酸标准液 0、2、4、6、8、10
mL 于 50 mL 容量瓶中，加 100.0 g·L-1 FeCl3显色剂 2
mL，用 1.0 mol·L-1 NaOH 调节显色液 pH 为 3.0，用纯

水定容至 50 mL，（25±2）℃显色 3.0 h，在 550 nm处测

定其吸光值，绘制比色曲线，计算乙酸浓度与乙酸铁

吸光值间关系的回归方程。

1.2.6 沼液中乙酸的测定

吸取 10 mL 1.2.1节中沉淀-脱色预处理的沼液

滤液于 50 mL容量瓶，加 2 mL 100.0 g·L-1 FeCl3显色

剂，用 1.0 mol·L-1 NaOH调节显色液 pH至 3.0，用去离

子水定容至 50 mL，（25±2）℃显色 3.0 h，在 550 nm下

测定其吸光值，根据比色标准曲线计算沼液中的乙酸

含量，加校正值C即得沼液中乙酸的实际含量。同时

测定静置沼液上清液、沉淀-脱色处理滤液及沉淀-
脱色处理滤液加显色剂定容后比色液的 pH。沼液中

乙酸含量计算公式：

M=c × V1
V2

+C （4）
式（4）中：M为沼液中乙酸含量，mg·mL-1；c为比色液

中乙酸浓度，mg·mL-1；C为校正系数，在本方法中，其

值为 0.62 mg·mL-1；V1、V2分别为比色液体积、显色时

加入的沼液待测滤液体积，本方法中V2为10 mL。
1.2.7 沼液中乙酸回收率的测算

吸取 0、2、4、6、8、10 mL 0.175 0 mol·L-1乙酸标准

溶液于 50 mL 容量瓶；分别加入 5 mL 沼液滤液及 2
mL 100.0 g·L-1 FeCl3显色剂，用 1.0 mol·L-1 NaOH调节

pH至 3.0，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50 mL，充分混匀后显色

3 h，在波长 550 nm下测定其吸光值，根据比色标准曲

线计算沼液中乙酸含量，并根据乙酸的理论含量与实

测含量计算乙酸在沼液体系中的回收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沉淀剂对乙酸测定的影响

2.1.1 沉淀剂用量对乙酸吸附量的影响

由表 1、图 1可知，组合沉淀剂对乙酸的吸附过程

很快，沉淀剂用量为 5、10、15 mL时，沉淀 5 min，沉淀

剂对乙酸的吸附达到平衡，在5~60 min的吸附平衡时

间内，对应乙酸铁化合物浓度变化很小，其变异系数

CV 分别为 1.21%、1.05%、2.38%，表明在同一吸附剂

用量时，平衡时间对乙酸铁浓度的影响不大；随组合

沉淀剂用量增加，沉淀剂对乙酸的吸附量增加。沉淀

剂用量为 5、10、15 mL时，乙酸含量测值较不加沉淀

剂对照分别下降（测值负偏差）25.5%、33.7%、41.8%，

即沉淀剂的加入加快了沼液澄清过程，改善了滤液性

质，但会引起乙酸测值产生负偏差，沉淀剂用量愈大，

负偏差愈大。在吸附达到平衡时，沉淀剂对乙酸的饱

和吸附量恒定，故只需对乙酸的最终测值进行校正就

可以消除沼液预处理时沉淀剂对测值的影响。

2.1.2 乙酸浓度对沉淀剂吸附乙酸的影响

由表 2可知，当沉淀剂加入量一定时，沉淀剂对

乙酸的吸附量不受乙酸浓度影响。当乙酸吸附前浓

度为 1.05、2.10、3.16 mg·mL-1时，加入 5 mL组合沉淀

剂后乙酸浓度减少量分别为 0.24、0.26、0.24 mg ·
mL-1，均值为 0.25 mg·mL-1；组合沉淀剂的乙酸吸附量

（ACAA）按式（1）计算，为 2.40、2.60、2.40 mg·mL-1，平

均值为 2.47 mg·mL-1。由此计算出按 1.2.1方法进行

沼液预处理及比色测定时，消除沉淀剂吸附乙酸产

时间Precipitation time
0 min
5 min
15 min
30 min
60 min

CV5~60 min/%
X̄5~60 min

沉淀剂引起的偏差率ΔC5~60 min/%

0 mL
0.98
0.99
0.97
0.95
0.98
1.58
0.98
—

5 mL
0.81
0.72
0.73
0.73
0.75
1.21
0.73
-25.5

10 mL
0.78
0.65
0.65
0.64
0.65
1.05
0.65
-33.7

15 mL
0.71
0.55
0.58
0.57
0.58
2.38
0.5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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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乙酸浓度下组合沉淀剂对乙酸的吸附量（ACAA）
Table 2 The ACAA（Adsorption capacity of acetic acid）of precipitant under different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s
乙酸浓度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mg·mL-1

吸附前Before adsorption（B）
1.05
2.10
3.16

X̄

吸附后After adsorption（A）
0.81
1.84
2.92

B-A
0.24
0.26
0.24
0.25

ACAA/
mg·mL-1

2.40
2.60
2.40
2.47

相对偏差率Relative
deviation（ΔC）/%

-22.9
-12.4
-7.6
-10.9

校正系数Compensation
coefficient(C)/mg·mL-1

0.60
0.65
0.60
0.62

图1 加入不同量组合沉淀剂后乙酸铁的吸光值

Figure 1 The absorbance of ferric acetat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precipi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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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负偏差的校正系数C均值为 0.62 mg·mL-1，即沼

液乙酸浓度的最终测定值加上C值得沼液中乙酸的

实际浓度。

2.2 脱色剂活性炭对乙酸测定的影响

2.2.1 脱色剂用量对乙酸吸附量的影响

由图 2和表 3可知，在脱色时间 15 min以内时，活

性炭基本不吸附乙酸，15 min后活性炭对乙酸的吸附

量随吸附时间增长大幅度增加；活性炭加入量愈多、

时间愈长，活性炭对乙酸吸附量愈大。因此，用活性

炭脱色时，脱色时间应控制在 15 min内。本方法推荐

时间为 5 min，在此时间内，脱色过程已完成，且活性

炭对乙酸的吸附可以忽略。

2.2.2 乙酸浓度对脱色剂吸附乙酸的影响

从图 2、表 4 可知，在乙酸浓度为 1.05~3.16 mg·

mL-1范围内，在脱色时间10 min时，活性炭脱色剂不吸

附乙酸，且其对乙酸的吸附与乙酸浓度无关。即用活

表3 不同脱色剂用量下滤液中乙酸的浓度（mg·mL-1）

Table 3 The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with decolorizing agent（mg·mL-1）

脱色时间Decoloring time
0 min
5 min
15 min
30 min
60 min

CV5~15 min /%
X̄5~15min

脱色剂引起的偏差率ΔC5~15 min /%

0 g
0.98
0.99
0.97
0.95
0.98
1.25
0.980
—

0.1 g
1.00
1.00
0.99
0.95
0.85
0.46
0.995
-1.53

0.2 g
0.98
0.98
1.00
0.81
0.60
1.24
0.990
-1.02

0.3 g
0.99
0.99
0.97
0.78
0.45
1.41
0.9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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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加入不同量活性炭脱色剂后乙酸铁的吸光值

Figure 2 The absorbance of ferric acetat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activated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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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对沼液进行预处理脱色时，脱色时间控制在 10
min内，加入活性炭对乙酸比色测定结果无显著影响。

2.3 显色时间对乙酸测定的影响

由图 3可知，用比色法测定沼液中乙酸含量时，

显色后 1.5、3.0、6.0 h，乙酸铁化合物比色曲线的决定

系数R2分别为 0.957 5、0.997 4、0.996 2。由图 4可知，

在 3~6 h内，乙酸铁化合物的吸光值基本不变，其相对

偏差为±5%。在沼液滤液量为 5、10 mL，显色 3 h时，

乙酸铁化合物的吸光值基本达到最大值，因此，本文

推荐沼液滤液量为10 mL，显色时间取3.0 h为宜。

2.4 沼液中乙酸含量

由表 5可知，采集 pH 为 7.3~7.8的 3份不同沼液

样品经沉淀、脱色处理及过滤后，滤液 pH 均为 7.2。
取 10 mL 预处理后的待测液，加入 2 mL 100.0 g·L-1

FeCl3显色剂定容后，所测 pH均为 2.9，即显色液的 pH
在乙酸铁有色化合物的最佳比色 pH范围内[8]，不需要

用 1 mol·L-1 NaOH 调节 pH，就可以直接比色测定。

加上沉淀剂负偏差校正后的沼液乙酸含量分别为

1.13、2.14及0.96 mg·mL-1。

2.5 沼液中乙酸回收率

沼液成分较为复杂，乙酸之外的其他成分是否与

FeCl3显色剂形成有色物质干扰乙酸测定也不能忽

表4 活性炭脱色10 min时滤液中乙酸的浓度（mg·mL-1）

Table 4 The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at 10 min
decoloration（mg·mL-1）

脱色前Before decoloration（B）
1.05
2.10
3.16

脱色后After decoloration（A）
1.05
2.10
3.17

B-A

0
0

-0.01

表5 沼液不同处理pH及乙酸含量

Table 5 The pH and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biogas slurry after different treatments
样品编号
Samples
number

1
2
3

pH
静置沼液上清液

Liquid supernatant of biogas slurry
7.4
7.8
7.3

沉淀、脱色滤液
After pretreatment

7.2
7.2
7.2

加显色剂定容比色液
After constant volume

2.9
2.9
2.9

沼液中乙酸实测值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in pretreatment biogas

slurry/mg·mL-1

0.51
1.52
0.34

校正后的沼液乙酸含量
Corrected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in biogas
slurry/mg·mL-1

1.13
2.14
0.96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第35卷·第5期

http://www.aed.org.cn
—— 480



薛超友，等：沼液中乙酸含量比色测定法研究

图3 滤液中乙酸铁在不同显色时间的比色曲线

Figure 3 The colorimetric curve of ferric acetate in the
pretreatment biogas slurry

图4 不同体积沼液滤液中乙酸铁吸光值与时间关系
Figur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sorbance of ferric
acetate and time under different volume of treatment fluids

视。从表 6可知，向已知乙酸浓度的 5份沼液样品中

加入不同量乙酸时，用乙酸铁比色法测得的乙酸回收

率为 95.9%~99.2%，平均回收率为 97.52%，可以满足

科学研究及沼气发酵管理对沼液中乙酸含量测值的

准确度要求。

2.6 沼液中乙酸的测定方法

综合以上结果，可建立沼液中乙酸的乙酸铁比色

测定法。

沼液预处理：从沼气池中采集搅拌均匀的沼液

500~800 mL，摇匀后静置 1 h。取 200 mL上清液于三

角瓶中，分别加入 25 mL 150 g·L-1 Na3PO4·12H2O溶液

和 25 mL 65.1 g·L-1无水CaCl2溶液，充分摇匀，静置 5
min；向溶液中加入 1 g活性炭充分摇匀，5 min后立即

过滤。

乙酸铁比色测定：吸取 10 mL沼液预处理滤液于

50 mL容量瓶中，加 2 mL浓度为 100.0 g·L-1 FeCl3显色

剂，用 1.0 mol·L-1 NaOH 调节 pH 至 3.0（如果显色液

pH 为 2.9~3.0，则直接定容测定），用纯水定容至 50
mL，（25±2）℃显色 3 h，比色波长 550 nm。同步制备

乙酸铁标准曲线（详见 1.2.5节），根据标准曲线计算

沼液中的乙酸含量，加校正值后得到沼液的乙酸含

量。

3 讨论

研究表明，用 FeCl3比色法测定沼液中乙酸含量

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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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沼液中乙酸回收率

Table 6 The recovery of acetic acid in biogas slurry

项目 Items
沼液预处理液乙酸含量Acetic acid in the pretreatment biogas slurry/mg·mL-1

乙酸加入量Acetic acid dosage/mg·mL-1

乙酸理论含量Theoretic content of acetic acid/mg·mL-1

乙酸实测含量Actual content of acetic acid/mg·mL-1

回收率Recovery/%

样品编号 Samples number
1

0.26
0.42
0.68
0.66
97.3

2
0.26
0.84
1.10
1.08
98.0

3
0.26
1.26
1.52
1.48
97.2

4
0.26
1.68
1.94
1.86
95.9

5
0.26
2.10
2.36
2.34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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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定前，要对沼液进行固相杂质沉淀、有色物

质脱色预处理，以获得可用于比色分析的无色透明滤

液。沉淀剂磷酸钙胶体对乙酸有吸附作用，加入沉淀

剂会降低沼液中乙酸含量测定值，但磷酸钙对乙酸的

吸附存在饱和吸附量。当沼液预处理时沉淀剂的加

入量确定，则乙酸的饱和吸附量确定。沉淀剂所吸附

的乙酸量分摊到单位体积预处理沼液滤液中的乙酸

量确定，即吸附剂导致的测定结果负偏差（mg·mL-1）

是确定的。按本文方法确定的沉淀剂加入量进行沼

液预处理时，该负偏差就是本文测定得到的校正系数

C（0.62 mg·mL-1）。当用本文方法测出沼液的乙酸含

量时，加上该校正系数，就获得沼液的实际乙酸含量。

即可以用沉淀剂校正系数消除沉淀剂吸附乙酸造成

的测值负偏差。另外，将活性炭的脱色时间控制在

5~10 min时，脱色剂对测定结果的影响可忽略。

各地沼气发酵原料不同，导致沼液黏稠度、颜色

存在差异，致使沉淀剂用量发生变化，乙酸测值校正

系数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在要求较高的研究及精确

测定中，要针对沼液澄清的实际需要确定组合沉淀剂

的加入量，并测定对应的负偏差校正系数，对乙酸测

值进行校正。另外，本文仅探讨了组合沉淀剂对沼液

中乙酸测定结果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应继续筛选对

乙酸测定影响更小甚至无影响的沉淀剂，以消除沉淀

剂引起的乙酸测值负偏差。

4 结论

（1）沼液预处理时，沉淀剂吸附乙酸导致待测液

中乙酸测值偏低，在沉淀剂用量固定时其负偏差为一

常数，可用该常数对乙酸测定结果进行校正。

（2）将脱色时间控制在 10 min以内时，加入活性

炭脱色剂对乙酸测定结果的影响可忽略。

（3）沼液预处理获得的含乙酸待测液与 100.0 g·
L-1 FeCl3显色剂反应得到的乙酸铁化合物在 550 nm
处的吸光值在显色后3.0~6.0 h内基本不变，其相对偏

差为±5%。在沼液预处理待测液中，用乙酸铁比色法

测定乙酸的平均回收率为97.52%（RSD为1.44%，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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