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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 农村供水水质监测指标

• 县级水质检测中心仪器选择

• 监管监督检测与水厂水质监测

• 农村供水水厂检测指标与检测设备选择

目的

实现最基本的水质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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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国家卫计委
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能力

建设的指导意见
• 按照国务院批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十二五”规划》的有关要求，在全国集中
开展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站、
室，以下统称“水质检测中心”）建设

• 分期分批建设县级水质检测中心，提升技
术装备水平和水质检测能力

县级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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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水工程的定期水质检测指标和频次

工程类型 水源水 出厂水 管网末梢水

日供水大于等于
1000m3以上的集中

供水工程

地表水每年不少
于2次，地下水
每年不少于1次

每个季度
不少于1次

每年
不少于2次

1000-200m3/d小型
集中供水工程

每年不少于1次
每年

不少于1次
每年

不少于1次

小于200m3/d的小
型集中供水工程

工程数量较多时每年分
类抽检不少于50%的工程

• 水源水：可能存在的化学超标标，如氨氮、硝酸盐、CODMn等污染指
标，以及水文地质造成的氟、指砷等超标指标

• 出厂水：常规检测指标
• 管网末梢水：检测感官指标、消毒剂余量和微生物指标

感官指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等
消毒剂余量指标：余氯、二氧化氯及其副产物等；
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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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检测指标统计

指标分类 指标数

微生物指标 4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10
金属指标 11
无机非金属指标 6
有机物 3
消毒剂余量及消毒副产物指标 9
放射指标 2
合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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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指标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氏菌

包含菌属 埃希氏菌属、
柠檬酸菌属、
克雷伯菌属、
肠杆菌属

主要是埃希氏
菌属和耐热克
雷伯菌属

大肠埃希氏菌

环境中来源 可来自人畜粪
便，环境中自
然存在

主要来自于温
血动物粪便，
也可来自环境

主要来自于温
血动物尤其是
人的粪便

作为粪便污染
指示菌的意义

一般 大 最大

1 菌落总数 3 耐热大肠菌群

2 总大肠菌群 4 大肠埃希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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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性状和
物理指标

1 色度

2 浑浊度

3 臭和味

4 肉眼可见物

5 pH
6 溶解性总固体

7 电导率

8 总硬度

9 挥发酚类

10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金属指标
1 铝

2 铁

3 锰

4 铜

5 锌

6 砷

7 硒

8 汞

9 镉

10 铬（六价）

11 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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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指标
1 硫酸盐

2 氯化物

3 氟化物

4 氰化物

5 硝酸盐

6 氨氮

消毒剂余量及消
毒副产物指标
1 游离余氯

2 总氯

3 三氯甲烷

4 臭氧

5 溴酸盐

6 甲醛

7 二氧化氯

8 亚氯酸盐

9 氯酸盐

放射指标
1 总α放射性

2 总β放射性



9

强制性国家标准
• 终生饮用不会对健康产生明
显危害
保证流行病学安全

保证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安全

保证水的感官性状良好

• 常规指标：能反映生活饮用水水
质基本状况的水质指标-42项

• 非常规指标：根据当时、当地的
具体情况来确定-62项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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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指标选择性检验

项目类别 项目 日常水质检测

微生物指标 4 耐热,埃希开始不检测 -2

消毒剂指标 4 只检测一种 -3

毒理学指标 15 如氯消毒,可少测4 项 -4
感官性状和一般理化 17

放射性指标 2 水源选择 -2

总计 42 实际检测3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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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强制性国家标准
满足GB5749要求

• 检测指标142项：常规检验42
项，非常规检验65项，参考指标
37项

• 检测方法300个：常规检验125
个，非常规检验129个，参考指
标46个
符合国情：满足各级实验室要求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Drinking Water 
 
 
 
 
 
 
 
 
 
 
 
 
 
 
 
 
 
 

ICS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5749—2005
代替GB 5749-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

××××-××-××发布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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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仪器设备选择
分光光度法
（化学法）

14 31.1%

挥发性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铬(六价)、
硫酸盐、氟化物、氰化物、硝酸盐、氨氮、
石油类、甲醛、游离余氯、总氯、臭氧、二
氧化氯

原子吸收法 7 15.6% 铝、铁、锰、铜、锌、镉、铅

微生物 4 8.9%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
肠埃希氏菌

感官 4 8.9%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原子荧光法 3 6.7% 砷、硒、汞

容量法-滴定 3 6.7% 总硬度、氯化物、耗氧量CODMn

离子色谱法 3 6.7% 溴酸盐、亚氯酸盐、氯酸盐

气相色谱法 2 4.4%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放射性 2 4.4% 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

电极 2 4.4% pH、电导率

重量法-天平称量 1 2.2% 溶解性总固体

合计 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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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与仪器法的比较

• 化学法：

• 氯化物：滴定-试剂，滴定管，平皿

• 氟化物：比色-试剂，比色管，移液管

• 硫酸盐：比浊法-搅拌器，移液管，秒表

• 硝酸盐：比色-试剂，比色管，移液管

• 亚硝酸盐：比色-试剂，比色管，移液管

• 离子色谱法：

• 一次进样可测5指标：淋洗液，进样器（移液管）



14

化学法与仪器法的比较
• 相同点：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 不同点：

分光光度计-化学法 仪器法

灵敏度 满足GB5749要求 灵敏度更高

环境要求 低 高

操作 繁（要求操作水平较高） 易

试剂 相对多 相对少

耗时 相对长 相对短

成本 相对低 相对高



15

水质监测仪器设备选择
原子吸收法 7 15.6% 铝、铁、锰、铜、锌、镉、铅

离子色谱法 7 15.6%
溴酸盐、亚氯酸盐、氯酸盐、硫酸盐、氟
化物、氯化物、硝酸盐

分光光度法 7 15.6%
挥发性酚、氰化物、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铬（六价）、氨氮、石油类、甲醛、

现场测试 4 8.9% 游离余氯、总氯、臭氧、二氧化氯

微生物 4 8.9%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氏菌

感官 4 8.9%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原子荧光法 3 6.7% 砷、硒、汞

容量法-滴定 2 4.4% 总硬度、耗氧量CODMn

气相色谱法 2 4.4%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放射性 2 4.4% 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

电极 2 4.4% pH、电导率

重量法-天平称量 1 2.2% 溶解性总固体

合计 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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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仪器设备选择

• 非常规指标检测
• 氨氮：感官指标
• 电导率：稳定性
• 石油：水源水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紫外光分光光度计

• 现场检测
消毒剂余量
浊度

增加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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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配制

试剂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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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试剂

微生物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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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管理：以水质为核心

水源

混凝沉淀

过滤

消毒

• 目的：降低各环节风险：水源（原料），水处理（生产过
程），管网（输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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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监督检测与水厂水质检测

水厂水质检测

产产 品品 检检 测测

依据依据
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法 监管监督检测

监监 督督 检检 查查

依据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
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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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 第三章

• 第一节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 第二十六条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
负责

•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
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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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水质检验农村饮水水质检验
供水单位类别水源 检验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感官性状指标：pH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月2次 每月1次

细菌学指标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1次 每月1次

特殊项目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全 分 析 每季1次 每年2次 每年1次 每年1次 每年1次

感官性状指标、pH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细菌学指标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月2次 每月1次 每月1次

特殊项目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全 分 析 每月1次 每季1次 每年2次 每年2次 每年2次

感官性状指标pH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细菌学指标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周1次 每月2次

消毒控制指标 每班1次 每班1次 每班1次 每班1次 每班1次

特殊项目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每日1次

全 分 析 每月1次 每季1次 每年2次 每年1次 每年1次

感官性状指标、pH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1次

细菌学指标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1次

消毒控制指标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2次 每月1次

全 分 析 每季1次 每年2次 每年1次 每年1次 视情况确定

末
梢
水
末

出
厂
水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水
源
水



23

出厂水检测
• 感官指标：

肉眼可见物、臭和味、 色度、浑浊度
• 消毒剂余量指标：

余氯、二氧化氯及其副产物等
•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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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可见物检测
• 为了阐明水样的一般外观，采用“肉眼可见物”这
一项目来粗略描述其可察觉的特征。

• 诸如，存在某种颜色、呈现水草、藻类等植物，
甲壳虫，蠕虫或微粒悬浮物，沉淀物或飘浮物
等。有些微粒中，可能含致病生物。检验天然水
的肉眼可见物和飘浮物，应在现场进行

• 用采样瓶接取100ml以上水样，将水样摇匀在光亮
处迎光观察，有无肉眼可见物（如泥沙、悬浮颗
粒、藻类、线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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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和味检测
• 水中存在产臭物质的气态分子刺激人体鼻孔的嗅
觉细胞而产生臭的感觉。

• 味是由舌的味蕾接触水后产生的。
• 检验：原水样的臭和味，煮沸后的臭和味
• 从瓶口闻水的气味，用适当文字描述

等级 强度 臭和味的强度等级说明
0 无 无任何臭和味

1 微弱 一般饮用者甚难察觉,但臭、味敏感者可以发觉

2 弱 一般饮用者刚能察觉

3 明显 已能明显察觉

4 强 已有很显著的臭味

5 很强 有强烈的恶臭或异味

注: 必要时可用活性炭处理过的纯水作为无臭对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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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检测
• 清洁水不应有可觉察的颜色
• 腐殖质-黄色，低价铁-淡绿蓝色，高价铁-黄色……
• 限值15 色度单位：根据大多数人对此饮用水色度不
会觉察出有色，即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 标准色列：氯铂酸钾和氯化钴-黄色色调：0、5、
10、15、20、25、30、35、40、45和50度

• 配制成色度为的标准色列，可长期使用
• 如水样与标准色列的色调不一致,即为异色,可用文
字描述

• 水的色度不能直接与健康影响联系
• 当饮用水出现颜色时，应该对水中颜色来源调查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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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浊度检测
• 浑浊度是反映水源水及饮用水的物理性状的一项
指标。水源水的浑浊度是由于悬浮物或胶态物，
或两者造成在光学方面的散射或吸收行为

• 散射法—福尔马肼标准
硫酸肼、环六亚甲基四胺

• 目视比浊法－福尔马肼标准
50mL成套高型无色具塞比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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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90°散射光
•量程范围：0--1000NTU
•分辨率：0.01NTU（0--9.99NTU）

0.1NTU（10--99.9NTU）
1NTU（100--1000NTU）

•重复性：1%或0.01NTU
•杂散光：<0.02NTU
•数据储存：1000组
•屏幕：3.5寸TFT彩色液晶显示屏
•PC软件：支持（数据管理软件）通讯接口：USB
•防水等级：IP54

TB-2000浊度仪
• 采用与进口最高端同类仪器相同的感光芯片

• 低量程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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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氯检测
• N.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 与水中游离余氯迅速
反应而产生红色

• 在pH值小于2的酸性溶液中，余氯与3，3‘，5，5’
－四甲基联苯胺反应，生成黄色的醌式化合物，
用目视比色法定量。 本标准可用重铬酸钾溶液配
制永久性余氯标准色列

• 邻联甲苯胺比色法-有致癌性。为保护测试人员健
康已从标准方法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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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氯检测
• 水中二氧化氯与N，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反
应产生粉色，其中二氧化氯中20%的氯转化成亚氯
酸盐，显色反应与水中二氧化氯含量成正比，于
528nm波长下比色定量。甘氨酸将水中的氯离子转
化为氯化氨基乙酸而不干扰二氧化氯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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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L501便携式余氯·二氧化氯五
参数快速测定仪

• 便携式，采用普通电池供电

• 方法：国家标准方法(GB/T 5750.11—
2006 ) DPD法测量水中余氯和总氯，亚
氯酸盐，化合性氯，二氧化氯

• 测定范围：余氯0.01～5mg/L；二氧化
氯0.02～10mg/L；亚氯酸盐0～2mg/L 

• 测量精度：≤3%±0.01

• 显示屏读数

• 直接显示亚氯酸盐浓度

• 具有自定义校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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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L501C便携式有效氯快速测定仪

• 检测项目：有效氯

• 检测方法：碘量光度法

• 检测时间：1分钟

• 测量范围：低量程5-500mg/L （有效氯）

高量程0.05-15.0%  （500-150000mg/L，有效氯）

• 读数分度：低量程1mg/L，高量程0.01% 

• 精密度： 低量程：测定200mg/L有效氯偏差不大于10mg/L

• 高量程：测定5%有效氯偏差不大于0.25%

• 仪器尺寸：16×6.2×3cm  电 源：2节AA碱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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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质量控制
• 仪器检查：每次

• 仪器校准：定期

• 仪器校验：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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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2013年10月22日于昆明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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