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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焦化废水主要来自焦化厂和煤气厂，污染物组成复杂，含有挥发酚、

许多难以生物降解芳香族有机物、多环化合物和氧硫氮等杂环化合物，

焦化水中有高浓度的氨、酚、硫化物，其主要的废水是酚氰废水，焦化

水为高 COD 值、高酚值的一种比较难处理的工业废水，这种废水如不

处理直接排入水体，会使生物中毒甚至死亡，使农作物减产或枯死，人

饮用后会引起慢性中毒，危害大，目前，焦化废水的处理采用单种药剂

如投加聚合硫酸铁或硫酸铝或三氯化铁，去除废水中酚氰成分有机污染

物，去除效率较低，原材料成本较高。

目前，在焦化废水处理剂上有较多研究，它们有着处理效率较高、

处理剂性能稳定，生产成本较低等优点，且预计在未来几年，有持续平

稳增长的态势，相关行业也会日趋发展成熟，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但近年来，使用生产比较混乱，质量问题频发，对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现行虽有一些标准，但与目前相关行业的发展进程距离较远。

因此开展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标准研究，可有效促进污水处理剂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水处理剂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

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对我

国现有水处理剂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

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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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水处理剂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

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水处理剂市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

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水处理剂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了技

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污水处

理复合水处理剂》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

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污

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杭州诚洁环保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

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年 4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

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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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

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

南》和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

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 7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络合铁化合物和有机聚合物为主要原料，经复配、

搅拌、水解和络合等工艺流程而制成的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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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4591 水处理剂 聚合硫酸铁

HG/T 5747 水处理剂 镍、锰、铜、锌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ICP-OES）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处理剂 water treatment agent

指一类用于水处理的化学药剂，包括絮凝剂、七水硫酸亚铁、净化

剂等，一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使用复合配方的水处理剂，广泛应用于化

工等行业。

3.2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 sewage treatment composite water treatment

agent

指以络合铁化合物和有机聚合物为主要原料，经复配、搅拌、水解

和络合等工艺流程而制成的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主要用于废水的混

凝沉淀处理。

4 要求

4.1 分类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根据适用范围可分为两种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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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I剂；

b)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II剂。

4.2 外观

常温状态下，产品为液体，肉眼可见为黑色。

4.3 技术要求

4.3.1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I剂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I剂理化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密度（20℃）/（g/cm3） ≤ 1.600

2 固含量 / wt% ≥ 40

3 pH（1%水溶液） 1.5~3.0

4 铁（以Fe2O3计）/ wt% ≥ 4.0

5 总氮 / wt% ≤ 0.025

6 总磷 / mg/L ≤ 20

7 镉 / wt% ≤ 0.00025

8 铅 / wt% ≤ 0.001

9 汞 / wt% ≤ 0.00005

10 镍 / wt% ≤ 0.005

11 铬 / wt% ≤ 0.005

12 砷 / wt% ≤ 0.0005

13 铜 / wt% ≤ 0.01

14 锌 / wt%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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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II剂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污水处理复合水处理剂-II剂理化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密度（20℃）/（g/cm3） ≤ 1.100~1.400

2 固含量 / wt% ≥30

3 pH（1%水溶液） 3.0~5.0

4 氧化铝（Al2O3）/ wt% ≥ 4.0

5 总氮 / wt% ≤ 250

6 总磷 / mg/L ≤ 20

7 镉 / wt% ≤ 0.00025

8 铅 / wt% ≤ 0.001

9 汞 / wt% ≤ 0.00005

10 镍 / wt% ≤ 0.005

11 铬 / wt% ≤ 0.005

12 砷 / wt% ≤ 0.0005

13 铜 / wt% ≤ 0.01

14 锌 / wt% ≤ 0.05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除特殊说明外，试验所采用的试剂、水、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应

符合以下要求：

a) 试剂应采用分析纯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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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应符合 GB/T 6682的规定中三级水要求；

c) 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应符合 GB/T 601、GB/T 603的规定。

5.2 外观

在自然光条件下，采用目视法进行检验。

5.3 密度

5.3.1 将待测样品的温度通过水浴锅或冰柜，用温度计测量温度，并控

制在 20℃。

5.3.2 将干燥的 50mL量简置于电子天平内，记质量 m0。

5.3.3 将量筒取出来，把干燥的漏斗置于量筒上，取一定量的待测样品

倒入漏斗中，使样品沿着漏斗垂直滴入于量筒中，记下量简中样品的标

准刻度 V，将量简和样品再次置于电子天平内，读取质量 m。

5.3.4 待测样品液体的密度按式（1）计算，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

于 0.02%，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1）

式中：

ρ一待测样品液体的密度，g/ mL；

m一量筒和样品的总质量，g；

m0一空量简的质量，g；

V一倒入量简中样品的体积数，mL。

5.4 固含量

5.4.1 取 2个洁净的玻璃皿，在 105±2℃下干燥 30min。取出放入干燥器

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重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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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称取试样 m，精确到 0.0002g，置于已在试验温度恒重并称量过的

玻璃皿中，放入已调好的数显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加热，加热 150min 后

取出试样，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其质量并记录，再一次放入干

燥箱加热 30min，之后再次干燥称重，两次质量之差小于 lmg视为恒重，

记质量为 m1，否则，重复上一次操作，试验平行需测定两个试样。

5.4.3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固含量水（X1）按式（2）计算，所得结果应

表示至 1位小数，应满足 GB/T 8170修约规则，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

不大于 0.02%，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2）

式中：

X1一固含量，%；

m0一玻璃皿质量，g；

m1一烘干后试样和玻璃皿质量，g；

m一加热前试样的质量，g。

5.5 pH值

5.5.1 称取 1.0g试样，置于烧杯中，用水稀释，转移到 100mL容量瓶中

稀释到刻度，摇匀。然后用干燥的漏斗和直径为 125mm的中速定性滤

纸，过滤于干燥的烧杯中，待测。

5.5.2 用 pH=4.00的邻苯二甲酸氢钾溶液和 pH=6.86的磷酸二氢钾—邻

苯二甲酸氢钾缓冲溶液定位后，将试样溶液倒入烧杯中，将饱和甘汞电

极和玻璃电极浸入待测溶液中，到 pH值稳定时，即 1min内 pH值的变

化不大于 0.1，读取读数。

5.6 三氧化二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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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于干燥洁净的称量瓶中称取 10g试样，精确至 0.001g，移入 250m1

烧杯中。用盐酸分次洗涤称量瓶，洗液并入盛试料的烧杯中，加盐酸至

约 100mL，搅拌溶解，再曝气 15~20min，在（50士 5）℃水浴中保温

15min。于（105~110）℃干燥至恒重的坩埚式过滤器（滤板孔径为

5μm~15μm）抽滤，用水洗涤残渣至洗液中不含氯离子（用硝酸银溶液

检查）。将滤液和洗涤液移入 500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即

得试验溶液。

5.6.2 用移液管移取 25mL 试验溶液，置于 250mL 碘量瓶中，加 25mL

水，3g碘化钾和 10mL盐酸，盖好瓶盖，摇匀，于暗处放置 30min。用

碗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至淡黄色，加入 3mL淀粉指示液，继续滴定至

蓝色消失，同时做空白试验。

5.6.3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三氧化二铁含量（X2）按式（3）计算，取平

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

于 0.2%。

……………………..（3）

式中：

X2一三氧化二铁含量，%；

C一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实际溶度，mol/L：

V一滴定中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浴液的体积，mL；

V0一空白试验消耗硫代碗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m一试料的质量，g。

5.7 氧化铝

5.7.1 称取 3g~5g液体式样，精确至 0.2mg，加水溶解后，移入 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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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

5.7.2 若稀释液浑浊，用中速纸干过滤，此为试液 A。

5.7.3 用移液管移取 20mL试液 A，置于 250mL锥形瓶中，加 2.0mL硝

酸溶液，煮沸 1min，冷却至室温后加 20.00mL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

再用乙酸钠缓冲溶液调节 pH为 3，煮沸 2min。冷却后加入 10mL 乙酸

钠缓冲溶液和 2~3滴二甲酚橙指示液，用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全溶

液由淡黄色变为微红色即为终点。加入 10.0mL 氟化钾溶液，加热至微

沸。冷却，此时溶液应呈黄色，若溶液呈红色，则滴加硝酸溶液至黄。

再用氯化锌标准溶液滴定，溶液颜色从淡黄色变为微红色即为终点，记

录第二次滴定消耗的氯化锌标准溶液的体积（V）。

5.7.4 氧化铝含量以质量百分数（w1）计，按式（4）计算。取平行测定

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2%。

……………………..（4）

式中：

w1一氧化铝含量，%；

C一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浓度，mol/L；

V一试样第二次滴定消耗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A一与1.00mL氯化锌标准溶液相当的氧化铝的质量为0.05098，g；

m一试料的质量，g。

5.8 总氮

5.8.1 称取总氮含量不大于 250mg，硝态氮含量不大于 60mg 的试料

0.5g~2g，精确至 0.0002g置于蒸馏烧瓶中。

5.8.2 在蒸馏烧瓶中加 30mL 无氨水，摇动使试料溶解。加入 3g~4g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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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合金、若干防暴沸颗粒，将蒸馏烧瓶连接于蒸馏装置上，接口处均应

涂上硅脂。在吸收瓶中用移液管移入 50.0mL 硫酸溶液[C（1/2H2SO4）

=0.5mol/L]或 25.0mL硫酸溶液[C（1/2H2SO4）=1mol/L]及 4~5滴甲基红

次甲基蓝混合指示液，并与蒸馏装置连接。在吸收瓶中加适量水，以保

证导流管出口位于吸收液液面下 1.5cm处。

5.8.3 通过蒸馏装置的分液漏斗加入 20mL氢氧化钠溶液，在溶液将用完

时加入 20mL~30mL水冲洗漏斗，余 3mL~5mL水时关闭活塞。静置 10min

后，开通冷却水，同时开启加热装置，沸腾时根据泡沫产生程度调节供

热强度，避免泡沫溢出或液滴带出。蒸馏出至少 150mL 馏出液后，用

pH试纸检查液滴，如不呈碱性则结束蒸馏。用少量水冲洗导流管的下端，

取下吸收瓶。

5.8.4 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吸收瓶中的吸收液呈灰绿色为终点。

5.8.5 空白试验，除不加试样外，与试样测定采用完全相问的试剂种类

和用量，相同的分析步骤进行平行测定。

5.8.6 校对试验，定期使用新制备的含 10mg氨的分析纯硝酸御，按测试

试料的相同条件进行。

5.8.7 总氮含量以氦（N）的质量分数 w2计，数值以%表示，按式（5）

计算。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

对差值不大于 0.2%。

……………………..（5）

式中：

w2一总氮含量，%；

V0一空白试验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1一滴定试验溶液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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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mol/L；

M一氮（N）的摩尔质量，g/mol（M=14.01）；

m一试料的质量，g。

5.9 总磷

5.9.1 取 7支 50mL具塞比色管，分别加入 0.0、0.50、1.00、3.00、5.00、

10.0、15.0mL磷标准使用液，其所对应的磷含量分别为 0.0、1.0、2.0、

6.0、10.0、20.0和 30.0μg，加水至 25mL。向其中再加入 4mL过硫酸钾

溶液，将具塞比色管的盖塞紧后，用一小块布和线将玻璃塞扎紧，放在

大烧杯中置于高压蒸气消毒器中加热，待压力达 1.1kg/cm2，相应温度为

120℃时，保持 30min后停止加热。待压力表读数降至零后，取出放冷。

然后用水稀释至 50mL标线。

5.9.2 分别向各份消解液中加入 1mL抗坏血酸洛液混匀，30s后加 2mL

钼酸盐溶液充分混匀。室温下放置 15min后使用光程为 30mm比色血，

在 700nm波长下，以水做参比，测定吸光度。扣除空白试验的吸光度后，

和对应的磷的含量绘制工作曲线。

5.9.3 称取 2g试样置于 250mL烧杯中，加水稀释至 200mL，搅拌均匀。

用 30%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 pH为 7~8，用 pH试纸测。将上清液用中速

定性滤纸过滤手干燥的烧杯中，此过滤液为试液 G。

5.9.4 取 25mL试液 G于 50mL具塞比色管中，如样品中含磷浓度较高，

试样体积可以减少，加水至 25mL即可，然后按标准曲线的步骤进行处

理。同步用 25mL蒸馏水代替祥品做空白试验。以水做参比，测定吸光

度。扣除空白试验的吸光度后，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磷的含量。

5.9.5 总磷含量以ρ4表示，按下式（6）计算。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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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

ρ4一总磷含量，mg/L；

m一试样测得含磷量，μg：

V一测定用试样体积，mL。

5.10 重金属

5.10.1 镉、铅、汞、铬、砷含重的测定应符合 GB/T 14591的规定。

5.10.2 铜、锌、镍含量的测定应符合 HG/T 5747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可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组批规则

以同一合同、同一原料、同一工艺生产的产品为批。

6.3 抽样

6.3.1 应按 GB/T 6678的规定，采取同批同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

6.3.2 抽样时，应将试样搅拌均匀，采样器自包装单元的中心直插至料

层深度的 3/4处采样，取出平均样不应少于 500mL，并分装入两个清洁、

干燥、带磨口塞的试剂瓶中密封。

6.3.3 在试剂瓶上应贴上标签，包含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批号、

产品型号和采样日期等。

6.3.4 留存两瓶，一瓶供检验用，另一瓶保存一周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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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出厂检验

产品应经厂质量检验部门对表3检验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并签

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5 型式检验

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后，原料、设备、工艺等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

能时；

b)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后恢复生产时；

c) 长期停工停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求进行型式检验时。

6.6 判定规则

检验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产品检验结果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应重新从同批产品中抽取

加倍量的样品进行复检。

b) 复检合格，应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复检仍不合格，应判定该批产

品不合格。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内容 检验方式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4.2 5.2 √ √

2 密度 4.3.1、4.3.2 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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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含量 4.3.1、4.3.2 5.4 √ √

4 pH值 4.3.1、4.3.2 5.5 √ √

5 铁 4.3.1 5.6 √ √

6 氧化铝 4.3.2 5.7 √ √

7 总氮 4.3.1、4.3.2 5.8 √ √

8 总磷 4.3.1、4.3.2 5.9 √ √

9 镉 4.3.1、4.3.2 5.10.1 — √

10 铅 4.3.1、4.3.2 5.10.1 — √

11 汞 4.3.1、4.3.2 5.10.1 — √

12 砷 4.3.1、4.3.2 5.10.1 — √

13 铬 4.3.1、4.3.2 5.10.1 — √

14 镍 4.3.1、4.3.2 5.10.2 — √

15 铜 4.3.1、4.3.2 5.10.2 — √

16 锌 4.3.1、4.3.2 5.10.2 — √

注：“√”为必检项目，“—”为可选项目。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或合格证应有产品标签信息，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厂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型号、批号；

c) 各化学成分、含量；

d) 使用方法；

e) 生产日期及生产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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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使用和贮存注意事项；

g) 警示语；

h) 执行标准编号；

i)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7.2 包装

7.2.1 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7.2.2 应牢固地固定在包装箱体内，附件、备件、工具应固定在包装箱

内空隙处。

7.2.3 随机文件应用塑料袋封装，放入包装箱内，在包装箱外相应部位

上注明“箱内装有随机文件”字样。

7.2.4 随机文件应至少包括：

a) 装箱单；

b) 使用说明书；

c) 出厂检验合格证书。

7.3 运输

7.3.1 装卸货时，应轻装轻卸。

7.3.2 产品采用槽罐车运输，装载量不应超过 30吨/车。

7.3.3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曝晒、泄漏、剧烈震动、抛掷、重压、

雨淋，防止与油、酸、碱及有害物质混运。

7.4 贮存

7.4.1 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中，环境温度应不低于-5℃的库房内。

7.4.2 产品保质期为 2个月，超过贮存期应重新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

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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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产品严禁与有毒有害、酸、碱及其他腐蚀性物质同仓库贮存。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

定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水处理剂生产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

关）企业竞争。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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