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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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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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2—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与GB/T 5750.2—

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注意事项”（见4.12，2006年版7.1.3）； 

b) 修改了表1 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的采样体积（见表1，2006年版表1）； 

c) 增加了表2 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及扩展指标的采样体积（见表2）； 

d) 修改了表3 采样容器和水样的保存方法（见表3，2006年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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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深圳市水文水质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施小明、姚孝元、张岚、姜杰、刘桂华、陈慧玲、许欣欣、王超、陈裕华、常

爱敏、王丽、闫韫、陈庚、吕佳、陈永艳、邢方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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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1985，2006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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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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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是GB/T 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

验方法》系列文件的第2部分，目的在于提供水样采集、保存、管理、运输和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措

施和要求。本次修订对部分指标的水样采集、保存条件和指标名称进行了修改，增加了“表2 生活饮用

水常规指标及扩展指标的采样体积”。 

GB/T 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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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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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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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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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及水源水的样品采集、保存、管理、运输和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措施和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及水源水的样品采集与保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水样采集 

采样计划 

采样前应根据水质检验目的和任务制定采样计划，内容包括：采样目的、检验指标、采样时间、采

样地点、采样方法、采样频率、采样数量、采样容器与清洗、采样体积、样品保存方法、样品标签、现

场测定指标、采样质量控制、样品运输工具和贮存条件等。 

采样容器的选择 

4.2.1 应根据待测组分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容器。 

4.2.2 容器或容器盖（塞）的材质应具有化学和生物惰性，不应与水样中组分发生反应，容器壁和容

器盖（塞）不溶出、吸收或吸附待测组分。 

4.2.3 采样容器应可适应环境温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抗震性能。 

4.2.4 采样容器大小与采样量相适宜，能严密封口，并容易打开，且易清洗。 

4.2.5 应尽量选用细口容器，容器的盖（塞）的材质应与容器材质统一。在特殊情况下需用软木塞或

橡胶塞时，应用稳定的金属箔或聚乙烯薄膜包裹，且宜有蜡封（检测石油类除外）。采集供有机物和某

些微生物检测用的样品时不能用具橡胶塞的容器，水样呈碱性时不能用具玻璃塞的采集容器。 

4.2.6 测定无机物、金属和放射性元素的水样应使用有机材质的采样容器，如聚乙烯塑料容器等。 

4.2.7 测定有机物指标的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采样容器。 

4.2.8 测定微生物指标的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采样容器，也可以使用符合要求的一次性采样袋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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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瓶。 

4.2.9 测定特殊指标的水样可选用其他化学惰性材质的容器。如热敏物质应选用热吸收玻璃容器；温

度高和（或）压力大的样品应选用不锈钢容器；生物（含藻类）样品应选用不透明的非活性玻璃容器；

光敏性物质应选用棕色或深色的容器。 

采样容器的洗涤 

4.3.1 测定一般理化指标采样容器的洗涤 

将容器用水和洗涤剂清洗，除去灰尘和油垢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用质量分数为10%的硝酸（或

盐酸）浸泡8 h以上，取出沥净后用自来水冲洗3次，并用纯水充分淋洗干净。 

4.3.2 测定有机物指标采样容器的洗涤 

用重铬酸钾洗液浸泡24 h，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用纯水淋洗并沥干后置于烘箱内180 ℃烘4 h，

冷却后备用；必要时再用纯化过的正己烷、丙酮和甲醇冲洗数次。 

4.3.3 测定微生物指标采样容器的洗涤和灭菌 

4.3.3.1 容器洗涤：将容器用自来水和洗涤剂洗涤，并用自来水彻底冲洗后用质量分数为 10%的硝酸

（或盐酸）浸泡 8 h 以上，然后依次用自来水和纯水洗净。 

4.3.3.2 容器灭菌：容器灭菌可采用干热或高压蒸汽灭菌两种。干热灭菌要求 160 ℃下维持 2 h；高

压蒸汽灭菌要求 121 ℃下维持 15 min，高压蒸汽灭菌后的容器如不立即使用，应置于 60 ℃烘箱内将

瓶内冷凝水烘干。灭菌后的容器应在 2 周内使用。 

采样器 

4.4.1 对有一定深度水源水样品的采集，采样前应选择适宜的采样器。 

4.4.2 塑料或玻璃材质的采样器及用于采样的橡胶管、乳胶管或硅胶管可按照 4.3.1 洗净备用。 

4.4.3 金属材质的采样器，应先用洗涤剂清除油垢，再依次用自来水和纯水冲洗干净后晾干备用。 

4.4.4 特殊采样器的清洗方法可参照仪器说明书。 

水样采集一般要求 

4.5.1 理化指标 

采样前应先用待采集的水样荡洗采样器、容器和塞子2次～3次（测定石油类水样除外）。 

4.5.2 微生物指标 

采样时应做好个人防护，采取无菌操作直接采集，不得用水样荡洗已灭菌的采样瓶或采样袋，并避

免手指和其他物品对瓶口或袋口的沾污。 

水源水的采集 

4.6.1 采样点设置 

水源水的采样点通常设置在汲水处。 

4.6.2 表层水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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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流或湖泊可以直接汲水的场合，可用适当的容器采样。从桥上等地方采样时，可将系着绳子的

桶或带有坠子的采样瓶投入水中汲水。注意不能混入漂浮于水面上的物质。 

4.6.3 一定深度水的采集 

在湖泊或水库等地采集具有一定深度的水时，可用直立式采样器。这类装置是在下沉过程中水从采

样器中流过，当达到预定深度时容器能自动闭合而汲取水样。在河水流动缓慢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方法时，

宜在采样器下系上适当质量的坠子，当水深流急时要系上相应质量的铅鱼，并配备绞车。上述所采集的

水样均应充分混合后作为待检样品送检，以保证水样的代表性。 

4.6.4 泉水和井水的采集 

对于自喷的泉水可在涌口处直接采样。采集不自喷泉水时，应将停滞在抽水管中的水汲出，待新水

更替后再进行采样。从井中采集水样，应在充分抽汲后进行，以保证水样的代表性。 

出厂水的采集 

出厂水的采样点应设置在出厂水进入输（配）送管道以前处。 

末梢水的采集 

末梢水的采样点应设置在出厂水经输配水管网输送至用户的水龙头处。采样时，通常宜放水数分钟，

排除沉积物，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放水时间。采集用于微生物指标检验的样品前应对水龙头进行消毒。 

二次供水的采集 

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水箱（或蓄水池）进水、出水和（或）末梢水处进行水样采集。 

分散式供水的采集 

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在取水点或用户储水容器中采集。 

水样的过滤和离心分离 

在采样时或采样后不久，必要时用滤纸、滤膜、砂芯漏斗或玻璃纤维等过滤样品或将样品离心分离

除去其中的悬浮物、沉积物、藻类及其他微生物。在分析时，过滤的目的主要是区分溶解态和吸附态，

在滤器的选择上要注意可能的吸附损失，如测有机项目时，一般选用砂芯漏斗和玻璃纤维过滤，测定无

机项目时，则常用0.45 μm的滤膜过滤。 

注意事项 

4.12.1 采集几类检测指标的水样时，应先采集供微生物指标检测的水样。 

4.12.2 采样时应去掉水龙头上的过滤器和（或）雾化喷头等。 

4.12.3 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 

4.12.4 采集测定石油类的水样时，应在水面至水面下 30 cm 采集柱状水样，全部用于测定。不能用水

样荡洗采样器（瓶）。 

4.12.5 采集测定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和有机污染物的水样时应将水样充满容器，上部不留空间，并采

用水封。 

4.12.6 含有可沉降性固体（如泥沙等）的水样，应分离除去沉淀后的可沉降性固体。分离方法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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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水样摇匀后倒入筒形玻璃容器（如量筒），静置 30 min，将上层水样移入采样容器并加入保存剂。

测定总悬浮物和石油类的水样除外。需要分别测定悬浮物和水中所含组分时，应在现场将水样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后，分别加入固定剂保存。 

4.12.7 石油类、生化需氧量、硫化物、微生物和放射性等指标检测应单独采样。 

4.12.8 采样前注意观察可能对样品检测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比如异常气味，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

行消除。 

4.12.9 完成现场测定的水样，不能带回实验室供其他指标测定使用。 

采样体积 

4.13.1 根据测定指标、检验方法以及平行样检测所需样品量等情况计算并确定采样体积。 

4.13.2 样品采集时应分类采集，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的采样体积可按表 1，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及扩

展指标的采样体积可按表 2，也可根据具体检验方法选择采样体积。 

4.13.3 有特殊要求指标的采样体积应根据检验方法的具体要求确定。 

表1 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的采样体积 

指标分类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采样体积（L） 

一般理化 G，P 0 ℃～4 ℃冷藏，避光 3～5 

氰化物 a G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 pH≥12，0 ℃～4 ℃冷藏，避

光。水样如有游离氯，现场加入适量抗坏血酸除去 
0.5～1 

一般金属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0.5～1 

砷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采用氢化物发生技术分析时，

加入盐酸（HCl）调至 pH≤2 
0.2 

铬（六价） G，P（内壁无磨损）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 pH=7～9 0.2 

高锰酸盐指数 G 每升水样加入 0.8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 0.5 

挥发性有机物 G 

加入盐酸（HCl）（1+1）调至 pH≤2，水样应充满容器至溢流

并密封，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

水样，每升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0.2 

氨（以 N 计） G，P 
每升水样加入 0.8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避

光 
0.5 

微生物（细菌类） 
G（无菌）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每

升水样加入 0.8 mg 硫代硫酸钠（Na2S2O3•5H2O） 0.5 

P（市售无菌即用型） 0 ℃～4 ℃冷藏，避光 

放射性指标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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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的采样体积（续） 

注：G为洁净磨口硬质玻璃瓶；P为洁净聚乙烯瓶（桶或袋）；P（市售无菌即用型）中含有保存剂。 

a 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现场根据游离氯含量确定加入抗坏血酸的量。游离氯含量与加入抗坏血酸的量呈线性

关系，当水样中游离氯含量为0.05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1.6 mg抗坏血酸；游离氯含量为0.3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3.0 mg

抗坏血酸；游离氯含量为1.0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6.0 mg抗坏血酸。 

表2 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及扩展指标的采样体积 

指标分类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采样体积（L） 

一般理化 G，P 0 ℃～4 ℃冷藏，避光 3～5 

氰化物及挥发酚类 a G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 pH≥12，0 ℃～4 ℃冷藏，

避光。水样如有游离氯，现场加入适量抗坏血酸除去 
1 

一般金属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0.5～1 

砷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采用氢化物发生技术分析

时，加入盐酸（HCl）调至 pH≤2 
0.2 

银 G，P（棕色）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0.5 

硼 P — 0.2 

铬（六价） G，P（内壁无磨损）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 pH=7～9 0.2 

高锰酸盐指数 G 每升水样加入 0.8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 0.5 

挥发性有机物 G 

加入盐酸（HCl）（1+1）调至 pH≤2，水样应充满容器至溢

流并密封，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

剂的水样，每升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0.2 

氨（以 N 计） G，P 
每升水样加入 0.8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

避光 
0.5 

农药类 G（衬聚四氟乙烯盖）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

每升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2.5 

邻苯二甲酸酯类 G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

每升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1 

微生物（细菌类） 
G（无菌）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

每升水样加入 0.8 mg 硫代硫酸钠（Na2S2O3•5H2O） 0.5 

P（市售无菌即用型） 0 ℃～4 ℃冷藏，避光 

放射性指标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3～5 

注：G 为洁净磨口硬质玻璃瓶；P 为洁净聚乙烯瓶（桶或袋）；P（市售无菌即用型）中含有保存剂。 

a 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现场根据游离氯含量确定加入抗坏血酸的量。游离氯含量与加入抗坏血酸的量呈线性

关系，当水样中游离氯含量为0.05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1.6 mg抗坏血酸；游离氯含量为0.3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3.0 mg

抗坏血酸；游离氯含量为1.0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6.0 mg抗坏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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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样保存 

保存措施 

应根据测定指标选择适宜的保存方法，主要有冷藏、避光和加入保存剂等。 

保存剂 

5.2.1 保存剂不应干扰待测物的测定，不能影响待测物的浓度。如果是液体，应校正体积的变化。保

存剂的纯度和等级应达到分析的要求。 

5.2.2 保存剂可预先加入采样容器中，也可在采样后尽快加入。易变质的保存剂不能预先添加。 

保存条件 

5.3.1 水样的保存期限主要取决于待测物的浓度、化学组成和物理化学性质。 

5.3.2 由于水样的组分、目标分析物的浓度和性质不同，检验方法多样，水样保存宜优先参照检验方

法中的规定，若检验方法中没有规定，可参照表 3。当水样中含有游离氯等消毒剂干扰测定需加入抗坏

血酸或硫代硫酸钠等还原剂时，应根据消毒剂浓度设定适宜的加入量，以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 

5.3.3 水样采集后应尽快测定。水温和游离氯等指标应在现场测定；其余指标的测定也应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表3 采样容器和水样的保存方法 

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浑浊度与色度 a G，P 0 ℃～4 ℃冷藏 24 h 

pH a G，P 0 ℃～4 ℃冷藏 12 h 

电导 a G，P — 12 h 

碱度 G，P 0 ℃～4 ℃冷藏，避光 12 h 

酸度 G，P 0 ℃～4 ℃冷藏，避光 30 d 

高锰酸盐指数 G 每升水样加入 0.8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 24 h 

溶解氧 a 溶解氧瓶 
加入硫酸锰（MnSO4），碱性碘化钾（KI）-叠氮化钠（NaN3）溶

液，现场固定 
24 h 

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瓶 0 ℃～4 ℃冷藏，避光 6 h 

总有机碳 G 加入硫酸（H2SO4）调至 pH≤2 7 d 

氟化物 P 0 ℃～4 ℃冷藏，避光 14 d 

氯化物 G，P 0 ℃～4 ℃冷藏，避光 28 d 

溴化物 G，P 0 ℃～4 ℃冷藏，避光 14 h 

碘化物 G，P 水样充满容器至溢流并密封保存，0 ℃～4 ℃冷藏，避光 30 d 

硫酸盐 G，P 0 ℃～4 ℃冷藏，避光 2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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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采样容器和水样的保存方法（续） 

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磷酸盐 G 0 ℃～4 ℃冷藏，避光 48 h 

氨（以 N 计） G，P 
每升水样加入 0.8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避

光 
24 h 

亚硝酸盐（以 N 计） G，P 0 ℃～4 ℃冷藏，避光 尽快测定 

硝酸盐（以 N 计） G，P 0 ℃～4 ℃冷藏，避光 48 h 

硫化物 G 
每 500 mL 水样加入 1 mL 乙酸锌溶液（220 g/L）混匀后再加

入 1 mL 氢氧化钠溶液（40 g/L），避光 
7 d 

氰化物与挥发酚类 b G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 pH≥12，0 ℃～4 ℃冷藏，避光。

水样如有游离氯，现场加入适量抗坏血酸除去 
24 h 

硼 P — 14 d 

一般金属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14 d 

银 G，P（棕色）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14 d 

砷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采用氢化物发生技术分析时，

加入盐酸（HCl）调至 pH≤2 
14 d 

铬（六价） G，P（内壁无磨损） 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至 pH=7～9 48 h 

石油类 G（广口瓶） 加入盐酸（HCl）调至 pH≤2 7 d 

农药类 G（衬聚四氟乙烯盖）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每升

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24 h 

邻苯二甲酸酯类 G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每升

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24 h 

挥发性有机物 G 

加入盐酸（HCl）（1+1）调至 pH≤2，水样应充满容器至溢流

并密封，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

样，每升水样加入 0.01 g～0.02 g 抗坏血酸 

12 h 

甲醛，乙醛，丙烯醛 G 每升水样加入 1 mL 浓硫酸（H2SO4），0 ℃～4 ℃冷藏，避光 24 h 

放射性指标 P 加入硝酸（HNO3）调至 pH＜2 30 d 

微生物（细菌类） 

G（无菌） 
0 ℃～4 ℃冷藏，避光。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每升

水样加入 0.8 mg 硫代硫酸钠（Na2S2O3•5H2O） 8 h 

P（市售无菌即用型） 0 ℃～4 ℃冷藏，避光 

注：G为洁净磨口硬质玻璃瓶；P为洁净聚乙烯瓶（桶或袋）；P（市售无菌即用型）中含有保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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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采样容器和水样的保存方法（续） 

a 表示宜现场测定。 

b 对于含游离氯等消毒剂的水样，现场根据游离氯含量确定加入抗坏血酸的量。游离氯含量与加入抗坏血酸的量呈线性

关系，当水样中游离氯含量为0.05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1.6 mg抗坏血酸；游离氯含量为0.3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3.0 mg

抗坏血酸；游离氯含量为1.0 mg/L时，每升水样加入6.0 mg抗坏血酸。 

6 样品管理和运输 

样品管理 

6.1.1 除用于现场测定的样品外，其余水样都应运回实验室进行检验分析。在水样的运输和实验室管

理过程中应保证其性质稳定、完整、不受污染、损坏和丢失。 

6.1.2 现场测试样品：应详细记录现场检测结果并妥善保管。 

6.1.3 实验室测试样品：应准确填写采样记录和标签，并将标签粘贴在采样容器上，注明水样编号、

采样者、日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信息。在采样时还应记录所有野外调查及采样情况，包括采样目的、

采样地点、样品种类、编号、数量、样品保存方法及采样时的气候条件等。 

样品运输 

6.2.1 水样采集后应立即送回实验室检验分析。样品运送应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测定指标的最长

可保存时间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在现场采样工作开始之前应安排好运输工作，以防延误。 

6.2.2 样品装运前应逐一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 

6.2.3 塑料容器要塞进内塞，拧紧外盖，贴好密封带。玻璃瓶要塞紧磨口塞，并用细绳将瓶塞与瓶颈

拴紧，或用封口胶（或石蜡）封口。待测石油类的水样不能用石蜡封口。 

6.2.4 需要冷藏的样品（见表 3），应配备专门的隔热容器，并放入制冷剂。 

6.2.5 冬季应采取保温措施，以防采样容器冻裂。 

6.2.6 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做好保护措施，防止样品因震动和（或）碰撞而导致损失或污染。 

7 水样采集的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的目的 

保证采样全过程质量，防止样品采集过程中水样受到污染或发生性状改变。 

现场空白 

7.2.1 现场空白是指在采样现场以纯水作为样品，按照测定指标的采样方法和要求，在与样品相同条

件下装瓶、保存和运输，直至送交实验室分析。 

7.2.2 通过将现场空白与实验室内空白测定结果相对照，掌握采样过程中操作步骤和环境条件对样品

中待测物浓度影响的状况。 

7.2.3 现场空白所用的纯水要用洁净的专用容器，由采样人员带到采样现场，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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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7.2.4 每批样品至少设一个现场空白。 

运输空白 

7.3.1 运输空白是以纯水作为样品，从实验室到采样现场又返回实验室。运输空白可用来掌握样品运

输、现场处理和贮存期间带来的可能污染。 

7.3.2 每批样品至少设一个运输空白。 

现场平行样 

7.4.1 现场平行样是指在相同的采样条件下，采集平行双样送实验室分析。 

7.4.2 现场平行样要注意控制采样操作和条件的一致。对水样中非均相物质或分布不均匀的污染物，

在样品灌装时应摇动采样器，使样品保持均匀。 

7.4.3 现场平行样的数量一般控制在样品总量的 10%以上。 

现场加标样或质控样 

7.5.1 现场加标样是取一组现场平行样，将实验室配制的一定浓度的被测物质的标准溶液加入到其中

一份，另一份不加，然后按样品要求进行处理，送实验室分析。将测定结果与实验室加标样对比，掌握

测定对象在采样和运输过程中的准确度变化情况。现场加标样除加标过程在采样现场进行外，其他要求

与实验室加标样一致。现场使用的标准溶液与实验室使用的应为同一标准溶液。 

7.5.2 现场质控样是指将与样品基体组分接近的质控样带到采样现场，按样品要求处理后与样品一起

送实验室分析。 

7.5.3 现场加标样或质控样的数量一般控制在样品总量的 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