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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英文版）。

考虑我国国情，本标准在采用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时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入正文中并

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３６９６：

１９８７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在附录Ｂ中给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以供参考。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与ＧＢ／Ｔ６６８２—１９９２相比主要

变化如下：

———增加了实验报告（本版的第８章）。

本标准的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试剂分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浩云、陈红。

本标准于１９８６年首次发布，于１９９２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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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分析实验室用水的级别、规格、取样及贮存、试验方法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分析和无机痕量分析等试验用水。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用不同级别的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２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ＧＢ／Ｔ６０２—２００２，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ＮＥＱ）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ＧＢ／Ｔ６０３—２００２，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

ＮＥＱ）

ＧＢ／Ｔ９７２１　化学试剂　分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紫外和可见光部分）

ＧＢ／Ｔ９７２４　化学试剂　ｐＨ值测定通则（ＧＢ／Ｔ９７２４—２００７，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ＮＥＱ）

ＧＢ／Ｔ９７４０　化学试剂　蒸发残渣测定通用方法（ＧＢ／Ｔ９７４０—２００８，ＩＳＯ６３５３１：１９８２，ＮＥＱ）

３　外观

分析实验室用水目视观察应为无色透明液体。

４　级别

分析实验室用水的原水应为饮用水或适当纯度的水。

分析实验室用水共分三个级别：一级水、二级水和三级水。

４．１　一级水

一级水用于有严格要求的分析试验，包括对颗粒有要求的试验。如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用水。

一级水可用二级水经过石英设备蒸馏或离子交换混合床处理后，再经０．２μｍ微孔滤膜过滤来

制取。

４．２　二级水

二级水用于无机痕量分析等试验，如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用水。

二级水可用多次蒸馏或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取。

４．３　三级水

三级水用于一般化学分析试验。

三级水可用蒸馏或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取。

５　规格

分析实验室用水的规格见表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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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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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ｎｍ，１ｃ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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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１：由于在一级水、二级水的纯度下，难于测定其真实的ｐＨ 值，因此，对一级水、二级水的ｐＨ 值范围不做

规定。

注２：由于在一级水的纯度下，难于测定可氧化物质和蒸发残渣，对其限量不做规定。可用其他条件和制备方法

来保证一级水的质量。

６　取样及贮存

６．１　容器

６．１．１　各级用水均使用密闭的、专用聚乙烯容器。三级水也可使用密闭、专用的玻璃容器。

６．１．２　新容器在使用前需用盐酸溶液（质量分数为２０％）浸泡２ｄ～３ｄ，再用待测水反复冲洗，并注满

待测水浸泡６ｈ以上。

６．２　取样

按本标准进行试验，至少应取３Ｌ有代表性水样。

取样前用待测水反复清洗容器，取样时要避免沾污。水样应注满容器。

６．３　贮存

各级用水在贮存期间，其沾污的主要来源是容器可溶成分的溶解、空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杂质。因

此，一级水不可贮存，使用前制备。二级水、三级水可适量制备，分别贮存在预先经同级水清洗过的相应

容器中。

各级用水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沾污。

７　试验方法

在试验方法中，各项试验必须在洁净环境中进行，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试样的沾污。水样均按

精确至０．１ｍＬ量取，所用溶液以“％”表示的均为质量分数。

试验中均使用分析纯试剂和相应级别的水。

７．１　狆犎值

量取１００ｍＬ水样，按ＧＢ／Ｔ９７２４的规定测定。

７．２　电导率

７．２．１　仪器

７．２．１．１　用于一、二级水测定的电导仪：配备电极常数为０．０１ｃｍ
－１
～０．１ｃｍ

－１的“在线”电导池。并

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

若电导仪不具温度补偿功能，可装“在线”热交换器，使测定时水温控制在２５℃±１℃。或记录水温

度，按附录Ｃ进行换算。

７．２．１．２　用于三级水测定的电导仪：配备电极常数为０．１ｃｍ
－１
～１ｃｍ

－１的电导池。并具有温度自动

补偿功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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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导仪不具温度补偿功能，可装恒温水浴槽，使待测水样温度控制在２５℃±１℃。或记录水温

度，按附录Ｃ进行换算。

７．２．２　测定步骤

７．２．２．１　按电导仪说明书安装调试仪器。

７．２．２．２　一、二级水的测量：将电导池装在水处理装置流动出水口处，调节水流速，赶净管道及电导池

内的气泡，即可进行测量。

７．２．２．３　三级水的测量：取４００ｍＬ水样于锥形瓶中，插入电导池后即可进行测量。

７．２．３　注意事项

测量用的电导仪和电导池应定期进行检定。

７．３　可氧化物质

７．３．１　制剂的制备

７．３．１．１　硫酸溶液（２０％）

按ＧＢ／Ｔ６０３的规定配制。

７．３．１．２　高锰酸钾标准滴定溶液［犮（
１

５
犓犕狀犗４）＝０．０１犿狅犾／犔］

按ＧＢ／Ｔ６０１的规定配制。

７．３．２　测定步骤

量取１０００ｍＬ二级水，注入烧杯中，加入５．０ｍＬ硫酸溶液（２０％），混匀。

量取２００ｍＬ三级水，注入烧杯中，加入１．０ｍＬ硫酸溶液（２０％），混匀。

在上述已酸化的试液中，分别加入１．００ｍＬ高锰酸钾标准滴定溶液［犮（
１

５
ＫＭｎＯ４＝０．０１ｍｏｌ／Ｌ］，

混匀，盖上表面皿，加热至沸并保持５ｍｉｎ。溶液的粉红色不得完全消失。

７．４　吸光度

按ＧＢ／Ｔ９７２１的规定测定。

７．４．１　仪器条件

石英吸收池：厚度１ｃｍ和２ｃｍ。

７．４．２　测定步骤

将水样分别注入１ｃｍ及２ｃｍ吸收池中，于２５４ｎｍ处，以１ｃｍ吸收池中水样为参比，测定２ｃｍ吸

收池中水样的吸光度。

若仪器的灵敏度不够时，可适当增加测量吸收池的厚度。

７．５　蒸发残渣

７．５．１　仪器

７．５．１．１　旋转蒸发器：配备５００ｍＬ蒸馏瓶。

７．５．１．２　恒温水浴。

７．５．１．３　蒸发皿：材质可选用铂、石英、硼硅玻璃。

７．５．１．４　电烘箱：温度可控制在１０５℃±２℃。

７．５．２　测定步骤

７．５．２．１　水样预浓集

量取１０００ｍＬ二级水（三级水取５００ｍＬ）。将水样分几次加入旋转蒸发器的蒸馏瓶中，于水浴上

减压蒸发（避免蒸干）。待水样最后蒸至约５０ｍＬ时，停止加热。

７．５．２．２　测定

将上述预浓集的水样，转移至一个已于１０５℃±２℃恒量的蒸发皿中，并用５ｍＬ～１０ｍＬ水样分

２次～３次冲洗蒸馏瓶，将洗液与预浓集水样合并于蒸发皿中，按ＧＢ／Ｔ９７４０的规定测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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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可溶性硅

７．６．１　制剂的制备

７．６．１．１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１犿犵／犿犔）

按ＧＢ／Ｔ６０２的规定配制。

７．６．１．２　二氧化硅标准溶液（０．０１犿犵／犿犔）

量取１．００ｍＬ二氧化硅标准溶液（１ｍｇ／ｍＬ）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转移至聚乙

烯瓶中，临用前配制。

７．６．１．３　钼酸铵溶液（５０犵／犔）

称取５．０ｇ钼酸铵［（ＮＨ４）６Ｍｏ７Ｏ２４·４Ｈ２Ｏ］，溶于水，加２０．０ｍＬ硫酸溶液（２０％），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摇匀。贮存于聚乙烯瓶中。若发现有沉淀时应重新配制。

７．６．１．４　对甲氨基酚硫酸盐（米吐尔）溶液（２犵／犔）

称取０．２０ｇ对甲氨基酚硫酸盐，溶于水，加２０．０ｇ偏重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溶解并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摇匀。贮存于聚乙烯瓶中。避光保存，有效期两周。

７．６．１．５　硫酸溶液（２０％）

按ＧＢ／Ｔ６０３的规定配制。

７．６．１．６　草酸溶液（５０犵／犔）

称取５．０ｇ草酸，溶于水，并稀释至１００ｍＬ。贮存于聚乙烯瓶中。

７．６．２　仪器

７．６．２．１　铂皿：容量为２５０ｍＬ。

７．６．２．２　比色管：容量为５０ｍＬ。

７．６．２．３　水浴：可控制恒温为约６０℃。

７．６．３　测定步骤

量取５２０ｍＬ一级水（二级水取２７０ｍＬ），注入铂皿中，在防尘条件下，亚沸蒸发至约２０ｍＬ，停止加

热，冷却至室温，加１．０ｍＬ钼酸铵溶液（５０ｇ／Ｌ），摇匀，放置５ｍｉｎ后，加１．０ｍＬ草酸溶液（５０ｇ／Ｌ），

摇匀，放置１ｍｉｎ后，加１．０ｍＬ对甲氨基酚硫酸盐溶液（２ｇ／Ｌ），摇匀。移入比色管中，稀释至２５ｍＬ，

摇匀，于６０℃水浴中保温１０ｍｉｎ。溶液所呈蓝色不得深于标准比色溶液。

标准比色溶液的制备是取０．５０ｍＬ二氧化硅标准溶液（０．０１ｍｇ／ｍＬ），用水样稀释至２０ｍＬ后，与

同体积试液同时同样处理。

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样品的确定；

ｂ）　参考采用的方法；

ｃ）　结果及其表述方法；

ｄ）　测定中异常现象的说明；

ｅ）　不包括在本标准中的任意操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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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犐犛犗３６９６：１９８７章条编号对照

犃．１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见表Ａ．１。

表犃．１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犐犛犗３６９６：１９８７章条编号对照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国际标准章条编号

１ １

２ —

３ ２

４ ３

５ ４

６ ５、６

７ ７

７．１ ７．１

７．２ ７．２

７．３ ７．３

７．４ ７．４

７．５ ７．５

７．６ ７．６

８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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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犐犛犗３６９６：１９８７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犅．１　本标准与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表Ｂ．１。

表犅．１　本标准与犐犛犗３６９６：１９８７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标准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１ 　在范围的文字叙述上有所调整。 　根据我国标准编写规则进行编写。

２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适合我国国情。

６ 　在取样及贮存的文字叙述上有所调整。 　以适合我国国情。

７．１
　按ＧＢ／Ｔ９７２４规定用玻璃饱和甘汞电极

代替银氯化银电极。
　此电极在我国使用较普遍。

７．２
　增加了将实际水温下测定的电导率换算

成２５℃时的方法。
　以适合我国国情。

７．３．１．１
　按 ＧＢ／Ｔ６０３制备硫酸溶液（２０％）代替

１ｍｏｌ／Ｌ硫酸溶液。
　引用国标通则。

７．５．１．１ 　用５００ｍＬ蒸馏瓶代替２５０ｍＬ蒸馏瓶。 　此规格蒸馏瓶使用方便。

７．５．１．４
　按ＧＢ／Ｔ９７４０规定采用１０５℃±２℃电烘

箱代替１１０℃±２℃电烘箱。
　引用国标通则。

７．６．１．１
　按 ＧＢ／Ｔ６０２制备０．１ｍｇ／ｍＬ 硅标准

溶液。
　引用国标通则。

７．６．１．２
　用１ｍＬ溶液含有０．０１ｍｇＳｉＯ２ 代替１ｍＬ

溶液含有０．００５ｍｇＳｉＯ２。
　增加可操作性。

７．６．１．５
　按 ＧＢ／Ｔ６０３制备硫酸溶液（２０％）代替

２．５ｍｏｌ／Ｌ硫酸溶液。
　引用国标通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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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电导率的换算公式

犆．１　当电导率测定温度在狋℃时，可换算为２５℃下的电导率。

２５℃时各级水的电导率犓２５，数值以“ｍＳ／ｍ”表示，按式（Ｃ．１）计算：

犓２５ ＝犽ｔ（犓ｔ－犓ｐ·ｔ）＋０．００５４８ …………………………（Ｃ．１）

　　式中：

　犽ｔ———换算系数；

犓ｔ———狋℃时各级水的电导率，单位为毫西每米（ｍＳ／ｍ）；

犓ｐ·ｔ———狋℃时理论纯水的电导率，单位为毫西每米（ｍＳ／ｍ）；

０．００５４８———２５℃时理论纯水的电导率，单位为毫西每米（ｍＳ／ｍ）。

理论纯水的电导率（犓ｐ·ｔ）和换算系数（犽ｔ）见表Ｃ．１。

表犆．１　理论纯水的电导率和换算系数

狋／℃ 犽ｔ／（ｍＳ／ｍ） 犓ｐ·ｔ／（ｍＳ／ｍ） 狋／℃ 犽ｔ／（ｍＳ／ｍ） 犓ｐ·ｔ／（ｍＳ／ｍ）

０ １．７９７５ ０．００１１６ ２３ １．０４３６ ０．００４９０

１ １．７５５０ ０．００１２３ ２４ １．０２１３ ０．００５１９

２ １．７１３５ ０．００１３２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４８

３ １．６７２８ ０．００１４３ ２６ ０．９７９５ ０．００５７８

４ １．６３２９ ０．００１５４ ２７ ０．９６００ ０．００６０７

５ １．５９４０ ０．００１６５ ２８ ０．９４１３ ０．００６４０

６ １．５５５９ ０．００１７８ ２９ ０．９２３４ ０．００６７４

７ １．５１８８ ０．００１９０ ３０ ０．９０６５ ０．００７１２

８ １．４８２５ ０．００２０１ ３１ ０．８９０４ ０．００７４９

９ １．４４７０ ０．００２１６ ３２ ０．８７５３ ０．００７８４

１０ １．４１２５ ０．００２３０ ３３ ０．８６１０ ０．００８２２

１１ １．３７８８ ０．００２４５ ３４ ０．８４７５ ０．００８６１

１２ １．３４６１ ０．００２６０ ３５ ０．８３５０ ０．００９０７

１３ １．３１４２ ０．００２７６ ３６ ０．８２３３ ０．００９５０

１４ １．２８３１ ０．００２９２ ３７ ０．８１２６ ０．００９９４

１５ １．２５３０ ０．００３１２ ３８ ０．８０２７ ０．０１０４４

１６ １．２２３７ ０．００３３０ ３９ ０．７９３６ ０．０１０８８

１７ １．１９５４ ０．００３４９ ４０ ０．７８５５ ０．０１１３６

１８ １．１６７９ ０．００３７０ ４１ ０．７７８２ ０．０１１８９

１９ １．１４１２ ０．００３９１ ４２ ０．７７１９ ０．０１２４０

２０ １．１１５５ ０．００４１８ ４３ ０．７６６４ ０．０１２９８

２１ １．０９０６ ０．００４４１ ４４ ０．７６１７ ０．０１３５１

２２ １．０６６７ ０．００４６６ ４５ ０．７５８０ ０．０１４１０

犌犅／犜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书书书

犌犅／犜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表犆．１（续）

狋／℃ 犽ｔ／（ｍＳ／ｍ） 犓ｐ·ｔ／（ｍＳ／ｍ） 狋／℃ 犽ｔ／（ｍＳ／ｍ） 犓ｐ·ｔ／（ｍＳ／ｍ）

４６ ０．７５５１ ０．０１４６４ ４９ ０．７５１８ ０．０１６５０

４７ ０．７５３２ ０．０１５２１ ５０ ０．７５２５ ０．０１７２８

４８ ０．７５２１ ０．０１５８２

８
０
０
２—

２
８
６
６
犜
／
犅
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３２７６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