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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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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GB/T 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第 1 部分。 GB/T 575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第 3 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

—第 4 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

－第 6 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第 7 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

-—第 8 部分：有机物指标；

—第 9 部分：农药指标；

—第 10 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

—第 11 部分：消毒剂指标；

—第 12 部分：微生物指标；

—第 13 部分：放射性指标。

本文件代替 GB/T 5750.1-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总则》，与 GB/T 5750.1-2006 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最低检测质量”“最低检测质鼠浓度”“总量最低检测质批浓度”的术语和定义（见 3.5 、

3.6 、 3.7); 

b) 删除了“参比溶液＂的术语和定义（见 2006 年版的 3.5);

c) 增加了检测结果的报告（见第 5 章）；

d) 删除了标准检验方法中第一法为仲裁法的规定（见 2006 年版的 4.1);

e) 更改了实验用水要求（见第 7 章， 2006 年版的第 6 章）；

f) 增加了碱性高铝酸钾洗涤液的配制和使用（见 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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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施小明、姚孝元、张岚、陈永艳、吕佳、汪国权、吉文亮、刘思洁、冯家力、韩见龙、

刘丽萍、张棺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5 年首次发布为 GB/T 5750—1985,2006 年第一次修订为 GB/T 5750.1-2006;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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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作为生活饮用水检验技术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与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配套，是 GB 5749 的重要技术支撑，为贯彻实施 GB 5749 、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

安全性评价提供检验方法。

GB/T 5750 由 13 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总则。目的在于提供水质检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 2 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目的在于提供水样采集、保存、管理、运输和采样质量控制的基

本原则、措施和要求。

—第 3 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目的在于提供水质检验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与方法。

-—第 4 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目的在千提供无机非金属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6 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目的在于提供金属和类金属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7 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有机物综合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8 部分：有机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有机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9 部分：农药指标。目的在于提供农药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10 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消毒副产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11 部分：消毒剂指标。目的在千提供消毒剂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12 部分：微生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微生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 13 部分：放射性指标。目的在千提供放射性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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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饮用水水

本文件适用千生活饮川

下列文件忱胪f内5尹＇过文中的规范性引川而构成本文件
；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本文件 。

GB 

GB 

GB 

GB 

JJ G 

3 术语

下列

3.1 

除溶解性总询仲外、缸续两次干燥后的质批差异在 0. 2 m 

3.2 

量取 measure 

3.3 

吸取 pipetting 

用无分度吸管 、分度吸管（又称吸扯管）或移液器取水样或试液的操作 。

3.4 

定容 constant volume 

在容址瓶中用纯水或其他溶剂稀释至刻度线的操作 。

3.5 

品低检测质量 minimum detecta ble mass 

能够准确测定的被测物的最低质址 。

注 · 单位为毫克(mg) 、微克(µg)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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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最低检测质昼浓度 minimum detectable mass concentration 

最低检测质量所对应的被测物的质批浓度。

注：单位为亳克每升(mg/L入微克每升 (,.,.g/L) 等。

3.7 

总矗最低检测质昼浓度 total minimum detectable mass concentration 

对有总扯限值的指标，各项指标最低检测质批浓度的 1/2 加和值。

4 检验方法的选择

同一个项目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检验方法时，可根据设备及技术条件，选择使用相应的检验

方法。

5 检测结果的报告

5. 1 低千方法最低检测质掀浓度的检测结果，按照“小于最低检测质批浓度“报告。

5.2 报告涉及总量限值要求指标的检测结果时，若所有分指标的检测结果均小于分指标的技低检测质

量浓度，按照“小于总最最低检测质扯浓度“报告；若有分指标检出，按照“检出指标的检测结果与未检出

指标最低检测质批浓度的 1/2 加和“报告。

6 试剂及浓度表示

6. 1 本文件所用试剂，凡未指明规格者，均为分析纯(AR)级，指示剂和生物染料不分规格。检验方法

中有特殊要求的，以检验方法中规定为准。

6.2 试验中相关标准物质溶液，可按照检验方法要求进行配制和储存，也可使用有证标准溶液。

6.3 试剂溶液未指明用何种溶剂配制时，均指用纯水配制。

6.4 本文件各检验方法中，除另有规定外，均以溶剂空白（纯水或有机溶剂）作参比溶液。

6.5 文件中以密度表示的盐酸、硫酸、氨水等均为浓试剂，如 HCl(p20 = 1.19 g/mL) 、 H2S04 (pzo = 
1.84 g/mL)等，配制后试剂的浓度以摩尔每升(mol/L)或体积比等形式表示。

6.6 试剂的配制方法均在各检验方法中阐明，表 1 提供了几种常用酸、碱的浓度和配制稀溶液的配方。

表 1 几种常用酸、碱的浓度及稀释配方

名称 盐酸 硫酸 硝酸 冰乙酸 氨水

密度 (20"C ）／（ g/mL) 1.19 1.84 1.42 1.05 0.88 

物质的质拭分数／％ 36.8,,...,,38 95~98 65~68 99 32~34 

物质的蜇浓度／（mol/L) ~12 ::::::: 18 :=:::::;15 ~17 ::::::::: 17 

配制每升下列溶液所需浓酸或浓

碱的体积4/mL

6 rnol/L 溶液 500 334 400 353 353 

1 mol/L 溶液 83 56 67 59 59 

a 各种溶液的基本单元分别为：c(HCl) 、 e （比 so~) 、c(HNOa) 、c(CH3COOH) 、c(NHJ •比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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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物质 B 的浓度：又称物质 B 的物质的批浓度，是指物质 B 的物质的掀 (nli) 除以混合物的体积

(V) ，常用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按式 (1)计算：

c(B) =— 
nB 

V 
•••••••••••••••••••••••• (1) 

6.8 物质 B 的质批浓度：是指物质 B 的质批(mn)除以混合物的体积(V) ，常用单位为克每升（g/L入毫

克每升(mg/L入微克每毫升(µ.g/mL) ，按式 (2)计算：

p(B) 
mB 

= 
V 

•••••••••••••••••••••••• (2) 

6.9 物质 B 的质拯分数：是指物质 B 的质量 (mB) 除以混合物的质掀 (m) ，批纲一致时单位用％表

示，按式(3)计算：

mB 
w(B)=~ 

m 
••••••.••••••••••••••••• (3) 

6.10 物质 B 的体积分数：是指物质 B 的体积 (VB) 除以混合物的体积 (V) ，批纲一致时单位用％表

示，按式(4)计算：

<p (B) =— 
VB 

V 
•••••••••••••••••••••••• (4) 

6. 11 体积比浓度：是指两种液体分别以忆与忆体积相混。凡未注明溶剂名称时，均指与纯水混合；

当两种以上特定液体与水混合时，应注明水。

示例： HCl(l+2) ，比 so4 十比 P04 + HzO=(l.5+1.5+7) 。

7 实验用水

7.1 检验中所使用的水均为纯水，可由蒸熘、重蒸熘、亚沸蒸熘和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得，也可采用复合

处理技术制取。检验方法中有特殊要求的，以检验方法中规定为准。

7.2 实验室检验用一级水、二级水、三级水应符合 GB/T 6682 的要求。微生物指标检验用水应符合

GB 4789.28 的要求。

7.3 超痕批分析或其他有严格要求的分析时使用一级水，对高灵敏度微量分析时使用二级水，一般化

学分析时使用三级水。

7.4 各级纯水均应使用密闭、专用的容器存储。新容器在使用前应进行处理，常用 20％盐酸溶液浸泡

2d~3 d，再用纯水反复冲洗，并注满纯水浸泡 6 h 以上，沥空后再使用。

7.5 由千纯水贮存期间，可能会受到实验室空气中 CO2 、 NH3 、微生物和其他物质以及来自容器壁污染

物的污染，因此，一级水不可贮存，应在使用前制备；二级水、三级水可适批制备，分别贮存在预先经同级

水清洗过的相应容器中。

7.6 各级用水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到污染。

8 玻璃器皿与洗涤

8. 1 玻璃器皿的一般要求

8.1. 1 玻璃器皿的检定与校正：容批瓶、滴定管、无分度吸管、刻度吸管等应按照 JJG 196 进行检定与

校正。

8.1.2 配制标准色列时，应使用成套的比色管，各管内径与分度高低应一致，必要时应对体积进行

校正。

8.1.3 玻璃器皿应彻底洗净后方能使用。玻璃器皿的洗涤可先用自来水浸泡和冲洗，再用洗涤液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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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最后用纯水淋洗 3 次。洗净后的器皿内壁应能均匀地被水润湿，如果发

现有小水珠或不沾水的地方，说明容器壁上有油垢，应重新洗涤。

8.1.4 洗涤玻璃器皿时应防止受到新的污染，如测铁所用的玻璃器皿不能用铁丝柄毛刷，百用塑料棒

拴以泡沫塑料刷洗；测锌、铁用的玻璃器皿用酸洗后不能再用自来水冲洗，应直接用纯水淋洗；测氨和殡

化物用的器皿洗净后应浸泡在纯水中。

8.1.5 检验方法中对器皿的洗涤有特殊要求的，以检测方法中规定为准。

8.2 洗涤液的配制和使用

8.2.1 重铭酸钾洗涤液按下述方法配制和使用。

a) 重铭酸钾洗涤液的配制：用重铭酸钾溶液与浓硫酸配制，称取 100 g 经研细的重铭酘钾于烧杯

中，加入约 100 mL 纯水，沿烧杯壁缓缓加人浓硫酸，边加边用玻璃棒搅动（注意：此过程为放

热反应，需防止硫酸溅出），开始加入硫酸时有红色沉淀析出，继续加入硫酸至沉淀刚好溶解

为止。

b) 重铭酸钾洗涤液应储存于磨口瓶塞的玻璃瓶内，以免吸收水分，用后可倒回瓶中。经多次使用

洗涤液中重铭酸钾被还原，洗涤液颜色变为绿褐色后不再具氧化性，不能再用。

c) 重铭酸钾洗涤液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但作用比较慢，因此应使洗涤的器皿与洗洗液充分接

触，浸泡数分钟至数小时。器皿用重铭酸钾洗涤液清洗后，需用自来水充分清洗（一般要冲洗

7 次～ 10 次），最后用纯水淋洗 3 次。用洗涤液洗过的器皿要特别注意吸附在器皿壁上尤其是

磨砂部分沾污铭和其他杂质对试验的干扰。

8.2.2 碱性高猛酸钾洗涤液：称取 4 g 高铝酸钾，溶千少量水中，加入 10 g 氢氧化钾，用水稀释至

100 mL。可用于清洗油污或其他有机物质。洗后容器沾污处有褐色二氧化猛析出，可用盐酸(1+1)溶

液或草酸洗液、硫酸亚铁、亚硫酸钠等还原剂去除。

8.2.3 酸性草酸或酸性轻胺洗涤液：称取 10 g 草酸或 1 g 盐酸轻胺，溶于 100 mL 盐酸溶液，： 1+4) 中。

可用千洗涤氧化性物质。

8.2.4 氢氧化钾酒精溶液：称取 100 g 氢氧化钾，加入 50 mL 水溶解，加人酒精至 1 000 mL。可用于洗

涤油垢、树脂等。

8.2.5 硝酸溶液：测定金属离子时可用不同浓度的硝酸溶液［常用 (1 +9)]浸泡洗涤玻璃器皿。

8.2.6 肥皂液、碱液及合成洗涤剂可用千洗涤油脂和有机物。

9 检测仪器、设备的运行要求

各检验方法中使用的天平、分析仪器以及与检测数据直接有关的设备，应按工作需要定阴进行抵值

溯源，并有详细的记录，以保证仪器和设备在分析工作中正常运行。

10 实验室安全

10. 1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的基本要求应按照 GB 15603 执行。

10.2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实验室设施设备的配置、个人防护和实验室安全行为等应按照

GB 1948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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