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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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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镇供水单位水质在线监测的监测布点原则、监测指标与频率、系统

技术要求、数据采集与管理、安装、验收、运行维护和质量控制，提升城镇供水单

位运行管理能力，保障供水安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供水单位水质在线监测的规划设计、安装验收、运行维护

等技术应用。

1.0.3 城镇供水单位水质在线监测的规划设计、安装验收及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

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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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水质在线监测 onlin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运用水质在线分析仪、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并配以专业软件，组成一个

从取样、预处理、分析到数据处理、传输及存储的完整系统，从而实现对水质的在

线自动监测。

2.0.2 水质在线分析仪 online water quality analyzer

具有实时测量水质监测指标和自动输出水质数据功能的仪器。

2.0.3 水质在线监测点 monitoring site for water quality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所安装的位置。

2.0.4 数传模块 data transmission module

接入水质在线监测仪器，能采集监测数据并实时上传到数据平台的设备。

2.0.5 数据采集 data collection

从各类检测仪器仪表中采集数据，并进行存储、处理。

2.0.6 数据传输 data transmission

指各类仪表或设备之间，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方式，进行数据相互传递。

2.0.7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采用零点校正液为试样连续测试，水质在线分析仪的示值在一定时间内基于初

始零值的最大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的百分比。

[来源：CJJ/T 271-201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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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采用量程校正液为试样连续测试，相对于自动分析仪的测定量程，水质在线分

析仪的示值在一定时间内基于初始值的最大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的百分比。

[来源：CJJ/T 271-2017，2.0.9]

2.0.9 示值误差 error of indication

仪器指示的测量值与被测量值的真值之差。

2.0.10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特定测量条件下，在线分析仪对同一水样多次测量值间的离散程度。

[来源：CJJ/T 271-2017，2.0.10]

2.0.11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采用测试期间总运行时间与故障次数的比

值进行计算。

[来源：CJJ/T 271-2017，2.0.12]



DB21/T XXXX—2023

4

3 基本规定

3.0.1 城镇供水单位的水质在线监测应覆盖对供水水质安全有影响的关键环节，

并应全面真实地反映供水水质。

3.0.2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可采用原位监测和分流监测两种方式，分流监测根

据需要可增加自动采样单元。

3.0.3 监测指标应根据当地供水水质特征、制水工艺特点、仪器性能及应急处置

的要求确定。

3.0.4 监测频率与数据传输频率的设定应满足安全供水所需的响应与处置时间

的要求。

3.0.5 水质在线分析仪宜优先选择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GB/T 5750及行业标准规定的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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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布点

4.1 水源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1.1 应根据水源水质预警的要求选择监测点的位置，保证所采集的水样具有代

表性。

4.1.2 地表水水源应在取水口、原水输送管（渠)设置在线监测点，取水距离过

远或不宜设置时可设在进厂原水干管或配水井进口。湖库型水源可在对取水口水

质有影响的区域设置多个在线监测点。

4.1.3 地下水水源应在汇水区域、进厂原水干管或井群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水源

井、补压井设置在线监测点。

4.2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2.1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布点应覆盖进厂原水、主要净化工序出水和出厂水。

4.2.2 各监测点位的选择应保证采集的水样具有代表性，能反映相应的水质变化

状况。

4.3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3.1 在线监测点的位置和数量应能保证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管网水质。

4.3.2 供水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较大规模加压泵站等重要区域或节点

应设置在线监测点。

4.3.3 管网末梢、水质易受污染或流动性较差的管道位置宜根据需要增设在线监

测点。

4.3.4 监测点数量应根据供水服务人口确定。50万人以下，在线监测点不应小

于 3 个， 50 万人～100 万人，不应小于 5 个；100 万人～500 万人，不应小于

20个；500万人以上，不应小于 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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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4.1 二次供水水箱（池）的进、出口处宜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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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指标与频率

5.1 水源水

5.1.1 地表水水源应监测浑浊度、pH、水温，宜监测电导率、溶解氧。水源易

遭受污染时应增加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或其他特征指标；水体富营养化时应增加

叶绿素 a等指标；存在季节性超标现象时，可增加相应特征指标。

5.1.2 地下水水源应监测浑浊度、pH，宜监测电导率，当铁、锰或其他指标存

在超标现象时，可增加相应特征指标。

5.1.3 水源存在重金属污染风险时，应增加监测相应重金属指标。

5.1.4 水源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及时反映和预警水质变化的要求，不宜小于

1次/2h；当污染风险较高或水质变化波动较大时应增加监测频率。

5.2 水厂

5.2.1 进厂原水水质在线监测应选取对水厂后续生产可能产生影响的指标。

5.2.2 水厂净化工序出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根据工序运行管理

需要可增加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

5.2.3 出厂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根据需要可增加色度、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

5.2.4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水厂运行工艺调控的时间要求，浑浊度和消

毒剂余量监测频率不宜小于 12次/h。

5.3 管网

5.3.1 管网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可选择监测色度、电导率、水

温等指标。

5.3.2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水质预警的要求，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监测

频率不宜小于 4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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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二次供水

5.4.1 二次供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可选择监测色度、电导率、

水温等指标。

5.4.2 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水质预警的要求，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

监测频率不宜小于 4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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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技术要求

6.1 性能指标

6.1.1 水质在线分析仪应具有国内计量器具证书或有资质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

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6.1.1的要求，其检验规范按附录 A执行。

表 6.1.1 水质在线分析仪性能指标

指标 方法原理 量程 示值误差 重复性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平均无故障

运行时间

浑浊度 散射光法
0.1NTU～

100NTU
±10 % ≤2 % ±3 % ±5 % ≥720 h/次

游离氯/

总氯

1、DPD比色法

2、3,3',5,5'-四甲 基

联苯胺比色法

3、电极法

0.02mg/L～

5mg/L
±10 % ≤5 % ±2 % ±5 % ≥720 h/次

二氧化氯
1、DPD比色法

2、电极法

0.02mg/L～

2mg/L
±10 % ≤5 % ±2 % ±5 % ≥720 h/次

水温 热敏电阻法 0℃～60℃ - ±0.5℃ - - ≥720 h/次

pH
1、玻璃电极法 0～14 ±0.03 pH ±0.02 pH - ±0.05 pH

≥720 h/次
2、标准缓冲溶液法 6.0～9.0 ±0.1 pH ±0.1 pH - ±0.1 pH

电导率 电极法
0μS/cm～

2000μS/cm
±2 % ≤1 % ±1 % ±1 % ≥720 h/次

溶解氧
1、荧光法

2、覆膜电极法

0mg/L～

20mg/L
±0.3 mg/L ±0.15 mg/L ±1.5 % ±1.5 % ≥720 h/次

色度 铂-钴标准比色法 1度～50度 ±10 % ≤5 % ±5 % ±5 % ≥720 h/次

氨氮

1、水杨酸盐光度法

2、靛酚蓝比色法

3、纳氏试剂光度法

4、气敏电极法

0.02mg/L～

2mg/L
±10 % ≤5 % ±5 % ±5 % ≥720 h/次

高锰酸盐

指数
酸性高锰酸钾法

0.5mg/L～

10mg/L
±10 % ≤5 % ±5 % ±5 % ≥720 h/次

铁 二氮杂菲光度法
0.05mg/L～

1mg/L
±10 % ≤5 % ±5 % ±5 % ≥720 h/次

锰
1、甲醛肟比色法

2、高碘酸钾比色法

0.05mg/L～

1mg/L
±10 % ≤5 % ±5 % ±5 % ≥720 h/次

叶绿素 a 荧光法
0μg/L～

500μg/L
±10 % ≤5 % ±0.1 μg/L ±10 % ≥720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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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作电压和频率

6.2.1 工作电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仪表供电设计规范》HG/T 20509的相关

规定，工作电压为：单相（220±22）V，频率为：（50±1）Hz。

6.3 工作温度和湿度

6.3.1 环境温度：5℃～45℃，相对湿度：0～85 %（不冷凝）。

6.3.2 样品温度：4℃～40℃。

6.4 功能要求

6.4.1 中文操作界面。

6.4.2 数据显示、存储和输出。

6.4.3 零点、量程校正。

6.4.4 时间设定、校对、参数显示。

6.4.5 故障自诊断及报警。

6.4.6 主动抽吸水样，不受流量和水压影响。

6.4.7 监测频率可调。

6.4.8 周期性自动清洗，且清洗周期可调。

6.4.9 断电保护和来电自启。

6.4.10 数字信号输出功能，具有 RS485接口，数据传输采用ModBus标准通信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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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采集与管理

7.1 数据采集和传输

7.1.1 在线分析仪可通过连接数传模块与数据平台通讯，也可由仪器直接与数据

平台通讯。

7.1.2 在线分析仪与数传模块之间采用 RS-485或 RS-232串行通讯接口，通讯

协议采用ModBus-RTU标准。

7.1.3 数据平台能够对数字信号进行多通道、高性能的实时采集，采集值与仪器

测量值误差不应大于仪器量程的 1%。

7.1.4 数据采集内容应包括检测结果、检测时间、数据标记等，可根据需要增加

仪器运行状态、告警信息。

7.1.5 数据传输可采用有线或无线通讯方式，应具有数据加密功能。

7.1.6 无线数据传输可通过 GSM//CDMA/LTE/GPRS等移动通信网络进行传输，

也可通过以太网或WIFI接入 Internet进行数据传输。

7.1.7 采用无线传输时监测点应有稳定的信号；如果监测点信号不稳定或没有信

号，应将数传模块安装在有信号的地方，并通过线缆与监测仪器连接。

7.2 数据存储

7.2.1 数据的存储或者输出格式应为常用的格式，如 TXT文件、CSV文件或者

Excel文件等格式，如果使用加密文件的专用格式，应公开其格式并提供读取数

据的方法和软件。

7.2.2 数据应存储在本地，可随时利用外部存储器进行数据导出，并可以在通用

的计算机中读出。

7.2.3 存储容量应满足使用要求，可扩展，当所有的数据输入端口全部使用时保

存不少于 3个月的历史数据，存储的数据可方便提取，并可在通用的计算机中读

出。

7.2.4 应采用开放型的标准关系数据库，具有网络共享功能，方便单位内部快速

访问、查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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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数据管理

7.3.1 数据平台软件应具备数据读取、展示、报表统计、图形曲线分析、数据导

出、预警等功能。

7.3.2 数据管理应进行分级管理，对不同角色设不同管理权限。

7.3.3 监测数据长时间保持不变，或者短时间内急剧上升或下降时，应开展现场

检查，及时查明原因。

7.3.4 发现监测数据异常时，应确认数据异常的原因并采取处置措施，必要时可

提高人工检测频率。

7.3.5 每季度定期备份监测数据，每年对全年的监测数据备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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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仪器安装

8.1 基本要求

8.1.1 水质在线分析仪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

验收规范》GB 50093的有关规定。

8.1.2 电源：电压为单相(220±22)V，频率为(50±1)Hz，具有接地端。

8.2 安装环境

8.2.1 环境温湿度应符合仪器正常工作要求，设备安装后的工作温度应在 5℃～

45℃之间，湿度在 0～85 %相对湿度(不冷凝)范围内。环境温度过低时，应增加

防冻设施。

8.2.2 安装的位置应具备进水、排水条件，预留的空间应合理、应方便操作人员

使用、维护和校验。

8.2.3 安装场所应具有防雷、防盗和防人为破坏的设施，防雷等级不应低于 3

级。

8.2.4 安装环境应无阳光直射，无电磁干扰，无强腐蚀性气体，无影响设备正常

运行的震动存在。

8.2.5 安装环境应有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稳压稳流设施，且不应有通讯盲区。

8.3 安装准备

8.3.1 仪器进场时，应核对相关设备出厂使用说明书、设备清单、产品合格证及

检测报告等产品技术文件。

8.3.2 仪器型号、规格和数量等，应满足监测规划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8.3.3 仪器外观不应有变形、损坏和锈蚀等，应有产品标识，且标识应清晰。

8.3.4 仪器设备安装前，应复核安装环境，确保符合安装规定。

8.4 其他要求

8.4.1 安装带有高温加热装置的水质在线分析仪，应避开可燃物和严禁烟火的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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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根据水源水或进厂原水水质实际情况，在线分析仪可安装过滤等前处理装

置，应防止过度过滤，过滤后水样应具有监测相应指标的代表性。

8.4.3 监测点应保证全天 24 h供水供电联网。

8.4.4 在线分析仪与数传模块或者数据平台的电缆连接应可靠稳定﹐并尽量缩

短信号传输距离，减少信号损失。

8.4.5 存在电源不稳定、水压不稳定等现象时，应增加稳压、稳流设备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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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仪器验收

9.1 验收条件

9.1.1 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的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

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的有关规定。

9.1.2 在线分析仪的性能应满足表 6.1.1中的性能要求并提供检测报告。

9.1.3 在线分析仪的验收应在稳定试运行 30 d 后进行，用于供水污染应急水质

在线监测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试运行时间。

9.1.4 具备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的选型、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性能检测报

告及稳定运行 30 d 的记录等相关技术资料。

9.1.5 在线分析仪采用的基础通信协议和基础通信网络应符合本规程 7.1.2 和

7.1.6条款的相关要求。

9.2 现场验收

9.2.1 仪器功能应满足本文件 6.4的要求。

9.2.2 进行实际样品比对试验之前，应按照仪器的使用规定，对仪器进行校准和

维护。

9.2.3 根据监测点样品浓度范围选择量程，并在该量程下按照本文件附录 B的

方法进行实际样品比对试验。

9.2.4 宜采用标准物质比对试验、国标方法的便携式仪器与水质在线分析仪比对

同一水样，也可采集水样进行实验室比对。所用便携式仪器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

期内，且比对前经过校准。

9.2.5 比对试验现场采集的水样应为在线分析仪溢流口的水，并为同一水样。在

比对试验期间，水样浓度不应波动，否则不具备比对条件，需待水样浓度稳定后

方可进行比对。

9.2.6 比对试验应连续 3 d，每天开展 1次；比对结果误差应符合表 9.2.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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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6 水质在线分析仪实际样品比对试验要求

指标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要求

浑浊度
±0.10 NTU（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1 NTU时）

±1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1 NTU时）

游离氯/总氯
±0.02 m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2 mg/L 时）

±1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2 mg/L 时）

二氧化氯
±0.02 m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1 mg/L 时）

±2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 0.1 mg/L时）

水温 ±0.1℃

pH ±0.1 pH
电导率 ±1 %
溶解氧 ±0.3 mg/L
色度 ±5 度

氨氮
±0.05 m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5 mg /L时）

±1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 0.5 mg/L时）

高锰酸盐指数
±0.4 m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4 mg/L时）

±1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 4 mg/L时)

铁
±0.02 m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1 mg/L 时）

±2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1 mg/L 时）

锰
±0.02 m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1 mg/L 时）

±20 %（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0.1 mg/L 时）

叶绿素 a

±40%（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10 μg/L时）

±30%（10 μg/L＜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50 μg/L时）

±20%（实际水样的标准方法检测值>50 μg/L时）

9.2.7 验收期间不应对在线分析仪进行零点或量程校正、维护、检修或调节。

9.3 联网验收

9.3.1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数据通信联网验收。

9.3.2 仪器设备和数据平台之间通信稳定，不应出现经常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每

日掉线在 5次以内且每次掉线时间在 5 min以内）、数据丢失、数据不完整等通

信问题。

9.3.3 所采用的数传模块在需要时可采取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

传输的安全性。

9.3.4 系统稳定运行 30 d后，任取其中不少于连续 7 d的数据进行检查，平台

接收的数据、数传模块采集和传输的数据与在线分析仪显示的测定值应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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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9.4 验收报告

9.4.1 验收完成后，应及时对有关技术资料、安装调试和运行考核原始数据及现

场记录进行收集、整理并编写验收报告。

9.4.2 验收报告的格式可参照本规程附录 C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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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行维护

10.0.1 应建立在线监测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有专门人员对设备进行

维护管理。维护人员要熟悉仪器维护流程，经过专业培训，按照操作规程和维护

保养制度进行管理，并做好质量控制工作。

10.0.2 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包括现场巡查、定期维护和报警维护。

10.0.3 现场巡查应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水厂内各监测点的现场巡查

频率不应小于每天 1次，水厂外监测点的现场巡查频率不宜小于每两周 1次。巡

查工作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附属设备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2 水质在线分析仪的运行环境是否符合要求。

3 线路、管路是否有破损、泄漏等现象。

4 试剂、标准溶液等是否充足有效。

5 供水、供电、数据传输是否正常。

10.0.4 定期维护应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维护工作应包括但不限于下

列内容：

1 保持安装环境清洁，保持在线监测设备清洁，避免仪器震动，保证温、

湿度符合仪器工作要求。

2 保持仪器管路畅通，进出水正常，无漏液。

3 对电源控制器、空调等辅助设施进行检查维护。

4 按照仪器要求进行仪器维护保养、易耗品和试剂更换工作。

5 其他未提及的维护内容，应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

10.0.5 仪器出现报警后，应及时排查、确定故障后应及时排除。

10.0.6 进行运行维护时应作好记录，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仪器及辅助设备运行

状况、校准记录，数据传输以及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和维护保

养、维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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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质量控制

11.1 仪器校验

11.1.1 定期校验仪器，宜每季度 1次。仪器校验至少包括校准、示值误差和重

复性试验。对影响检测结果的部件进行故障维修或更换后，应重新进行校验。

11.1.2 采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校验；有证标准物质无法获得时，可采用自行配

制的标准样品进行校验。

11.1.3 定期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至少每月 1次，比对试验的实验室仪器或

便携式仪器应采用检定合格或校准后的设备。

11.1.4 校验结果和实际水样比对结果应满足本规程表 6.1.1和表 9.2.6的要求。

当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对仪器进行调试，并重新进行校验或比对试验。

11.1.5 集中存档并妥善管理各类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仪器校准、示值误差、重复性、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等的实时记录。

2 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报告、现场巡查、维护保养记录。

3 仪器设备的检修、易耗品的定期更换记录。

4 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维护规范或管理制度。

11.2 数据有效性判别

11.2.1 未通过数据有效性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无效，不作为水质评价的依据。

11.2.2 当流量为零时，所得的监测值为无效数据，应予以剔除。

11.2.3 监测值为负值无任何意义(水质综合毒性值除外)，应视为无效数据予以

剔除。

11.2.4 在线分析仪校准和质控样测试期间的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应对该时段数

据作标记以作为仪器检查和校准的依据，并予以保留。

11.2.5 在线分析仪、数传模块及数据平台接收到的数据误差大于 10%时，监控

中心接收到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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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数据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或下降，或者长时间连续不变时，统计时不能

随意剔除，需通过现场检查、质控等手段来识别，再做处理。

11.2.7 仪器在故障状态下、校准和维护期间的数据及超量程的数据应视为无效

数据，应对该时段的数据做标记，作为仪器检查和校准的依据予以保留。

11.2.8 超出仪器校准周期的数据应评估其数据有效性。

11.2.9 上次比对实验或校验合格到此次比对实验或校验不合格期间的在线监测

数据作为无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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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水质在线分析仪性能指标检验规范

A.1 通用要求

A.1.1 检验前需按照仪器使用的规定进行校准。

A.1.2 环境条件：环境温度：5～40℃，相对湿度：≤85%（不冷凝）。

A.1.3 供电电源：(220±22)V，频率为(50±1)Hz。

A.1.4 性能指标“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运行期间，需按仪器使用的规定进行运

行管理和维护工作。仪器故障包括但不限于无法开机、不明原因死机、电路板及

其他非易损元器件损坏等。

A.2 仪器性能指标检验规范

A.2.1 浊度在线分析仪

A.2.1.1 检验条件

A.2.1.1.1 浊度标准溶液：采用福尔马肼国家水质浊度标准溶液（不确定度≤3%

（k=2））。

A.2.1.1.2 聚合物浊度悬浮液：1h内浊度值变化不大于 0.2%（粒径范围 0.1 μm～

0.5 μm的球形单分散聚合物颗粒，均匀的悬浮于液体中，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

浊度值的浊度溶液）。

A.2.1.1.3 零浊度水：用孔径不大于 0.2 μm的微孔滤膜过滤蒸馏水（或反渗透水、

离子交换水），反复过滤 2次以上，可作为检定用的零浊度水。

A.2.1.2 检验方法

A.2.1.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为 10.0 NTU的浊度

标准溶液进行测量，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

平均值T，按以下公式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100
T
TTT
s

s 


 （1-1）

式中：ΔT——相对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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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标准溶液标称值；

T—标准溶液测量平均值。

A.2.1.2.3 重复性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将聚合物浊度悬浮液用零浊度

水稀释至 10.0 NTU的浊度悬浮液，重复进样测定 7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测

量值 Ti，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100
T

TT
1-n

1

s

n

1i

2

i

R 


 




 ）（

（1-2）

式中：sR——相对标准偏差，%；

n——测量次数；

Ti——某一测量值；

T——测量平均值。

A.2.1.2.4 零点漂移

在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内，根据仪器操作要求，调好仪器零点 T0，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下式计算零点偏移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

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100
T
TTT 0i

i 


 （1-3）

式中：T——仪器最低量程满量程值。

A.2.1.2.5量程漂移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将聚合物浊度悬浮液用零浊度

水稀释至 10.0 NTU的浊度悬浮液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

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下式计算量程偏移δi，

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100
T
TTδ 0i

i 


 （1-4）

式中：T——常用量程满量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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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6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N
T

T 总 （1-5）

A.2.2 游离氯、总氯在线分析仪

A.2.2.1 检验条件

A.2.2.1.1 纯水：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A.2.2.1.2 模拟氯标准溶液：比色法按 GB/T 5750.11进行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

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

供的有证标准物质；游离氯标准物质，相对扩展不确定度≤3%（k=2），总氯标

准物质，相对扩展不确定度≤2%（k=2）。

A.2.2.1.3 无需氯水：依据 GB/T 5750.11获得无需氯水。

A.2.2.2 检验方法

A.2.2.2.1 示值误差

比色法：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为 2.00 mg/L

的模拟氯标准溶液，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加入配套试剂，待反应完成后放入

仪器中进行测量，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

均值T，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电极法：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实际水样的游离

氯浓度，读取稳定的测定结果 Ti，重复进样测定 3次，求其平均值T；选择符合

GB/T 5750.11-2006，且通过标准溶液校准的比色法余氯便携式或实验室分析仪，

测定实际水样的余氯浓度，得到测定结果 Ts；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

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2.2.2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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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为 2.00 mg/L的模拟

氯标准溶液（电极法可选择实际水样进行测量），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加入

配套试剂，待反应完成后重复进样测定 7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

按公式（1-2）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2.2.3 零点漂移

在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量

无需氯水的游离氯浓度，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 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3）计算零点偏移ΔTi，取绝对值

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2.2.4 量程漂移

在常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标称

值为 2.00 mg/L的模拟氯标准溶液进行测量（电极法可选择实际水样进行测量），

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

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量程偏移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2.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A.2.3 二氧化氯在线分析仪

A.2.3.1 检验条件

A.2.3.1.1 纯水：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A.2.3.1.2 模拟二氧化氯标准溶液：按 GB/T 5750.11制备模拟氯标准溶液，该氯

标准溶液相当于 1.9倍的二氧化氯。

A.2.3.1.3 无需氯水：依据 GB/T 5750.11获得无需氯水。

A.2.3.2 检验方法

A.2.3.2.1 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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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二氧化氯相当浓

度为 1.90 mg/L的模拟二氧化氯标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

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

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电极法：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实际水样的二氧

化氯浓度，读取稳定的测定结果 Ti，重复进样测定 3次，求其平均值T；选择符

合 GB/T 5750.11，且通过标准溶液校准的比色法二氧化氯便携式或实验室分析仪，

测定实际水样的二氧化氯浓度，得到测定结果 Ts；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

对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3.2.2 重复性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相当于二氧化氯浓度为 1.90

mg/L的模拟二氧化氯标准溶液（电极法可选择实际水样进行测量），重复进样

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式（1-2）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

器重复性。

A.2.3.2.3 零点漂移

在已经校正过的仪器最低量程范围，测量无需氯水的二氧化氯浓度，仪器读

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3）计算零点偏移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3.2.4 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采用浓度为 1.90 mg/L的模拟二氧化

氯标准溶液进行测量（电极法可选择实际水样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

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

计算量程偏移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3.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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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水温在线测定仪

A.2.4.1 检验条件

A.2.4.1.1 实际水样。

A.2.4.2 检验方法

A.2.4.2.1 重复性

在仪器已经校准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测量实际水样的温度，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下式（4-1）计算标准偏差 s为仪器重复性。





n

1i

2

i TT
1-n

1s ）（ （4-1）

式中：s——标准偏差；

n——测量次数；

Ti——某一测量值；

T——测量平均值。

A.2.4.2.2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A.2.5 pH在线分析仪

A.2.5.1 检验条件

A.2.5.1.1 pH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

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标准溶液。

A.2.5.2 检验方法

A.2.5.2.1 示值误差

在仪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量 pH =

6.86（25℃）的标准溶液。重复“校准”和“测量”操作 3次，取平均值作为仪

器示值
——

pHy，此示值与测量溶液在测定温度下的标准值 pHs之差为仪器示值误差

Δ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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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Hy=
——

pHy - pHs（5-1）

A.2.5.2.2 重复性

在仪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量 pH =

6.86（25℃）的标准溶液。重复“校准”和“测量”操作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pHy,i，计算标准偏差 spH为仪器重复性。





n

1i

2

yiy, pHHp
1-n

1s ）（ （5-2）

式中：s——标准偏差；

n——测量次数；

pHy,i——某次测量值；

——

pHy——测量平均值。

A.2.5.2.3 量程漂移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量 pH = 6.86（25℃）的标

准溶液，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

记录仪器示值 Ti，计算该段时间内的读数 Ti与初始值 T0的差值ΔTi，取绝对值最

大的ΔTi为仪器漂移。

ΔTi= Ti- T0（5-3）

A.2.5.2.4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A.2.6 电导率在线分析仪

A.2.6.1 检验条件

A.2.6.1.1 纯水：将蒸馏水通过离子交换柱，电导率应小于 1 μS/cm。

A.2.6.1.2 电导率标准溶液：标准溶液的参考值的相对不确定度≤0.25（k=2），

可使用氯化钾电导率溶液标准物质，也可选用氯化钾电导率固体标准物质按需求

配制。

A.2.6.2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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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为 1410 μS/cm左右

的电导率标准溶液进样测定，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

误差。

A.2.6.2.2 重复性

在常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

为 1410 μS/cm左右的电导率标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7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

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2）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6.2.3 零点漂移

在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将电

极系统浸入纯水中，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

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

器零点漂移。

A.2.6.2.4 量程漂移

在常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

为 1410 μS/cm左右的电导率标准溶液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

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

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6.2.5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A.2.7 溶解氧在线分析仪

A.2.7.1 检验条件

A.2.7.1.1 无氧水：500 mL烧杯中加人 250 mL蒸馏水，然后加入 500 mg 亚硫酸

钠及微量二价钴盐，例如六水合氯化钴作催化剂。搅拌均匀后使用，使用时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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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1.2 饱和溶氧水：在波动不超过±0.5℃的一定温度条件下，以约 1 L/min

的流量将空气通入 500 mL蒸馏水中曝气 60 min以上，停止曝气后，静置 20 min

使溶解氧达到稳定。

A.2.7.2 检验方法

A.2.7.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饱和溶氧水的溶解氧浓度，

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同时采用

GB/T 7489-1987规定的方法测定该样品的溶解氧浓度，记为 Ts。按公式（1-1）

计算仪器的相对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7.2.2 重复性

在常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饱和

溶氧水的溶解氧浓度，重复进样测定 7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按

公式（1-2）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7.2.3 零点漂移

在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

无氧水的溶解氧浓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

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

器零点漂移。

A.2.7.2.4 量程漂移

在常用量程范围内，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饱和

溶氧水的溶解氧浓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

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

程漂移。

A.2.7.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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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色度在线分析仪

A.2.8.1 检验条件

A.2.8.1.1 色度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

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色度标准溶液，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1%（k=2）。

A.2.8.1.2 纯水：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A.2.8.2 检验方法

A.2.8.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取色度值为 25度的标准溶

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按公

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8.2.2 重复性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色度值为 25度的标准溶

液为样品，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式（1-2）计算相对标

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8.2.3 零点漂移

校正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在该量程范围内测量纯水的色度值，仪器读数稳定

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

公式（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8.2.4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标称值为 25度的色度标准溶液

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

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8.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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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 氨氮在线分析仪

A.2.9.1检验条件

A.2.9.1.1 氨氮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

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氨氮标准溶液，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3%（k=2）。

A.2.9.1.2 无氨水：可用一般纯水通过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或者加硫酸和高锰

酸钾后重蒸馏制得。

A.2.9.2 检验方法

A.2.9.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取浓度为 0.50 mg/L的氨氮

标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

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9.2.2 重复性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为 0.50 mg/L的氨氮

标准溶液为样品，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式（1-2）计算

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9.2.3 零点漂移

校正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在该量程范围内测量无氨水的氨氮浓度，仪器读数

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4 h，每隔 0.5 h记录仪器示值 Ti，按

公式（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9.2.4 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标称值为 0.50 mg/L的氨氮标准

溶液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4 h，每隔 0.5

h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9.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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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 高锰酸盐指数在线分析仪

A.2.10.1检验条件

A.2.10.1.1 不含还原性物质的水：根据 GB/T 11892-1989获得不含还原性物质的

蒸馏水。

A.2.10.1.2 高锰酸盐指数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

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有证标准物质，其扩展不

确定度≤3%（k=2）。

A.2.10.2 检验方法

A.2.10.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取浓度为 2.0～3.0 mg/L

（20℃）的高锰酸盐指数标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

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

器的示值误差。

A.2.10.2.2 重复性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2.0～3.0 mg/L（20℃）

的高锰酸盐指数标准溶液为样品，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

式（1-2）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10.2.3 零点漂移

校正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在该量程范围内测量不含还原性物质的水的高锰酸

盐指数，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6 h，每隔 1 h记录

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10.2.4 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2.0～3.0 mg/L（20℃）

的高锰酸盐指数标准溶液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

持续观测 6 h，每隔 1 h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

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10.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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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A.2.11 铁在线分析仪

A.2.11.1检验条件

A.2.11.1.1 纯水：新制备，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A.2.11.1.2 铁标准溶液：依据 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

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

的有证标准物质。

A.2.11.2 检验方法

A.2.11.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取浓度为 0.50 mg/L的铁标

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

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11.2.2 重复性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0.50 mg/L的铁标准溶液

为样品，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式（1-2）计算相对标准

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11.2.3 零点漂移

校正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在该量程范围内测量纯水的铁含量，仪器读数稳定

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4 h，每隔 0.5 h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

（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11.2.4 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0.50 mg/L的铁标准溶液

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4 h，每隔 0.5 h

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11.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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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A.2.12 锰在线分析仪

A.2.12.1检验条件

A.2.12.1.1 纯水：新制备，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A.2.12.1.2 锰标准溶液：依据 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

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

的有证标准物质。

A.2.12.2 检验方法

A.2.12.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取浓度为 0.50 mg/L的锰标

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值T，

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12.2.2 重复性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0.50 mg/L的锰标准溶液

为样品，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式（1-2）计算相对标准

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12.2.3 零点漂移

校正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在该量程范围内测量纯水的锰含量，仪器读数稳定

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4 h，每隔 0.5 h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

（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12.2.4 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0.50 mg/L的锰标准溶液

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4 h，每隔 0.5 h

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程漂移。

A.2.12.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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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 叶绿素 a在线分析仪

A.2.13.1检验条件

A.2.13.1.1 纯水：新制备，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A.2.13.1.2 叶绿素 a标准溶液：使用罗丹明自行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

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有证

标准物质。

A.2.13.2 检验方法

A.2.13.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取浓度为 400 μg/L 的叶绿

素 a标准溶液，重复进样测定 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 Ti，求其平均

值T，按公式（1-1）计算仪器的相对示值误差ΔT，表示仪器的示值误差。

A.2.13.2.2 重复性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400 μg/L 的叶绿素 a 标

准溶液为样品，重复进样测定 7次，记录单次测量值 Ti，按公式（1-2）计算相

对标准偏差 sR，即表示仪器重复性。

A.2.13.2.3 零点漂移

校正仪器最低量程范围，在该量程范围内测量纯水的叶绿素 a含量，仪器读

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3）计算ΔTi，取绝对值最大的ΔTi为仪器零点漂移。

A.2.13.2.4 量程漂移

在仪器已经校正过的常用量程范围内，选用浓度为 400 μg/L 的叶绿素 a 标

准溶液进行测量，仪器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0作为初始值，持续观测 30 min，

每隔 5 min记录仪器示值 Ti，按公式（1-4）计算δi，取绝对值最大的δi为仪器量

程漂移。

A.2.13.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 T 总和故障次数 N，按公

式（1-5）计算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T（单位 h/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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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水质在线分析仪现场验收比对试验规范

B.1 通用要求

B.1.1 进行现场验收比对试验之前，应当按照在线仪器使用的规定，对仪器进行

校准和维护。

B.1.2 现场验收比对试验周期一般为连续 3天，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B.1.3 原则上，试验周期内单台在线仪器的比对试验次数不少于 1次；如果安装

台数较多，则可根据实际安装数量，选取 1/5～1/3数量的在线仪器进行比对试验。

B.1.4 现场验收试验环境条件：环境温度：5～40℃，相对湿度：≤85%（不冷凝）。

B.2 公式列示

公式（1）：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

公式（2）：比对试验误差 = Tm-Tn

B.3 水质在线仪器现场验收试验比对规范

B.3.1 水质在线浊度仪

B.3.1.1 试验条件

B.3.1.1.1 浊度标准物质：采用福尔马肼水质浊度有证标准物质，扩展不确定度

≤3%（k=2）。

B.3.1.1.2 零浊度水：经过不大于 0.2 μm的微孔滤膜两次过滤的蒸馏水（或反渗

透水、离子交换水）。

B.3.1.1.4 便携式或台式浊度仪：散射式浑浊度仪，用于现场比对。使用前按仪

器说明书用零浊度水与浊度标准物质稀释而成的校准液进行校准，并在有效期经

检定合格。校准方法：检测零浊度水结果为 0.00NTU且检测 10NTU浊度校准液

偏差不大于±0.4NTU为校准合格。

B.3.1.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浊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

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浊度仪测试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

%100
T
TT

n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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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1NTU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Tn≤1NTU时，按公式（2）计

算试验误差。

B.3.2 游离氯、总氯在线分析仪

B.3.2.1 试验条件

B.3.2.1.1 无需氯水：按 GB/T 5750.11进行制备。

B.3.2.1.2 氯标准溶液：按 GB/T 5750.11进行制备。

B.3.2.1.3 便携式或台式游离氯总氯仪：GB/T 5750.11 DPD法原理，用于现场比

对。使用前按仪器说明书对仪器进行校准，并经过验证合格。验证方法：用无需

氯水对仪器进行调零，把无需氯水和 0.5 mg/L氯标准溶液当成样品按说明书操

作加入试剂进行检测，无需氯水结果为 0.00 mg/L，0.5 mg/L氯标准溶液偏差不

大于±5%为验证合格。

B.3.2.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游离氯浓度，读数稳定后

读取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游离余氯仪测试该监测点水样，

结果为 Tn。Tn＞0.2mg/L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Tn≤0.2mg/L时，

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差。

B.3.3 二氧化氯在线分析仪

B.3.3.1 试验条件

B.3.3.1.1 无需氯水：按 GB/T 5750.11进行制备。

B.3.3.1.2 二氧化氯模拟标准溶液：按 GB/T 5750.11进行制备氯标准溶液，该氯

标准溶液相当于 1.9倍的二氧化氯。

B.3.3.1.3 便携式或台式二氧化氯仪：GB/T5750.11 DPD法原理，用于现场比对。

使用前按仪器说明书对仪器进行校准，并经过验证合格。验证方法：用无需氯水

对仪器进行调零，把无需氯水和 0.5 mg/L的二氧化氯模拟校准液当成样品按说

明书操作加入试剂进行检测，检测时不加入甘氨酸，只加入 DPD显色剂，无需

氯水结果为 0.00 mg/L，0.5 mg/L二氧化氯模拟校准液偏差不大于±5%为验证合

格。

B.3.3.2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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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二氧化氯浓度，读数稳定

后读取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二氧化氯仪测定该监测点水样，

结果为 Tn。Tn＞0.1mg/L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Tn≤0.1mg/L时，

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差。

B.3.4 水温在线测定仪

B.3.4.1 试验条件

B.3.4.1.1水银温度计或电子温度计：用于现场比对。电子温度计使用前需校准。

B.3.4.2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温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

值 Tm。同时，用温度计测定该点水样温度，结果为 Tn。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

差。

B.3.5 pH在线分析仪

B.3.5.1 试验条件

B.3.5.1.1 pH校准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

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标准溶液，不确定度≤0.01pH（k=3）。

B.3.5.1.2 便携式或台式 pH计：不低于 0.01级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用于现场

比对。

B.3.5.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得 pH值，读数稳定后读取

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 pH计测试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

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差。

B.3.6电导率在线分析仪

B.3.6.1试验条件

B.3.6.1.1电导率溶液标准物质：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

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标准物质，不确定度≤0.25%

（k=2）。

B.3.6.1.2便携式或台式电导率仪：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5级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

用于现场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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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2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电导率，读数稳定后读取

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电导率仪测试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

当实际水样电导率低于 100 μS/cm时，可在实际水样中加入适量氯化钾以提

高电导率值，再进行测试。

B.3.7 溶解氧在线分析仪

B.3.7.1 试验条件

B.3.7.1.1 无氧水：500 mL烧杯中加人 250 mL蒸馏水，然后加入 500 mg 亚硫酸

钠及微量二价钴盐，例如六水合氯化钴作催化剂。搅拌均匀后使用，使用时现配。

B.3.7.1.2 饱和溶氧水：在波动不超过±0.5℃的一定温度条件下，以约 1 L/min

的流量将空气通入 500 mL蒸馏水中曝气 60 min以上，停止曝气后，静置 20 min

使溶解氧达到稳定。

B.3.7.1.2 实验室溶解氧检测设备：按照 GB/T 7489-1987规定的碘量法检测溶解

氧，用于实际水样比对。

B.3.7.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溶解氧，读数稳定后读取

示值 Tm。同时，用实验室标准检验方法测定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按公式

（2）计算试验误差。

B.3.8 色度在线分析仪

因出厂水、管网水、二次供水实际样品中色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小于 1，所

以采用稀释的色度标准溶液作为实际样品进行比对试验，测试结果与理论值进行

比较。

B.3.8.1 试验条件

B.3.8.1.1 色度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

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色度标准溶液，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1%（k=2）。

B.3.8.1.2 纯水：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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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用纯水将色度标准溶液稀释为 15度标准溶液作为测

试比对样品，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m。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差，式中 Tn=15。

B.3.9 氨氮在线分析仪

B.3.9.1 试验条件

B.3.9.1.1 便携式或台式氨氮仪：符合 GB/T 5750.5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现场比

对。

B.3.9.1.2 无氨水：按 GB/T 5750获得无氨水。

B.3.9.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氨氮浓度（若水样不含氨

氮，则可用标准样品进行比对试验，标准样品浓度值即为 Tn，按下式计算试样

比对误差），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氨氮仪

测定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Tn＞0.5 mg/L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

差；Tn≤0.5 mg/L时，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差。

B.3.10 高锰酸盐指数在线分析仪

因目前高锰酸盐指数检测过程繁琐且时间较长，不具备现场比对测试条件，

所以可采用有证高锰酸盐指数标准溶液作为样品现场测试，测试结果与理论值进

行比较。

B.3.10.1 试验条件

B.3.10.1.1 高锰酸盐指数水质标样：购买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

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标准物质。

B.3.10.1.2 纯水：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二级水及以上要求。

B.3.10.2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将高锰酸盐指数水质标样按证书要求用纯水进行稀释

作为测试比对样品，待数据稳定后，记录当前显示值 Tm，计算测试值 Tm与理论

值 Tn的误差。Tn＞4 mg/L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Tn≤4 mg/L时，

按公式（2）计算试验误差。

B.3.11 铁在线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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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1.1 试验条件

B.3.11.1.1 纯水：新制备，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B.3.11.1.2 铁标准溶液：依据 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

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

的有证标准物质。

B.3.11.1.3 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符合 GB/T 5750.6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现场

比对。

B.3.11.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铁含量，读数稳定后读取

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测定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

Tn＞0.1 mg/L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Tn≤0.1 mg/L时，按公式（2）

计算试验误差。

B.3.12 锰在线分析仪

B.3.12.1 试验条件

B.3.12.1.1 纯水：新制备，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B.3.12.1.2 铁标准溶液：依据 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

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

的有证标准物质。

B.3.12.1.3 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符合 GB/T 5750.6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现场

比对。

B.3.12.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锰含量，读数稳定后读取

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测定该监测点水样，结果为 Tn。

Tn＞0.1 mg/L时，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Tn≤0.1 mg/L时，按公式（2）

计算试验误差。

B.3.13 叶绿素 a在线分析仪

B.3.13.1 试验条件

B.3.13.1.1 纯水：新制备，符合 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B.3.13.1.2 叶绿素 a标准溶液：使用罗丹明自行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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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单位提供的有证

标准物质。

B.3.13.1.3 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符合 HJ 897-2017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实际

样品比对。

B.3.13.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叶绿素 a含量，读数稳定

后读取示值 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测定该点水样，结果为

Tn。按公式（1）计算试验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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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水质在线分析仪验收报告

设备名称/型号 生产厂家

到货日期 安装日期

安装地点 使用单位

参与验收人员 验收日期

仪器设备配件清单：

仪器设备性能一览表：

指标 方法原理 量程 示值误差 重复性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平均无故

障运行

时间

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情况：

指标验收结果：

1、量程 □ 2、示值误差 □ 3、重复性 □ 4、零点漂移 □ 5、量程漂移 □

6、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 7、实际样品比对试验 □ 8、其他指标（ ）□

注：各项指标的测试结果附后。

联网验收结果：

1、通信稳定性 □ 2、数据传输安全性 □ 3、数据传输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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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性能检验结果（测试结果、测试记录等） □

2、比对试验结果（比对结果、试验记录等） □

3、试运行结果（运行情况、照片等） □

技术资料清单：

验收意见：

验收专家签名：

备注

设备供应方负责人 使用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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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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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

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

3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GB/T 7489-1987

4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

5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GB/T 11892-1989

6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2017

7 《仪表供电设计规范》HG/T 20509

8 《水质 叶绿素 a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HJ 897-2017

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

范》HJ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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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地方标准

生活饮用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规程

Technological specification for drinking water quality on-line

monitoring

DB21/T XXXX—2023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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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生活饮用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规程》DB21/T XXXX—2023经辽宁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2023年x月x日以第x号公告批准、发布。

编制组通过对我省供水单位广泛地走访调研，认真总结，充分熟悉了我省各城镇供

水单位水源水质、工艺管理、人员配置等情况，并参考了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

订了本规程，本规程编制过程中征询并采纳了诸多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为便于城镇供水单位、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

按章、节、条的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

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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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说明了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应覆盖的范围，包括对供水水质安全有

影响的各个关键环节，如取水口水源水、进厂原水、水厂各净化工序出水、出厂

水、管网水及二次供水等，从而全面真实地反映供水水质。

3.0.2 本条说明了供水水质在线监测的测定方式，原位监测可以直接对监测点水

质进行监测；分流监测系统通常需要采样装置和监控站房，便于进行必要的预处

理。

3.0.3 水质在线监测指标的选择应与水源类型、水源水质特征处理工艺等相适

应，并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所选择的监测指标应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本地水质特征，

应包括本地区重点关注的或能够反映主要净水工序运行状态的敏感指标，应能对

可能发生的水质污染、工艺运行故障等导致的水质异常给出直接或非直接的警示

信号。

3.0.4 本条明确了在线监测数据应及时反映供水系统水质变化以满足安全供水

及必要的应急响应与处置的要求。

3.0.5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水质在线分析仪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与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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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布点

4.1 水源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1.1 本条给出了水源水质在线监测的布点原则。

4.1.2 本条对地表水水源的在线监测布点进行了具体规定。

4.1.3 本条对地下水水源的在线监测布点进行了具体规定。

4.2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2.1 本条给出水厂水质在线监测点布局的原则，要求全面覆盖进厂原水、主要

净水工序出水和出厂水。进厂原水水质在线分析仪宜设在进厂原水主管线上，出

厂水水质在线分析仪宜设在配水泵房主配水管上。

4.3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3.1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点布局应具有代表性、全面性，监测点数量应根据供水

服务人口进行设置。供水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和较大规模加乐泵站是管

网水质风险控制的重要节点应设置管网在线监测点。对大型公共建筑、居民小区

等人口密集区宜增加管网在线监测点。

4.4 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4.1 二次供水的水质在线监测关键是管控水箱（池）的进、出口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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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指标与频率

5.1 水源水

5.1.1 除浑浊度、pH、水温等必检指标外，当河流型水源易受到沿线污染以及

汛期洪水影响时，应增加监测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或其他特征污染物的指标；湖

库型水源普遍存在富膏养化的问题，除必检指标外，应增加叶绿素 a、氨氮、溶

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指标或其他特征污染物的指标。

5.1.2 地下水水源水质相对稳定，浑浊度、pH为必检指标，电导率为可选指标，

当环境本底或地质条件可能产生影响时，应增加监测铁、锰或其他特征污染物指

标。

5.1.4 地表水水源水质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应在满足在线监测仪检测周期的前提

下，保证一定的监测频率以及时反映水质变化。当污染风险较高或水质波动较大

时，应增加监测频率。

5.2 水厂

5.2.2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指标的选择应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本地水质特征和主要

净水工序运行状态，尤其是本地重点关注的敏感指标，应能够对可能发生的水质

污染、工序运行故障等导致的水质异常给出直接或非直接的警示信号。

5.2.4 本条对水厂水质在线监测频率作出规定。以保证在线监测数据能及时、准

确反映工序运行状态，满足净水 T艺调控的时间要求。

5.3 管网

5.3.1 本条给出了管网水质在线监测指标的选取原则。管网水质在线监测指标主

要为浑浊度、消毒剂余量和 pH，参考国内外实际经验，宜增加色度、电导率、

水温等指标。可根据当地水质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其他指标。

5.3.2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考虑既节约成本，又能及时反映管网水质变化，

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5.4 二次供水

5.4.1 本条给出了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指标的选取原则。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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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标主要为浑浊度、消毒剂余量和 pH，可根据当地水质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

增加其他指标，例如色度、电导率、水温等。

5.4.2 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考虑既节约成本，又能及时反映二次供水的

水质变化，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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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技术要求

6.1 性能指标

6.1.1 本条对水质在线分析仪的基本性能要求进行规范。水质在线分析仪的性能

指标主要包括量程、示值误差、重复性、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平均无故障运行

时间等。

6.4 功能要求

6.4.1 中文操作界面是操作者能够熟练掌握仪器使用和维护保养要求的前提。

6.4.10 标准的数字信号输出功能是水质在线监测数据能够得到实际且广泛地管

理和应用的必要条件，能够与各供水单位的数据平台灵活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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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采集与管理

7.1 数据采集和传输

7.1.3 本条规定了数据采集值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采集和传输过程中不应发生较

大的数据偏差。

7.1.4 本条规定了采集的数据应包括的基本内容和其他有利于对数据进行分析

的信息。

7.1.5 本条规定了数据传输的方式，为防止数据泄露，在公共网络上传输时需要

进行加密。

7.2 数据存储

7.2.2 数据本地存储保障了水质在线监测数据的安全性，避免数据意外丢失或泄

露。

7.2.3 本条给出了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采集与管理的基本规定，为防止人为修改原

始数据，应保证具有足够的存储容量以减少数据转存。

7.2.4 本条给出了水质在线监测数据在单位内部的共享建议，方便的数据访问有

利于管理人员快速了解水质，及时开展应急处置。

7.3 数据管理

7.3.1 本条规定了数据平台软件应具备的数据管理功能，为城镇供水单位提供常

用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工具。

7.3.2 本条规定了数据管理的权限分配问题，供水单位应根据人员配置和岗位职

责分配合理的管理权限，保障水质在线监测数据的安全、可靠和科学应用。

7.3.5 本条规定了数据备份的频率，每季度的定期备份和年度的全年备份是根据

供水单位管理习惯进行的普适性规定，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数据备份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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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仪器安装

8.1 基本要求

8.1.1 为了保证水质在线分析仪测定的数据稳定、可靠，延长其使用寿命，应保

证其安装满足基本要求。本条明确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安装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 的基本规定。

8.2 安装环境

8.2.1 除满足安装的基本技术要求外，安装环境也对水质在线分析仪的数据可靠

性及使用寿命产生影响。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安装环境所应符合的温度和

湿度要求。

8.2.3 本条规定了安装场所的安全性要求，包括防雷设施、防盗设施以及防人为

破坏的设施。尤其在管网和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点，供水单位要关注不相关人

士闯入问题，避免给水质监测工作带来干扰。

8.4 其他要求

8.4.3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监测点供水供电联网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某个点位

不能保证 24 h供水供电联网时，应考虑更换其他有代表性的点位或者及时采取

措施保障供水供电联网的持续稳定。

8.4.5 稳定的电源和水压对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监测工作的可靠开

展至关重要，应在安装时充分勘察现场条件，优选选择电源稳定、水压稳定的监

测点位，必要时采取稳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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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仪器验收

9.1 验收条件

9.1.1 为规范水质在线分析仪的安装，本条明确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的

验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 的

基本规定。

9.1.4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验收时应予以确认的技术资料。

9.2 现场验收

9.2.2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现场验收的技术条件，须先通过校准、维护等

保证仪器处于正常状态。

9.2.4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现场验收可采用的比对试验方法。

9.2.5 验收比对试验基于不同仪器对同一水样的测试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只有

样品相同，数据结果才具有可比性。由于水样处于持续流动状态，如果浓度波动

大，则在线监测设备取样和比对用的标准仪器取样很难取到浓度一致的同一样

品，因此规定水样浓度波动时不具备比对条件。

9.2.7 当验收试验已开始进行，仪器已经开始进水样测试，如果试验结果不合格，

不应对仪器进行任何校正或调节操作后重新进行试验。验收期间的测试应和验收

前的校准使用同一批次试剂和测量模块。

9.4 验收报告

9.4.1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验收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

述内容。验收报告是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为后续的运行维护提供了

重要参考资料，验收完成后，应将有关设计、安装与验收的文件立即归档。



DB21/T XXXX—2023

59

10 运行维护

10.0.1 水质在线分析仪交付使用后。运行维护的关键在于建立制度保障，明确

管理部门的职能及管理人员的职责，并且应对维护与管理技术人员开展培训。培

训的内容应涵盖但不限于本规程的内容，技术人员须经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相关

工作。

10.0.3 本条规定了现场巡查的频率和工作内容。频率根据水质在线分析仪安装

的位置其要求有所不同。巡查应对环境条件及试剂、电路、管路、数据传输等运

行状况进行确认，并做好相应记录。

10.0.4 定期维护是指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未出现异常时，通过适当的维

护与管理，降低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出现故障的风险。本条规定了对水质

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进行的维护内容。

10.0.6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维护记录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本条给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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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质量控制

11.1 仪器校验

11.1.1 本条规定了水质在线分析仪定期校验的频率和校验内容，并说明了当发

生故障维修或更换部件后应进行及时校验。

11.1.2 本条规定了仪器校验所应遵循的规范化原则，应使用标准样品。

11.1.3 本条明确了实际水样比对的试验频率，并且规定了比对设备的技术要求。

11.2 数据有效性判别

11.2.2、11.2.3、11.2.4、11.2.5、11.2.6、11.2.7、11.2.8、11.2.9 规定了水质在线

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别的方法和依据。水质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别是水质在线监

测数据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本规程根据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的实际情况，对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

356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借鉴。


	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镇供水单位水质在线监测的监测布点原则、监测指标与频率、系统技术要求、数据采集与管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供水单位水质在线监测的规划设计、安装验收、运行维护等技术应用。
	1.0.3　城镇供水单位水质在线监测的规划设计、安装验收及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2　术　　语
	3　基本规定
	3.0.1　城镇供水单位的水质在线监测应覆盖对供水水质安全有影响的关键环节，并应全面真实地反映供水水
	3.0.2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可采用原位监测和分流监测两种方式，分流监测根据需要可增加自动采样单元
	3.0.3　监测指标应根据当地供水水质特征、制水工艺特点、仪器性能及应急处置的要求确定。
	3.0.4　监测频率与数据传输频率的设定应满足安全供水所需的响应与处置时间的要求。
	3.0.5　水质在线分析仪宜优先选择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及行

	4　监测布点
	4.1　水源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1.1　应根据水源水质预警的要求选择监测点的位置，保证所采集的水样具有代表性。
	4.1.2　地表水水源应在取水口、原水输送管（渠)设置在线监测点，取水距离过远或不宜设置时可设在进厂
	4.1.3　地下水水源应在汇水区域、进厂原水干管或井群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水源井、补压井设置在线监测点。

	4.2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2.1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布点应覆盖进厂原水、主要净化工序出水和出厂水。
	4.2.2　各监测点位的选择应保证采集的水样具有代表性，能反映相应的水质变化状况。

	4.3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3.1　在线监测点的位置和数量应能保证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管网水质。
	4.3.2　供水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较大规模加压泵站等重要区域或节点应设置在线监测点。
	4.3.3　管网末梢、水质易受污染或流动性较差的管道位置宜根据需要增设在线监测点。
	4.3.4　监测点数量应根据供水服务人口确定。50万人以下，在线监测点不应小于3个， 50万人～10

	4.4　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布点
	4.4.1　二次供水水箱（池）的进、出口处宜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点。


	5　监测指标与频率
	5.1　水源水
	5.1.1　地表水水源应监测浑浊度、pH、水温，宜监测电导率、溶解氧。水源易遭受污染时应增加氨氮、高
	5.1.2　地下水水源应监测浑浊度、pH，宜监测电导率，当铁、锰或其他指标存在超标现象时，可增加相应
	5.1.3　水源存在重金属污染风险时，应增加监测相应重金属指标。
	5.1.4　水源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及时反映和预警水质变化的要求，不宜小于1次/2h；当污染风险较

	5.2　水厂
	5.2.1　进厂原水水质在线监测应选取对水厂后续生产可能产生影响的指标。
	5.2.2　水厂净化工序出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根据工序运行管理需要可增加氨氮、高锰酸盐
	5.2.3　出厂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根据需要可增加色度、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
	5.2.4　水厂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水厂运行工艺调控的时间要求，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监测频率不宜小于

	5.3　管网
	5.3.1　管网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可选择监测色度、电导率、水温等指标。
	5.3.2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水质预警的要求，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监测频率不宜小于4次/h。

	5.4　二次供水
	5.4.1　二次供水应监测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可选择监测色度、电导率、水温等指标。
	5.4.2　二次供水水质在线监测频率应满足水质预警的要求，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监测频率不宜小于4次/h


	6　仪器技术要求
	6.1　性能指标
	6.1.1　水质在线分析仪应具有国内计量器具证书或有资质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性能指标应符合表6.1.

	6.2　工作电压和频率
	6.2.1　工作电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仪表供电设计规范》HG/T 20509的相关规定，工作电压为

	6.3　工作温度和湿度
	6.3.1　环境温度：5℃～45℃，相对湿度：0～85 %（不冷凝）。
	6.3.2　样品温度：4℃～40℃。

	6.4　功能要求
	6.4.1　中文操作界面。
	6.4.2　数据显示、存储和输出。
	6.4.3　零点、量程校正。
	6.4.4　时间设定、校对、参数显示。
	6.4.5　故障自诊断及报警。
	6.4.6　主动抽吸水样，不受流量和水压影响。
	6.4.7　监测频率可调。
	6.4.8　周期性自动清洗，且清洗周期可调。
	6.4.9　断电保护和来电自启。
	6.4.10　数字信号输出功能，具有RS485接口，数据传输采用ModBus标准通信协议。


	7　数据采集与管理
	7.1　数据采集和传输
	7.1.1　在线分析仪可通过连接数传模块与数据平台通讯，也可由仪器直接与数据平台通讯。
	7.1.2　在线分析仪与数传模块之间采用RS-485或RS-232串行通讯接口，通讯协议采用ModB
	7.1.3　数据平台能够对数字信号进行多通道、高性能的实时采集，采集值与仪器测量值误差不应大于仪器量
	7.1.4　数据采集内容应包括检测结果、检测时间、数据标记等，可根据需要增加仪器运行状态、告警信息。
	7.1.5　数据传输可采用有线或无线通讯方式，应具有数据加密功能。
	7.1.6　无线数据传输可通过GSM//CDMA/LTE/GPRS等移动通信网络进行传输，也可通过以
	7.1.7　采用无线传输时监测点应有稳定的信号；如果监测点信号不稳定或没有信号，应将数传模块安装在有

	7.2　数据存储
	7.2.1　数据的存储或者输出格式应为常用的格式，如TXT文件、CSV文件或者Excel文件等格式，
	7.2.2　数据应存储在本地，可随时利用外部存储器进行数据导出，并可以在通用的计算机中读出。
	7.2.3　存储容量应满足使用要求，可扩展，当所有的数据输入端口全部使用时保存不少于3个月的历史数据
	7.2.4　应采用开放型的标准关系数据库，具有网络共享功能，方便单位内部快速访问、查看数据。

	7.3　数据管理
	7.3.1　数据平台软件应具备数据读取、展示、报表统计、图形曲线分析、数据导出、预警等功能。
	7.3.2　数据管理应进行分级管理，对不同角色设不同管理权限。
	7.3.3　监测数据长时间保持不变，或者短时间内急剧上升或下降时，应开展现场检查，及时查明原因。
	7.3.4　发现监测数据异常时，应确认数据异常的原因并采取处置措施，必要时可提高人工检测频率。
	7.3.5　每季度定期备份监测数据，每年对全年的监测数据备份保存。


	8　仪器安装
	8.1　基本要求
	8.1.2　电源：电压为单相(220±22)V，频率为(50±1)Hz，具有接地端。

	8.2　安装环境
	8.2.1　环境温湿度应符合仪器正常工作要求，设备安装后的工作温度应在5℃～45℃之间，湿度在0～8
	8.2.2　安装的位置应具备进水、排水条件，预留的空间应合理、应方便操作人员使用、维护和校验。
	8.2.3　安装场所应具有防雷、防盗和防人为破坏的设施，防雷等级不应低于3级。
	8.2.4　安装环境应无阳光直射，无电磁干扰，无强腐蚀性气体，无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震动存在。
	8.2.5　安装环境应有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稳压稳流设施，且不应有通讯盲区。

	8.3　安装准备
	8.3.1　仪器进场时，应核对相关设备出厂使用说明书、设备清单、产品合格证及检测报告等产品技术文件。
	8.3.2　仪器型号、规格和数量等，应满足监测规划和技术文件的要求。
	8.3.3　仪器外观不应有变形、损坏和锈蚀等，应有产品标识，且标识应清晰。
	8.3.4　仪器设备安装前，应复核安装环境，确保符合安装规定。

	8.4　其他要求

	9　仪器验收
	9.1　验收条件
	9.1.2　在线分析仪的性能应满足表6.1.1中的性能要求并提供检测报告。
	9.1.4　具备在线分析仪及配套设施的选型、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性能检测报告及稳定运行30 d 的
	9.1.5　在线分析仪采用的基础通信协议和基础通信网络应符合本规程7.1.2和7.1.6条款的相关要

	9.2　现场验收
	9.2.1　仪器功能应满足本文件6.4的要求。
	9.2.2　进行实际样品比对试验之前，应按照仪器的使用规定，对仪器进行校准和维护。
	9.2.3　根据监测点样品浓度范围选择量程，并在该量程下按照本文件附录B的方法进行实际样品比对试验。
	9.2.4　宜采用标准物质比对试验、国标方法的便携式仪器与水质在线分析仪比对同一水样，也可采集水样进
	9.2.5　比对试验现场采集的水样应为在线分析仪溢流口的水，并为同一水样。在比对试验期间，水样浓度不
	9.2.6　比对试验应连续3 d，每天开展1次；比对结果误差应符合表9.2.6的要求。
	游离氯/总氯
	二氧化氯
	水温
	叶绿素a

	9.2.7　验收期间不应对在线分析仪进行零点或量程校正、维护、检修或调节。

	9.3　联网验收
	9.3.1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数据通信联网验收。
	9.3.2　仪器设备和数据平台之间通信稳定，不应出现经常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每日掉线在5次以内且每次掉
	9.3.3　所采用的数传模块在需要时可采取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9.3.4　系统稳定运行30 d后，任取其中不少于连续 7 d的数据进行检查，平台接收的数据、数传模

	9.4　验收报告

	10　运行维护
	10.0.1　应建立在线监测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有专门人员对设备进行维护管理。维护人员要熟悉
	10.0.2　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包括现场巡查、定期维护和报警维护。
	10.0.3　现场巡查应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水厂内各监测点的现场巡查频率不应小于每天1次，水
	10.0.4　定期维护应做好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维护工作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1　质量控制
	11.1　仪器校验
	11.1.2　采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校验；有证标准物质无法获得时，可采用自行配制的标准样品进行校验。
	11.1.4　校验结果和实际水样比对结果应满足本规程表6.1.1和表9.2.6的要求。当结果不满足要
	11.1.5　集中存档并妥善管理各类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1.2　数据有效性判别
	11.2.1　未通过数据有效性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无效，不作为水质评价的依据。
	11.2.2　当流量为零时，所得的监测值为无效数据，应予以剔除。
	11.2.3　监测值为负值无任何意义(水质综合毒性值除外)，应视为无效数据予以剔除。
	11.2.4　在线分析仪校准和质控样测试期间的数据不参加统计，但应对该时段数据作标记以作为仪器检查和
	11.2.5　在线分析仪、数传模块及数据平台接收到的数据误差大于10%时，监控中心接收到的数据为无效
	11.2.6　数据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或下降，或者长时间连续不变时，统计时不能随意剔除，需通过现场检查
	11.2.7　仪器在故障状态下、校准和维护期间的数据及超量程的数据应视为无效数据，应对该时段的数据做
	11.2.8　超出仪器校准周期的数据应评估其数据有效性。
	11.2.9　上次比对实验或校验合格到此次比对实验或校验不合格期间的在线监测数据作为无效数据。


	附录A　水质在线分析仪性能指标检验规范
	A.2.1 浊度在线分析仪
	A.2.1.1 检验条件
	A.2.1.1.1 浊度标准溶液：采用福尔马肼国家水质浊度标准溶液（不确定度≤3%（k=2））。
	A.2.1.1.2 聚合物浊度悬浮液：1h内浊度值变化不大于0.2%（粒径范围0.1 μm～0.5 
	A.2.1.1.3 零浊度水：用孔径不大于0.2 μm的微孔滤膜过滤蒸馏水（或反渗透水、离子交换水）

	A.2.1.2 检验方法
	A.2.1.2.1 示值误差
	A.2.1.2.3 重复性
	A.2.1.2.4 零点漂移
	A.2.1.2.5量程漂移
	A.2.1.2.6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2 游离氯、总氯在线分析仪
	A.2.2.1 检验条件
	A.2.2.1.1 纯水：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A.2.2.1.2 模拟氯标准溶液：比色法按GB/T 5750.11进行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
	A.2.2.1.3 无需氯水：依据GB/T 5750.11获得无需氯水。

	A.2.2.2 检验方法

	A.2.3 二氧化氯在线分析仪
	A.2.3.1 检验条件
	A.2.3.1.1 纯水：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A.2.3.1.2 模拟二氧化氯标准溶液：按GB/T 5750.11制备模拟氯标准溶液，该氯标准溶液
	A.2.3.1.3 无需氯水：依据GB/T 5750.11获得无需氯水。

	A.2.3.2 检验方法
	A.2.3.2.1 示值误差
	A.2.3.2.2 重复性
	A.2.3.2.3 零点漂移
	A.2.3.2.4 量程漂移
	A.2.3.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4 水温在线测定仪
	A.2.4.1 检验条件
	A.2.4.1.1 实际水样。

	A.2.4.2 检验方法
	A.2.4.2.1 重复性
	A.2.4.2.2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5 pH在线分析仪
	A.2.5.1 检验条件
	A.2.5.1.1 pH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

	A.2.5.2 检验方法
	A.2.5.2.1 示值误差
	A.2.5.2.2 重复性
	A.2.5.2.3 量程漂移
	A.2.5.2.4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6 电导率在线分析仪
	A.2.6.1 检验条件
	A.2.6.1.1 纯水：将蒸馏水通过离子交换柱，电导率应小于1 μS/cm。
	A.2.6.1.2 电导率标准溶液：标准溶液的参考值的相对不确定度≤0.25（k=2），可使用氯化钾

	A.2.6.2检验方法
	A.2.6.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选用浓度为1410 μS/cm左右的电导率标准溶液进样测定，
	A.2.6.2.2 重复性
	A.2.6.2.3 零点漂移
	A.2.6.2.4 量程漂移
	A.2.6.2.5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7 溶解氧在线分析仪
	A.2.7.1 检验条件
	A.2.7.1.1 无氧水：500 mL烧杯中加人250 mL蒸馏水，然后加入500 mg 亚硫酸钠
	A.2.7.1.2 饱和溶氧水：在波动不超过±0.5℃的一定温度条件下，以约1 L/min的流量将空

	A.2.7.2 检验方法
	A.2.7.2.1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预热稳定并校准后，测定饱和溶氧水的溶解氧浓度，重复进样测定3次，每次读数稳定后
	A.2.7.2.2 重复性
	A.2.7.2.3 零点漂移
	A.2.7.2.4 量程漂移
	A.2.7.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8 色度在线分析仪
	A.2.8.1 检验条件
	A.2.8.1.1 色度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
	A.2.8.1.2 纯水：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A.2.8.2 检验方法
	A.2.8.2.1 示值误差
	A.2.8.2.2 重复性
	A.2.8.2.3 零点漂移
	A.2.8.2.4量程漂移
	A.2.8.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9 氨氮在线分析仪
	A.2.9.1检验条件
	A.2.9.1.1 氨氮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
	A.2.9.1.2 无氨水：可用一般纯水通过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或者加硫酸和高锰酸钾后重蒸馏制得。

	A.2.9.2 检验方法
	A.2.9.2.1 示值误差
	A.2.9.2.2 重复性
	A.2.9.2.3 零点漂移
	A.2.9.2.4 量程漂移
	A.2.9.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10 高锰酸盐指数在线分析仪
	A.2.10.1检验条件
	A.2.10.1.1 不含还原性物质的水：根据GB/T 11892-1989获得不含还原性物质的蒸馏
	A.2.10.1.2 高锰酸盐指数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

	A.2.10.2 检验方法
	A.2.10.2.1 示值误差
	A.2.10.2.2 重复性
	A.2.10.2.3 零点漂移
	A.2.10.2.4 量程漂移
	A.2.10.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11 铁在线分析仪
	A.2.11.1检验条件
	A.2.11.1.1 纯水：新制备，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A.2.11.1.2 铁标准溶液：依据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

	A.2.11.2 检验方法
	A.2.11.2.1 示值误差
	A.2.11.2.2 重复性
	A.2.11.2.3 零点漂移
	A.2.11.2.4 量程漂移
	A.2.11.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12 锰在线分析仪
	A.2.12.1检验条件
	A.2.12.1.1 纯水：新制备，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A.2.12.1.2 锰标准溶液：依据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

	A.2.12.2 检验方法
	A.2.12.2.1 示值误差
	A.2.12.2.2 重复性
	A.2.12.2.3 零点漂移
	A.2.12.2.4 量程漂移
	A.2.12.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2.13 叶绿素a在线分析仪
	A.2.13.1检验条件
	A.2.13.1.1 纯水：新制备，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A.2.13.1.2 叶绿素a标准溶液：使用罗丹明自行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

	A.2.13.2 检验方法
	A.2.13.2.1 示值误差
	A.2.13.2.2 重复性
	A.2.13.2.3 零点漂移
	A.2.13.2.4 量程漂移
	A.2.13.2.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附录B　水质在线分析仪现场验收比对试验规范
	B.3.1 水质在线浊度仪
	B.3.1.1 试验条件
	B.3.1.1.1 浊度标准物质：采用福尔马肼水质浊度有证标准物质，扩展不确定度≤3%（k=2）。
	B.3.1.1.2 零浊度水：经过不大于0.2 μm的微孔滤膜两次过滤的蒸馏水（或反渗透水、离子交换
	B.3.1.1.4 便携式或台式浊度仪：散射式浑浊度仪，用于现场比对。使用前按仪器说明书用零浊度水与

	B.3.1.2 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浊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携式或台
	B.3.2 游离氯、总氯在线分析仪
	B.3.2.1 试验条件
	B.3.2.1.1 无需氯水：按GB/T 5750.11进行制备。
	B.3.2.1.2 氯标准溶液：按GB/T 5750.11进行制备。
	B.3.2.1.3 便携式或台式游离氯总氯仪：GB/T 5750.11 DPD法原理，用于现场比对。

	B.3.2.2 试验方法

	B.3.3 二氧化氯在线分析仪
	B.3.3.1 试验条件
	B.3.3.1.1 无需氯水：按GB/T 5750.11进行制备。
	B.3.3.1.2 二氧化氯模拟标准溶液：按GB/T 5750.11进行制备氯标准溶液，该氯标准溶液
	B.3.3.1.3 便携式或台式二氧化氯仪：GB/T5750.11 DPD法原理，用于现场比对。使用

	B.3.3.2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二氧化氯浓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Tm。同时，用校准好的便
	B.3.4 水温在线测定仪
	B.3.4.1 试验条件
	B.3.4.1.1水银温度计或电子温度计：用于现场比对。电子温度计使用前需校准。

	B.3.4.2试验方法

	在线仪器校准完成后，测量相应监测点实际水样的温度，读数稳定后读取示值Tm。同时，用温度计测定该点水样
	B.3.5  pH在线分析仪
	B.3.5.1 试验条件
	B.3.5.1.1  pH校准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
	B.3.5.1.2 便携式或台式pH计：不低于0.01级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用于现场比对。

	B.3.5.2 试验方法

	B.3.6电导率在线分析仪
	B.3.6.1试验条件
	B.3.6.1.1电导率溶液标准物质：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
	B.3.6.1.2便携式或台式电导率仪：准确度等级不低于0.5级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用于现场比对。

	B.3.6.2试验方法

	B.3.7 溶解氧在线分析仪
	B.3.7.1 试验条件
	B.3.7.1.1 无氧水：500 mL烧杯中加人250 mL蒸馏水，然后加入500 mg 亚硫酸钠
	B.3.7.1.2 饱和溶氧水：在波动不超过±0.5℃的一定温度条件下，以约1 L/min的流量将空
	B.3.7.1.2 实验室溶解氧检测设备：按照GB/T 7489-1987规定的碘量法检测溶解氧，用

	B.3.7.2 试验方法

	B.3.8 色度在线分析仪
	B.3.8.1 试验条件
	B.3.8.1.1 色度标准溶液：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造计量器具
	B.3.8.1.2 纯水：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一级水要求。

	B.3.8.2 试验方法

	B.3.9 氨氮在线分析仪
	B.3.9.1 试验条件
	B.3.9.1.1 便携式或台式氨氮仪：符合GB/T 5750.5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现场比对。
	B.3.9.1.2 无氨水：按GB/T 5750获得无氨水。

	B.3.9.2 试验方法

	B.3.10 高锰酸盐指数在线分析仪
	B.3.10.1 试验条件
	B.3.10.1.1 高锰酸盐指数水质标样：购买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有相应标准物质“制
	B.3.10.1.2 纯水：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二级水及以上要求。

	B.3.10.2试验方法

	B.3.11 铁在线分析仪
	B.3.11.1 试验条件
	B.3.11.1.1 纯水：新制备，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B.3.11.1.2 铁标准溶液：依据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
	B.3.11.1.3 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符合GB/T 5750.6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现场比对。

	B.3.11.2 试验方法

	B.3.12 锰在线分析仪
	B.3.12.1 试验条件
	B.3.12.1.1 纯水：新制备，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B.3.12.1.2 铁标准溶液：依据GB/T 5750.6规定的方法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
	B.3.12.1.3 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符合GB/T 5750.6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现场比对。

	B.3.12.2 试验方法

	B.3.13 叶绿素a在线分析仪
	B.3.13.1 试验条件
	B.3.13.1.1 纯水：新制备，符合GB/T 6682规定的实验室用水三级水要求。
	B.3.13.1.2 叶绿素a标准溶液：使用罗丹明自行制备，或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颁布的，并具
	B.3.13.1.3 便携式或台式光度计：符合HJ 897-2017规定的检验原理，用于实际样品比对

	B.3.13.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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