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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

工作等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9 年卫生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国卫办法制函〔2019〕714 号）要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

安全所组织开展对 GB/T 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修订工作。立项编号为 

20190704。 

（二）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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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榕杰。 

（三）GB/T 5750.1《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总则》修订任务分工 

修订任务分工详见表 1。 

表 1  修订任务分工 

人员（单位） 承担工作 

施小明、姚孝元、张岚（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环境所）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组织的实施、开展、上报、

技术材料的审核工作。 

陈永艳、吕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环境所） 

负责方法文本、编制说明等起草撰写、资料查询、

征询专家意见等。用 tcs 软件对 GB/T 5750.1 文档

进行编辑；按 GB/T 1.1—2020 要求对 GB/T 5750.1

进行修改与撰写；按专家提出的意见修改标准文

本；汇总和撰写编制说明，汇总征求意见，撰写标

准解读、上报函等技术资料。 

汪国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文亮（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思洁（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冯家力（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韩见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丽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榕杰（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查阅国内外标准方法及研究论文，对我国各行业标

准中检测结果报告方法进行梳理，对《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总量限值指标的检测结果报告方法进行

研讨，确立该类指标的检测结果报告方法，完善总

则相关条款。 

 

（四）标准简要起草过程 

1.  2017 年 5 月至 12 月，开展 GB/T 5750—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标准追踪

评价。 

2.  2018 年 5 月，《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修订工作专家研讨会，研讨修订主要工作方

向。 

3.  2018 年 6 月，成立总则修订工作小组，确定修订工作方案。 

4.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查阅国内外标准方法及研究论文，对国际 ISO 标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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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废水标准检验方法等国外相关标准和规定，以及我国国家标准和各行业标准的变更进行

追踪。 

5.  2019年4月至12月，经工作小组专家研讨，确定拟修改的内容，修订和撰写标准文本和

编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 

6.  2020年1月至9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标准编制组对照意见对《生活饮用水标

准检验方法》进行修改和进一步完善，并起草了编制说明（草稿）；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预

评审会议对标准、编制说明等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标准编制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修改相关资

料，形成《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送审稿）、编制说明（送审稿）及相关资料，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同办公系统将相关资料上报环境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环境

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召开会审会议，对《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进行评审，

专家一致同意《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通过评审。 

7.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2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环境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的专家意见修改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及相关材料，形成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报批稿）

及编制说明（报批稿）。 

8.  2021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标准处组织专家提出的协调性审查

意见修改《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及相关材料，对《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报批

稿）及编制说明（报批稿）进行完善。 

（五）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 

征求了 20 家单位和个人的意见，收到意见 20 份 47 条，42 条意见已采纳或部分采纳，

5 条意见未采纳。 

收到会审意见 13 条。12 条意见已经采纳，1 条意见未采纳。 

不采纳意见的理由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收到协调性审查意见 5 条。5 条意见已经采纳，0 条意见未采纳。 

二、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是 GB/T 5750.1—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总则》

的修订版，与本标准相关的标准是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本标准是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配套，是《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重要技术支撑。 

本文件编写格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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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编写。 

与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标准的关系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目前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有：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该标准适用于江

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GB 8538—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该标准适用于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测定。CJ/T 141—2018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该标准适用于城镇供水及其水源水的水质检测。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适用于集中式供水的生活饮用水，也适用于分散式供

水的生活饮用水。《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是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配套的检验

方法，所以检验方法主要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及其水源水的测定。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次修订广泛收集了 2006 年以来国内外发布的相关指标水质标准检验方法及发表的文

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美国水和废水标准检测方法、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发布的水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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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日本水质检验方法以及文献资料中报道或使用的水质检验方法。 

四、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国家标准时，应增列新旧国家

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次修订以 2006 年以来国内外发布的相关指标水质标准检验方法、发表的文献资料及

水质检验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为基础，确定技术路线，从样品采集和保存要求、试剂配制

和使用要求、实验条件的选择、仪器参数的优化、方法的线性范围、检出限、精密度、准确

度、实际水样测定以及干扰去除等方面开展实验研究，建立检验方法。同时，根据前期开展

的对现行 GB/T 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追踪性评价中调查对象反映的问题、

修订建议以及《饮水卫生标准和检验方法问题探讨》等科技论文，对原有的国标方法进行重

新评估和专家论证，对个别方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删除了不能满足 GB 5749 限值评价要

求、技术落后或现阶段已不适用及部分在操作过程中使用有毒有害等化学危险品的检验方

法。 

此次修订在原有 GB/T 5750.1—2006 的基础上，对总则做了部分修改，主要从水质检测

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对原有标准进行了梳理，修改了部分内容。 

1. 试剂与标准溶液 

本法所用试剂均在各章节中说明，可以根据要求选用。 

标准溶液的配制在水质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需考虑几方面问题 

1) 试剂的级别：根据本方法提出的要求采用相应级别的试剂。曾多次发生过检验失败

是因为试剂中含有某些杂质。 

2) 标准溶液沾污：配制溶液的纯水，储存容器等均可能使标准溶液沾污。在实际工作

中，由于纯水问题而使试验失败的事屡有发生。例如，有的蒸馏水含有多量铜离子，以至双

硫腙法受到干扰。 

3) 容量器皿的沾污：例如聚乙烯塑料瓶或硼硅玻璃瓶均可能溶出，会导致每升溶液沾

有数个微克的金属离子或其他物质。因而，选择容器并按规定彻底清洗是必要的。 

4) 标准溶液的稳定性：有些溶液可用数日而不变质，有的可保存数月或数年，应按照

检验方法中规定的保存期限使用，不可擅自延长使用期限。某些溶液很易分解或失效，使用

时应临时配置。  

5) 其他影响因素：如温度、光线、容器壁吸附等因素都可能对标准溶液产生影响。一

般而言，温度越高越易分解，通常常将配好的标准溶液储存在 4 ℃左右的环境中，影响较

小的溶液可置于室温中保存；对于光照下易分解的溶液宜避光或使用棕色试剂瓶保存；瓶壁

对某些微量金属吸附有些情况下也是不可忽视的。 

2. 纯水 

1) 水质检验室使用的纯水用于配制标准溶液、稀释或作为测定空白或者用于洗涤仪器

和玻璃器皿等。纯水可由蒸馏、重蒸馏、亚沸蒸馏和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得。采用复合几种处

理技术可以制取电导率为 0.005 mS/m (25 ℃)的超纯水。 

2) 根据国家标准 GB/T 6682—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分析实验室用

水应符合表 2 所列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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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 

项目名称 一级 二级 三级 

pH 值范围（25 ℃） — — 5.0～7.5 

电导率（25 ℃）/（mS/m ） ≤0.01 ≤0.10 ≤0.50 

可氧化物质含量（以 O 计）/（mg/L） — ≤0.08 ≤0.4 

吸光度（254 nm，1 cm 光程） ≤0.001 ≤0.01 — 

蒸发残渣（105 ℃±2 ℃）含量/（mg/L） — ≤1.0 ≤2.0 

可溶性硅（以 SiO2 计）含量/（mg/L） ≤0.01 ≤0.02 — 
 

 

3) 本水质检验方法要求使用的纯水在各章节中将分别说明。一般而言，对高灵敏度微

量分析可采用二级水。三级水用于一般化学分析。在超痕量分析时，才使用一级水。 

4) 纯水在储存过程中应注意来自空气中 CO2、微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同时容器壁的

污染物也可能会使纯水中金属离子大为增加。 

3. 了解上述提示可以更好理解本检验法的规定的理由，而其中某些条文往往是检验项目成

败的关键。 

4. 增加了对检测结果的报告说明 

低于方法最低检测质量浓度的检测结果，按照“小于最低检测质量浓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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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低检测质量浓度，按照“小于总量最低检测质量浓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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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浓度的 1/2 加和”报告。 

五、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我国地域广大，水质类型复杂，本次制修订的过程中，每个方法均在在不同地区选择

3~5 个单位进行了方法验证。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在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急需大

量高效、灵敏、准确且能同时测定水中多种化合物的分析方法，提高检测效率，缩短应急反

应时间。同时，水环境日益复杂，一些新发污染物逐渐在水体出现，部分新发污染物的分析

方法紧缺。为此，本次修订重点开展了多组分同时测定、现场检测方法以及新的水质指标分

析方法的研制工作。对于部分方法存在的灵敏度不高、操作步骤繁琐、大量使用有毒有害有

机溶剂等问题，进行修改、删除和补充。同时，考虑我国目前国情，部分地区经济条件以及

技术条件有所差异，对方法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均进行了充分考虑。通过本次修订，希望能够

更好地满足各级检验机构的实际应用需求，切实保障新版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实施。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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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重要技术支撑，为贯彻实施《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性评价提供检验方法支持。近年来，国内外水质

检验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卫生、建设、水务等相关部门的各级检测机构水质检验仪器设备

配置亦得到一定提升。为满足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水质指标的检验需求，

高效、准确开展饮用水水质检验工作，急需对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进行滚动修订，对

检验方法进行补充和完善，一是将近年来发展成熟的先进检验技术和样品前处理技术纳入



 

5 

 

到标准中，提高检验技术水平；二是根据检验项目的化学性质和化学机构对其进行合理归

类，力求在一个水质检验方法中同时完成多组分的检验要求，提高检验工作效率；三是有

针对性的解决当前标准中部分指标存在的灵敏度不高、操作步骤繁琐、大量使用有机溶剂

等问题，提高检验方法适用性；四是针对水源水中存在的，可能对饮用水造成威胁的新污

染物质开展检验方法研究，做好检验技术储备。因此，标准的修订工作势在必行，建议本

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发布。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文件建议发布后六个月实施，届时，应对相关人员进行标准解读、宣贯培训。（本文

件需要使用单位有充分的过渡期，建议发布后 6 个月实施，过渡期间，应当按照 GB/T 

5750.1—2006 标准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与 GB/T 5750.1—2006 标准不一致，建议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GB/T 

5750.1—2006 标准中相应的内容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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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分为13个部分，本文件为“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对应的英文名称

为“Standard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drinking water—Part 1:General princip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