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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环境保护部2009年3月16日以环办函[2009]221号文下达了《COD快速测定仪技术要求与

检测方法》项目计划，文件号为216，项目的统一编号为1467。 

标准的制订由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承担，参编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河

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我们召集各参加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按照任务书的要

求，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2）调研 

对国内外COD的测定方法标准和COD速测仪的工作原理、测试方法、性能指标、可靠

性及应用情况进行调研，收集国内外关于COD速测仪的文献资料，分类归纳形成调研报告；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内外COD的测定方法标准、仪器标准及检定规程、各种水质标准

中COD规定限值、各环境监测站和排污企业对COD速测仪的使用情况与需求情况的调研，

并进行了分类、归纳和总结。 

（3）编写开题报告并进行论证 

2010年10月召开开题报告论证会，论证委员会听取了开题论证报告，认为报告提出标准

定位基本准确，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编制标准的技术路线较为合理、可行；建议进一步明

确本标准仪器的适用范围与测量范围。  

（4）编写标准及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2010年11月-2011年8月， 根据方法制订的研究结果，召集了包括国内、国外共6家COD

快速测定仪于同一实验室进行了验证试验，并对测定结果进行充分的对比、分析，完成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化学需氧量污染的危害及相关环保工作的需要 

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简称 COD）指水体中易被强氧化剂氧化的还

原性物质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结果折算成氧的量（以 mg/L 计），是评价水体污染程度的

重要综合指标之一[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水体受还原性物质（有机污染物）的污染情况。高

COD 废水进入自然水体后，消耗自然水体中的溶解氧，水体的复氧能力不能满足要求，致

使除微生物外几乎所有生物的死亡，水体发黑、发臭，从而影响到周边环境。COD 是我国

节能减排重点控制的污染物指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4]及行业型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都对化学需氧量的标准限值作了

明确的规定。因此，对化学需氧量指标的测量非常重要。 

由于 COD 快速测定仪具有小巧轻便、携带自如、测量快捷、低能耗等特点，已被广泛

应用于水体中 COD 的检测。目前，国内外已有几十家企业生产销售 COD 快速测定仪，其

测定方法主要有消解比色法、库仑滴定法、UV 光催化法。但国内外还没有相关的 COD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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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标准，仪器的测量范围、功能特点、性能指标等没有系统的、完整的规定。各生产厂家只

能按照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进行检测，导致仪器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差别很大。 

    随着我国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和 COD 快速测定仪的广泛应用，制定《COD 快速测定

仪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已成为必要。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我国 COD 快

速测定仪检测技术的提高和规范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其可靠性与实用性，并为提高

我国污染监测能力、应急监测能力以及有效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与保障。

表 1  相关水质标准对 COD 排放的要求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 (mg/L) 

GB3838

-2002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I 类 15 ІІ类 15 Ш类 20 IV 类 30 V 类 40

GB5084

-92 

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 
水作 200 旱作 300 蔬菜 150

GB8978

-1996 

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1997.

12.31

前建

设的

单位 

甜菜制糖、焦化合成

脂肪酸、湿法纤维板、

染料、洗毛、有机磷

农药工业 

一级 100 二级 200 
三级

1000 

味精、酒精、医药原

料药、生物制药、苎

麻脱胶、皮革、化纤

浆粨工业 

一级 100 二级 300 
三级

1000 

石油化工工业(包括石

油炼制) 
一级 100 二级 150 三级 500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一级 60 二级 120 —— 

其他排污单位 一级 100 二级 150 三级 500

1998.

1.1 后

建设

的单

位 

甜菜制糖、合成脂肪

酸、湿法纤维板、染

料、洗毛、有机磷农

药工业 

一级 100 二级 200 
三级

1000 

味精、酒精、医药原

料药、生物制药、苎

麻脱胶、皮革、化纤

浆粨工业 

一级 100 二级 300 
三级

1000 

石油化工工业(包括石

油炼制) 
一级 60 二级 120 三级 500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一级 60 二级 120 —— 

其他排污单位 一级 100 二级 150 三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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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 (mg/L) 

GB1447

0.1-200

2 

兵器工业

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火炸药 

2003.6.3

0 日前建

设 

硝化甘油系火炸药 150 

粉状铵锑炸药 
年产量>6000t 120 

年产量≤6000t 150 

硝化棉 
以精制棉为原料 150 

以棉短绒为原料 300 

单质炸药 150 

火炸药工业废酸浓缩 150 

2003.7.1

日起建

设和新、

扩、改建

项目 

硝化甘油系火炸药 100 

粉状铵锑炸药 100 

硝化棉 
以精制棉为原料 100 

以棉短绒为原料 150 

单质炸药 100 

火炸药工业废酸浓缩 100 

GB1891

8-2002 

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

标准 

一级标准 

(A 标准) 

一级标准 

(B 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50 60 100 120 

GB2042

5-2006 

皂素工业

水污染排

放标准 

2007.1.1-2008.12.31 的皂素企业 400 

2009.1.1 起新、改、扩建企业 300 

GB1447

0.2-200

2 

兵器工业

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火工药剂 

  

2003.6.30 日

前建成的项

目及建成后

投产的 

二硝基重氮酚 250 

叠氮化铅、三硝基间苯二酚铅、D.S 共

沉淀起爆药、K.D 复盐起炸药、硫氰酸

盐、亚铁氰化钾、三硝基 间苯二酚 

150 

叠氮化钠 200 

2003.7.1日起

建设的及其

新、改、扩建

项目 

二硝基重氮酚、叠氮化铅、三硝基间苯

二酚铅、D.S 共沉淀起爆药、K.D 复盐

起炸药、硫氰酸盐、亚铁氰化钾、三硝

基间苯二酚、叠氮化钠 

150 

GB1447

0.3-200

2 

兵器工业

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弹药装药 

现有企业 150 

新、改、扩建企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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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 (mg/L) 

GB4287

-92 

纺织染整工

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1989.1.1 日前立项的纺织染

整工业建设项目及建成后投

产的企业 

I 级 180 ІІ级 240 Ш级 500

1989.1.1-1992.6.30之间立项

的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及

建成后投产的企业 

I 级 100 ІІ级 180 Ш级 500

1992.7.1 起立项的纺织染整

工业建设项目及建成后投产

的企业 

I 级 100 ІІ级 180 Ш级 500

GB1345

6-92 

钢铁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

标准 

1989.1.1 前立项的钢铁工业

建设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

企业 

I 级 150 ІІ级 200 Ш级 500

1989.1.1-1992.6.30立项的钢

铁工业建设项目及其建成后

投产的企业 

I 级 100 ІІ级 150 Ш级 500

1992.7.1 立项的钢铁工业建

设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

业 

焦化 
I 级

100 

ІІ级

150 

Ш级

500 

联合企

业 

I 级

100 

ІІ级

150 

Ш级

500 

GB1437

4-93 

航天推进剂

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 

1993.12.1 日前立项的建设

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业
200 

1993.12.1 日起立项的建设

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业
150 

GB1345

8-2001 

合成氨工业

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大型 中型 小型 

2000.12.31 前建设的单位 

 
150 150 

一级 

150 

二级

150 

2001.1.1 日后建设的单位 100 150 —— 

GB1982

1-2005 

啤酒工业污

染物排 

放标准 

啤酒企业 
预处理标

准 500 
排放标准 80 

麦芽企业 
预处理标

准 500 
排放标准 80 

GB1846

6-2005 

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

标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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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 (mg/L) 

GB1345

7-92 

肉类加工工

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1989.1.1前立项

的建设项目及

建成后投产的

企业 

一级 120 
二级 

160 

三级 

500 

1989.1.1-1992.6

.30 之间立项的

建设项目及其

建成后投产的

企业 

一级 100 二级 120 三级 500

1992.7.1起立项

建设项目及其

建成后投产的

企业 

畜类屠宰/肉

制品加工 

一级

80 
二级 120 三级 500

禽类屠宰加工
一级

70 
二级 100 三级 500

GB3544

-2008 

制浆造纸工

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2009.5.1-2011.6

.30 现有制浆造

纸企业 

制浆企业 200 

制浆和造纸联

合生产企业 

废纸制浆和

造纸企业 
120 

其他制浆和

造纸企业 
150 

造纸企业 100 

2011.7.1 起现有

制浆造纸企业、

2008.8.1起新建

制浆造纸企业

制浆企业 100 

制浆和造纸联

合生产企业 
90 

造纸企业 80 

GB2190

1-2008 

羽绒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

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 100 

2010.7.1 起现有企业、2008.8.1 起 新建企业 80 

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境容

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企业 
50 

GB2152

3-2008 

杂环类农药

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吡虫啉

原药 

三唑酮

原药 

多菌灵

原药 

百草枯

原药 

莠去津

原药 

氟虫腈

原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GB2190

5-2008 

提取类制药

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 150 

2010.7.1 起 现有企业、2008.8.1 起 新建企业 100 

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境容量较

小、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企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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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 (mg/L) 

GB2190

6-2008 

中药类制药

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 130 

2010.7.1 起 现有企业、2008.8.1 起 新建企业 100 

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境容量

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企业 
50 

GB2190

7-2008 

生物工程类

制药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

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 100 

2010.7.1 起 现有企业、2008.8.1 起 新建企业 80 

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境容量

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企业 
50 

GB2190

8-2008 

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 80 

2010.7.1 起 现有企业、2008.8.1 起 新建企

业 
60 

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

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易发生污染地

区的企业 

50 

GB2190

9-2008 

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 

2009.5.1-2010

.6.30 现有企

业 

甘蔗制糖 120 

甜菜制糖 150 

2010.7.1 起现

有企业 

2008.8.1 起新

建企业 

甘蔗制糖 100 

甜菜制糖 100 

国土开发密度

高、环境承载

能力减弱或水

环境容量较

小、生态环境

脆弱、容易发

生环境污染地

区的企业 

甘蔗制糖 50 

甜菜制糖 50 

GB2190

3-2008 

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注：括号内为

同时生产发酵类原料药和混装制剂的联合

生产企业) 

200（180）

2009.1.1-2010.6.30 现有及 2008.8.1 起新建 

注括号内为同时生产发酵类原料药和混装

制剂的联合生产企业 

1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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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

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企业 
50 

GB2190

4-2008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2009.1.1-2010.6.30 现有企业 

注：括号内为同时生产发化学合成类原料药

和混装制剂的联合生产企业 

200（180）

2010.7.1起 现有企业及 2008.8.1起 新建企

业 

注：括号内为同时生产化学合成类原料药和

混装制剂的联合生产企业 

120（100）

国土开发密度高、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或水环

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企业 
50 

 
2.2 COD 快速测定仪最新进展 

COD 快速测定仪大部分采用重铬酸钾消解-光度比色法，美国 HACH、德国 Merck，以

及国内的兰州连华、承德华通、河北先河等也都采用此方法。仅有洛阳高新开发区双阳仪器

有限公司一家企业生产采用重铬酸钾消解-库仑滴定法的 COD 快速测定仪，澳大利亚

Aquadiagnostic 公司生产的 COD 快速测定仪采用 UV 光催化法。经调研，目前国内鲜有采

用库伦滴定法和 UV 光催化法的 COD 快速测定仪的应用实例。 
表 2 COD 快速测定仪表 

公司 原理 
测量范围 

mg/l 
准确度 

重复性

误差 

消解温度 

℃ 

消解时间 

min 

A 消解比色 
10-150 

100-1500 

10%（标样）

15%（水样）
3% 

165 

150 
15，120 可选

B 消解比色 
10-200 

50-2500 
5 4% 165 15 

C 消解比色 0-1500 8% 3% 165 15 

D 消解比色 

2-5000， 

5-5000 

50-1000 

10% 2% 165 10 

E 消解比色 

3-150 

20-1500 

200-15000 

— — 150 120 

F 消解比色 

0-150 

0-1500 

0-15000 

— — 148 120 

G 消解比色 
10-250 

100-2500 
5mg/l；5% 2% 165、150 

15、30、60、

120 可选 



 

 11

H 消解比色 

10-150 

25-1500 

300-3500 

500-10000 

— 3.5% 148 120 

I 库仑滴定 0-1000 5% — 165 15 

J 库仑滴定 2-5000 — 5% 165 10-15 

3 国内外相关仪器标准研究  
3.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COD 快速测定仪在国内外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检测方法也有很多种，如消解比色法、

催化消解比色法、UV 光度法、UV 光催化法、库仑滴定法等，但目前还没有关于 COD 快速

测定仪的标准，所以无法对其进行规范。国外关于 COD 检测的标准主要为方法标准，有 ISO 

6060-1989《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5]、EPA.Method 0410.4《自动的手动比色法》[6]、BS 

ISO 15705-2002《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ST-COD）小型密封管法》[7]、JIS K0400-20-10-19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8]和 NF T90-101-2001《水质 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9]

等标准。 

ISO 6060-1989 方法与 JIS K0400-20-10-1999 方法相似，均为在强酸介质中用重铬酸钾

对水样进行消解后，采用硫酸亚铁铵滴定，它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含 COD 值在 30-700mg/L

且氯化物浓度小于 1000mg/L 的水样。 

EPA.Method 0410.4 和 BS ISO 15705-2002 方法均为重铬酸钾消解后比色法测定，其中

EPA 方法是在 150℃的条件下进行密封消解后在 600nm 处检测，测量范围为 3-900mg/L，适

用于地面水、地表水、家庭用水和工业废水中 COD 值的测定；BS ISO 15705-2002 标准经过

试验验证可适用于任何水样，包括所有的废弃物和废水。 

以上标准都详细描述了实验室内对水样中 COD 的检测过程，但都没有对测定仪的指标

进行规范。 

3.2 国内相关标准研究 
我国检测 COD 的方法标准有《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GB 11914-1989） 

[10]、《再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GB/T 22597-2008）[11]、《工业循环冷却水

中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高锰酸钾法》（GB/T 15456-2008）[12]、《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

消解分光光度法》（HJ/T 399-2007）[13]、《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HJ/T 

70-2001）[14]和《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HJ/T 132-2003）[15]。

其它相关标准和规程有《化学需氧量（COD）测定仪检定规程》（JJG 975-2002）[16]、《化学

需氧量（COD）在线自动监测仪检定规程》（JJG 1012-2006）[17]、《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化

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HJ/T 377-2007）[18]。 

（1）GB 11914-1989 采用的是仲裁方法，它的原理是在水样中加入已知量的重铬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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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并在强酸介质下以银盐作催化剂，经沸腾回流消解后，以试亚铁灵为指示剂，用硫酸

亚铁铵进行滴定，该方法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含氯化物浓度小于 1000mg/L(稀释后)，COD 值

在 30mg/L 到 700mg/L（未经稀释）的水样。 

（2）GB/T 22597-2008 与 GB 11914-89 方法类似，也是在酸性介质中用重铬酸钾消解硫

酸亚铁铵滴定，不同之处是 GB/T 22597-2008 采用硫酸锰、硫酸高铈作催化剂，以 1,10-菲

啰啉-亚铁指示液为指示剂，它主要适用于化学需氧量在 1-100mg/L 范围内的再生水的测定。 

（3）GB/T 15456-2008 采用高锰酸钾消解，主要适用于化学需氧量在 2-80mg/L（以 O2

计）范围内的工业循环冷却水中的测定，也适用于工业废水、原水、锅炉水中化学需氧量的

测定。 

（4）HJ/T 399-2007 采用重铬酸钾高温消解后，根据试样中化学需氧量值与生成三价铬

吸光度的比例关系，用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测定范围为 15-1000mg/L，适用于氯离子含量

小于 1000mg/L 的地表水、地下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5）HJ/T 70-2001 适用于氯离子含量小于 20000mg/L 的油田、沿海炼油厂、油库、氯

碱厂、废水深海排放等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方法的检出限为 30mg/L。 

（6）HJ/T 132-2003 是在碱性条件下采用高锰酸钾消解，硫代硫酸钠滴定，方法的最低

检出限 0.20mg/L，测定上限 62.5mg/L，主要适用于油气田和炼化企业氯离子含量高达几万

至十几万毫克每升高氯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7）JJG 975-2002、JJG 1012-2006、HJ/T377-2007 分别对化学需氧量测定仪和化学需

氧量在线自动监测仪的计量性能要求（示值误差、重复性、稳定性）和通用技术要求（外观

安全性能等）的指标和具体检测方法做了详细的要求。其中 JJG 975-2002 将化学需氧量的

测定原理分为分光光度原理和电化学原理。 

综合以上内容，GB11914 是仲裁方法，我国实验室普遍采用此种方法进行水中 COD 的

检测；采用 HJ/T 399 中规定的方法测定水中 COD 时，可以采用 COD 快速测定仪来完成；

因此要考核 COD 快速测定仪对实际水样的测定准确度，采用 GB11914 的方法最适宜。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在符合我国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以及环境监测需

求制定本标准，不仅考虑标准的先进性，而且还考虑标准的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前瞻性。为

满足地表水和污水中 COD 快速检测的需求，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制定原则是： 

1) 仪器的测定范围、示值误差、重复性等指标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要求。 

2) 各项指标的检测方法准确可靠，具有可实施性，通过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的检测能

如实的反应仪器各项指标和性能。 

3) 各项指标具有普遍适用性，功能完整性，适于以不同原理方法为基础的仪器，易于

推广使用。 

4.2 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4.2.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检测地表水和工业废水中 COD 污染物含量的 COD 快速测定仪技术要求

和检测方法，适用于该类仪器的研制生产、性能检验、选型使用、日常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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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1) 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制订标准所依据的标准规范。 

2) 仪器组成：明确仪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功能。 

3) 基本要求：对 COD 快速测定仪的外观、基本功能、测量范围、安全要求、使用环

境等不直接体现速测仪使用性能却对使用性能有影响的内容进行规范。 

4) 性能要求：对 COD 快速测定仪的示值误差、重现性误差、光学稳定性、消解器定

时误差、消解器温度控制误差等主要技术指标以及绝缘阻抗等安全性能指标进行规范，对仪

器功能进行规范。 

5) 性能试验：明确 COD 快速测定仪主要技术指标和安全性能指标的检验方法。 

6) 使用说明书：明确规定使用说明书必须包含的内容，以便用户日常校准、维护。 

7) 标识：明确规定仪器必须具有的标识。 

8) 日常校验周期与运行考核办法：规定仪器日常校验的形式、项目和周期。 

4.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4.3.1 标准拟对仪器检测的主要技术指标和依据  
标准的资料性概述要素、规范性一般要素、规范性技术要素等技术内容的编排、陈述形

式、引导语等遵循《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中的有关规定，有关

COD快速测定仪的技术要求是对国内外COD检测的方法标准、COD快速测定仪企业标准、技术

特点、实际使用情况以及用户意见与需求、征求仪器厂商代表意见等的充分调研、分析的基

础上制定，其相应的技术要求的检测方法是对已经广泛应用的仪器和具有应用前景的仪器进

行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制订。具体的技术要素与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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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技术路线图 

 

图 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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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与解释 

5.1 COD 快速测定仪测定原理 

经调研，目前重铬酸钾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的 COD 快速测定仪技术最成熟，市场需求

量也最大。采用此种方法的 COD 快速测定仪由恒温消解器、消解管和光度计组成，各部分

功能如下： 

（1）恒温消解器：给水样消解提供恒定的温度环境； 

（2）消解管：给水样消解提供安全的容器，一般为玻璃材质、圆柱型，消解方式分为

密闭或敞口两种方式，密闭消解的配有耐酸螺旋盖； 

（3）光度计：重铬酸钾消解-分光光度法原理的 COD 快速测定仪独有，固定波长或连

续可调，用于消解后水样的测定，可直接显示水样的 COD 值。 

5.2 标准指标参数技术论证 

5.2.1 消解时间示值误差 

将消解器消解时间设置为一定时间（最长不超过 2h），当按消解器定时功能启动时，同

时启动秒表，当定时结束时，停止秒表并读数，重复 3 次，计算读数平均值为 tx，按公式（1）

计算消解时间示值误差： 
Δt=tx-t                                   （1） 

式中：Δt——消解时间示值误差，s； 
      t——设定时间，s； 
      tx——消解时间 3 次测量平均值，s。 

分别选择 1、2、3、4、5、6 六个厂家（3 个国内，3 个国外）的 COD 速测仪进行测试，

每个厂家分别选用 A、B、C 三台仪器，试验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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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消解时间示值误差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消解时间测定结果(s) 

设定值(s) 
消解时间示值误差

Δt（s） 1 2 3 

1 
A 601.0 601.0 601.0 

600.0 
-1.00 

B 601.0 602.0 601.0 -1.30 
C 602.0 602.0 602.0 -2.00 

2 
A 600.0 600.0 600.0 

600.0 
0.00 

B 601.0 600.0 600.0 -0.30 
C 600.0 600.0 601.0 -0.30 

3 
A 601.0 600.0 600.0 

600.0 
-0.30 

B 601.0 600.0 601.0 -0.70 
C 601.0 600.0 601.0 -0.70 

4 
A 600.0 600.0 600.0 

600.0 
0.00 

B 601.0 601.0 601.0 -1.00 
C 599.0 599.0 599.0 1.00 

5 
A 1806.0 1805.0 1807.0 

1800.0 
-6.00 

B 1806.0 1805.0 1807.0 -6.00 
C 1807.0 1808.0 1805.0 -6.70 

6 
A 7200.0 7200.0 7200.0 

7200.0 
0.00 

B 7200.0 7200.0 7200.0 0.00 
C 7200.0 7200.0 7200.0 0.00 

 
综合各厂家数据分析结果，示值误差在 0.00-7.00s 之间，本标准提出 COD 快速测定仪消解时间示值误差指标为不大于±5s，按照此技术要求，参加验

证的 18 台设备，有 15 台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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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温场均匀性误差 

将消解器控制温度设置到消解温度，启动消解器，等待温度显示稳定后，根据消解器消

解孔的个数，均匀选取 6~9 个孔（保证中间孔和四周的孔均能够检测到），用温度计分别测

量每个加热孔的温度，每个孔间隔 1min 读取一个数共读取 3 次，计算算术平均值 Ti，按公

式（2）计算温场均匀性误差： 

W=Tmax-Tmin.                                        （2） 

式中：Tmax—温度最高孔的平均值，℃； 

  Tmin—温度最低孔的平均值，℃。 
选择 1、2、3、4、5、6 六个厂家（3 个国内，3 个国外）的 COD 速测仪进行测试，每

个厂家分别选用 A、B、C 三台仪器，测定其温场均匀性误差，试验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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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温场均匀性误差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温场均匀性测试结果（℃） 

设定值（℃）
温场均匀性

W（℃） 1 2 3 4 5 6 7 8 9 

1 
A 164.40 164.57 164.50 164.20 164.40 164.20 164.70 164.77 164.33

165.00 
0.57 

B 164.27 164.47 164.27 164.20 164.10 164.33 164.37 164.43 164.13 0.37 
C 165.30 165.70 165.77 165.57 165.40 165.17 165.17 165.80 165.63 0.60 

2 
A 164.97 164.87 164.70 163.60 164.03 164.87 164.47 164.60 164.47

165.00 
0.94 

B 165.30 165.17 164.97 165.27 165.20 165.77 165.20 165.10 164.70 1.07 
C 164.93 165.00 164.97 164.90 165.10 165.27 165.40 165.33 164.33 1.00 

3 
A 164.73 164.73 164.80 164.90 164.67 164.83 164.77 164.93 164.80

165.00 
0.23 

B 163.93 164.50 164.90 164.40 164.27 164.57 164.53 164.53 164.27 0.97 
C 164.40 164.43 164.60 164.67 164.60 164.60 164.77 164.63 164.47 0.37 

4 
A 168.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9.00 168.00 168.00 169.00

165.00 
4.00 

B 169.00 166.00 166.00 165.00 166.00 169.00 168.00 169.00 168.00 3.00 
C 169.00 167.00 167.00 168.00 167.00 170.00 169.00 169.00 169.00 2.00 

5 
A 161.53 162.50 162.30 162.33 161.63 161.70 162.10 162.37 161.87

165.00 
0.97 

B 161.70 162.20 162.50 162.37 161.53 161.90 162.37 162.13 161.67 0.83 
C 161.67 161.67 162.10 161.83 161.53 161.23 161.90 161.43 161.37 0.87 

6 
A 147.03 147.40 147.40 147.07 146.83 147.57 146.63 147.17  

148.00 
0.77 

B 147.27 147.30 146.90 148.63 147.73 147.27 147.37 147.73  1.73 
C 146.83 146.97 146.60 147.37 147.00 146.83 147.20 147.03  1.13 

 

综合各厂家的数据分析结果，温场均匀性误差在 0.23℃~4.00℃之间，本标准提出温场均匀性误差的技术指标为不大于 3℃，按照此技术要求，参加

验证的 18 台设备，有 17 台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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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消解温度示值误差 

将消解器控制温度设置到消解温度，启动消解器。等待温度显示稳定后，用电子温度计

测量加热孔的温度，根据消解器的消解孔数，均匀选取 6~9 个加热孔（保证中间孔和四周的

孔均能够测到），每个孔间隔 1min 读取一个数共读取 3 次，求其算术平均值 Ti，再计算各个

Ti 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4）计算消解温度示值误差： 

n

T
T

n

i
i∑

== 1                                       （3） 

TTT −=Δ                                         （4） 

式中：ΔT——消解温度示值误差，℃； 

      T ——消解器设置温度，℃； 

      T ——消解器孔的平均温度，℃； 

      Ti ——第 i 孔的 3 次读数温度平均值，℃； 

      n ——孔的个数。 
对六个厂家的 COD 速测仪进行测试，每个厂家选择 A、B、C 三台仪器，试验结果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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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温度示值误差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温度示值误差测试结果（℃） 设定值

（℃） 
消解器温度示

值误差ΔT（℃）1 2 3 4 5 6 7 8 9 

1 
A 164.40 164.57 164.50 164.20 164.40 164.20 164.70 164.77 164.33

165.00 
0.55 

B 164.27 164.47 164.27 164.20 164.10 164.33 164.37 164.43 164.13 0.71 
C 165.30 165.70 165.77 165.57 165.40 165.17 165.17 165.80 165.63 -0.50 

2 
A 164.97 164.87 164.70 163.60 164.03 164.87 164.47 164.60 164.47

165.00 
0.49 

B 165.30 165.17 164.97 165.27 165.20 165.77 165.20 165.10 164.70 -0.19 
C 164.93 165.00 164.97 164.90 165.10 165.27 165.40 165.33 164.33 -0.03 

3 
A 164.73 164.73 164.80 164.90 164.67 164.83 164.77 164.93 164.80

165.00 
0.20 

B 163.93 164.50 164.90 164.40 164.27 164.57 164.53 164.53 164.27 0.57 
C 164.40 164.43 164.60 164.67 164.60 164.60 164.77 164.63 164.47 0.43 

4 
A 168.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9.00 168.00 168.00 169.00

165.00 
-1.89 

B 169.00 166.00 166.00 165.00 166.00 169.00 168.00 169.00 168.00 -2.33 
C 169.00 167.00 167.00 168.00 167.00 170.00 169.00 169.00 169.00 -3.33 

5 
A 161.53 162.50 162.30 162.33 161.63 161.70 162.10 162.37 161.87

165.00 
2.96 

B 161.70 162.20 162.50 162.37 161.53 161.90 162.37 162.13 161.67 2.96 
C 161.67 161.67 162.10 161.83 161.53 161.23 161.90 161.43 161.37 3.36 

6 
A 147.03 147.40 147.40 147.07 146.83 147.57 146.63 147.17  

148.00 
0.86 

B 147.27 147.30 146.90 148.63 147.73 147.27 147.37 147.73  0.48 
C 146.83 146.97 146.60 147.37 147.00 146.83 147.20 147.03  1.02 

 
综合各厂家的试验数据，本标准提出消解器温度示值误差的技术指标为不大于±3℃，按照此技术要求，参加验证的 18 台设备，符合要求的有 1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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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示值误差 

分别测定 COD 浓度为 30mg/L、50mg/L、200mg/L、500mg/L、800mg/L 的试验液，每

种浓度测定 3 次并计算均值。当被测样品 COD 浓度大于 50mg/L 时，按公式（5）计算，当

被测样品浓度小于 50mg/L 时，按公式（6）计算。 

%100×
−

=
si

sii
i C

CCδ  x                              （5） 

式中： iδ —第 i 种浓度试验液的示值误差； 

  iC —第 i 种浓度试验液的测试值均值，mg/L； 

  siC —第 i 种浓度试验液的标称值，mg/L。 

sii CCCi −=Δ                                        （6） 

式中： CiΔ —第 i 种浓度试验液的示值误差；  

iC —第 i 种浓度试验液的测试值均值，mg/L； 

   siC —第 i 种浓度试验液的标称值，mg/L。 

 
对选取的六个厂家的 COD 速测仪进行示值误差测试，每个厂家选择 A、B、C 三台仪

器，试验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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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示值误差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标称值（mg/L） 
测试结果（mg/L） 

示值误差 
1 2 3 

1 

A 

30.0 30.2 33 32.9 2mg/L 
50.0 52.4 53.2 50.9 4.3% 

200.0 195.1 191.6 198.6 -2.5% 

500.0 497.3 528.7 500.8 1.8% 

800.0 801.2 801.2 816.5 0.8% 

B 

30.0 31.4 33.3 28.9 1mg/L 
50.0 47 54.1 47.4 -1.0% 

200.0 206.4 209.9 209.9 4.4% 

500.0 522 513 502.6 2.5% 

800.0 832.1 835.9 825.2 3.9% 

C 

30.0 30.5 33.7 34.9 3mg/L 
50.0 53.7 53.2 54.6 7.7% 

200.0 216 216 205.5 6.3% 

500.0 504.6 511.1 497.7 0.9% 

800.0 814.2 803.8 803.8 0.9% 

2 
A 

30.0 33.77 32.23 33.77 3mg/L 
50.0 49.12 47.58 47.58 -3.8% 

200.0 201.1 204.2 204.2 1.6% 

500.0 503.5 503.5 505 0.8% 

800.0 813.5 832 832 3.2% 

B 30.0 29.92 33.07 29.92 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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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0.4 50.4 50.4 0.8% 

200.0 196.9 204.7 206.3 1.3% 

500.0 516.6 515 513.4 3.0% 

800.0 820.6 822.1 825.3 2.8% 

C 

30.0 26.77 28.62 28.62 -2mg/L 
50.0 45.67 44.7 44.7 -10.0% 

200.0 198.4 203.2 195.3 -0.5% 

500.0 518.2 511.9 516.6 3.1% 

800.0 822.1 822.1 822.1 2.8% 

3 

A 

30.0 24 26 29 4mg/L 
50.0 49 48 49 -2.7% 

200.0 193 194 195 -3.0% 

500.0 490 487 492 -2.1% 

800.0 785 793 790 -1.3% 

B 

30.0 30 31 32 1mg/L 
50.0 49 53 52 2.7% 

200.0 196 204 199 -0.2% 

500.0 499 496 497 -0.5% 

800.0 795 794 793 -0.8% 

C 

30.0 27 32 31 0mg/L 
50.0 54 52 52 5.3% 

200.0 202 192 199 -1.2% 

500.0 502 497 499 -0.1% 

800.0 794 796 795 -0.6% 

4 A 30.0 28 21.5 25.2 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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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36.1 40.3 34.9 -25.8% 

200.0 181 178 184 -9.5% 

500.0 506 502 485 -0.5% 

800.0 780 776 776 -2.8% 

B 

30.0 26.3 29.6 28.9 -2mg/L 
50.0 42.6 49 35.5 -15.3% 

200.0 195 204 196 -0.8% 

500.0 499 495 495 -0.7% 

800.0 792 791 783 -1.4% 

C 

30.0 28.2 21.3 18.8 -7mg/L 
50.0 40.9 38.1 41.7 -19.5% 

200.0 176 177 191 -9.3% 

500.0 491 493 478 -2.5% 

800.0 795 788 792 -1.0% 

5 

A 

30.0 31.83 27.17 34.68 1mg/L 
50.0 46.76 50.57 53.07 0.3% 

200.0 191.1 187.9 193.8 -4.5% 

500.0 516.1 511.5 489.6 1.1% 

800.0 804.1 800 795.2 0.0% 

B 

30.0 22.07 25.48 28.55 -5mg/L 
50.0 47.84 46.95 50.26 -3.3% 

200.0 206.6 207.8 222.8 6.2% 

500.0 504.2 517.1 518.1 2.6% 

800.0 796 787.4 786.1 -1.3% 

C 30.0 29.84 28.3 29.55 -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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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0.19 50.89 50.07 0.8% 

200.0 182.3 195.4 193.5 -4.8% 

500.0 495.4 473.7 472.2 -3.9% 

800.0 800.3 812.7 777.4 -0.4% 

6 

A 

30.0 31.9 32.3 31 2mg/L 
50.0 51.8 52.4 52.2 4.3% 

200.0 198 207 196 0.2% 

500.0 515 513 515 2.9% 

800.0 804 815 797 0.7% 

B 

30.0 31.7 30.5 31.8 2mg/L 
50.0 49 50.8 51.6 0.9% 

200.0 214 208 214 6.0% 

500.0 505 497 495 -0.2% 

800.0 801 801 801 0.1% 

C 

30.0 30.8 31.5 32.2 2mg/L 
50.0 52.6 51.4 53.2 4.8% 

200.0 209 211 211 5.2% 

500.0 504 530 526 4.0% 

800.0 814 808 828 2.1% 

 

 

综合各厂家的试验验数据，本标准提出示值误差的技术指标为 COD>200mg/L 时，±5.0%，按照此技术要求，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全部符合要求；50mg/L

≤COD≤200mg/L 时，±10.0%，按照此技术要求，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16 台符合要求；COD<50mg/L 时，±5mg/L，按照此技术要求，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

备，15 台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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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重复性 

分别使用 COD 浓度为 30mg/L、50mg/L、200mg/L、500mg/L、800mg/的试验液，重复

测定 6 次，按公式（8）计算重复性，取 AS 最大者作为测定仪的重复性误差。 

 

1

)(
1

2

−

−
=
∑
=

=

n

CC
ni

i
i

δ                                        （7） 

式中：δ——标准偏差； 

  n——测定次数； 

 
iC ——第 i 次测量结果，mg/L； 

 C ——n 次测量结果均值，mg/L。 

％＝ 100×
C
δS A                                                          （8） 

式中： AS ——重复性误差； 

      δ——标准偏差； 

  C ——n 次测量结果均值，mg/L。对选取的六厂家的 COD 速测仪进行重复性试验，

每个厂家选择 A、B、C 三台仪器，试验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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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重复性试验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标称值

（mg/L） 
测试结果（mg/L） 

相对标准偏差 AS  
1 2 3 4 5 6 

1 

A 

30.0 30.2 28.4 32.9 30.3 32.9 33.0 5.6 
50.0 52.4 53.2 50.9 48.3 49.6 51.9 3.3 

200.0 195.1 191.6 198.6 219.5 205.5 209.6 4.6 
500.0 497.3 528.7 500.8 525.7 511.3 511.3 2.3 
800.0 801.2 801.2 816.5 805.7 826.6 791.8 1.4 

B 

30.0 31.4 33.3 28.9 32.4 33.8 32.4 5.0 
50.0 47 54.1 47.4 51.4 49.9 52.3 5.1 

200.0 206.4 209.9 209.9 203 206.4 216.9 2.1 
500.0 522 513 502.6 522 509.5 495.6 1.9 
800.0 832.1 835.9 825.2 822.9 826.2 818.5 0.7 

C 

30.0 30.5 33.7 34.9 32.6 34.4 30.5 5.3 
50.0 53.7 53.2 54.6 52.7 54.6 53.7 1.3 

200.0 216 216 205.5 212.5 209 205.5 2.1 
500.0 504.6 511.1 497.7 504.6 501.2 497.7 0.9 
800.0 814.2 803.8 803.8 814.2 814.2 796.8 0.8 

2 
A 

30.0 33.77 32.23 33.77 29.16 29.16 29.16 6.8 
50.0 49.12 47.58 47.58 47.58 53.72 49.12 4.4 

200.0 201.1 204.2 204.2 204.2 201.1 204.2 0.7 
500.0 503.5 503.5 505 498.9 503.5 503.5 0.4 
800.0 813.5 832 832 827.4 828.9 824.3 0.8 

B 30.0 29.92 33.07 29.92 29.92 28.35 28.3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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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0.4 50.4 50.4 53.55 50.4 51.97 2.3 
200.0 196.9 204.7 206.3 204.7 196.9 198.4 2.0 
500.0 516.6 515 513.4 516.6 519.7 513.4 0.4 
800.0 820.6 822.1 825.3 817.4 817.4 825.3 0.4 

C 

30.0 26.77 28.62 28.62 28.62 25.2 28.35 4.7 
50.0 45.67 44.7 44.7 44.7 45.67 45.67 1.1 

200.0 198.4 203.2 195.3 198.4 195.3 198.4 1.3 
500.0 518.2 511.9 516.6 515 518.2 518.2 0.4 
800.0 822.1 822.1 822.1 782.8 822.1 822.1 1.8 

3 

A 

30.0 24 26 29 28 35 29 11.9 
50.0 49 48 49 51 51 52 2.8 

200.0 193 194 195 203 196 193 1.8 
500.0 490 487 492 490 489 490 0.3 
800.0 785 793 790 791 789 786 0.4 

B 

30.0 30 31 32 27 28 27 6.7 
50.0 49 53 52 48 53 52 3.8 

200.0 196 204 199 197 195 194 1.7 
500.0 499 496 497 497 496 495 0.3 
800.0 795 794 793 798 794 794 0.2 

C 

30.0 27 32 31 32 28 31 6.5 
50.0 54 52 52 54 54 53 1.7 

200.0 202 192 199 198 201 199 1.6 
500.0 502 497 499 495 500 496 0.5 
800.0 794 796 795 806 799 793 0.5 

4 A 30.0 30.3 21.5 25.2 28.7 28.5 2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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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36.1 40.3 34.9 36.6 40.5 34.8 6.3 
200.0 181 178 184 180 182 186 1.4 
500.0 506 502 485 501 516 489 2.1 
800.0 780 776 776 784 777 796 0.9 

B 

30.0 26.3 29.6 28.9 38.9 27.1 25.5 15.3 
50.0 42.6 49 35.5 41.6 48.8 35.9 12.8 

200.0 195 204 196 186 200 195 2.8 

500.0 499 495 495 492 496 493 0.5 
800.0 792 791 783 786 779 781 0.6 

C 

30.0 28.2 29.2 18.8 29.1 21.3 28 16.0 
50.0 40.9 38.1 41.7 39.5 40.2 42.5 3.6 

200.0 176 177 191 194 201 200 5.3 
500.0 491 493 478 487 503 500 1.7 
800.0 795 788 792 792 786 792 0.4 

5 

A 

30.0 31.83 27.17 34.68 30.74 32.96 30.42 7.4 
50.0 46.76 50.57 53.07 52.75 50.91 52.68 4.2 

200.0 191.1 187.9 193.8 203.7 198.4 202.4 2.9 
500.0 516.1 511.5 489.6 497.7 511.4 503.2 1.8 
800.0 804.1 800 795.2 805.5 812.6 828.3 1.3 

B 

30.0 22.07 25.48 28.55 23.68 26.21 26.47 8.2 

50.0 47.84 46.95 50.26 50.5 48.06 46.83 3.0 

200.0 206.6 207.8 222.8 219.4 209.6 213.5 2.8 

500.0 504.2 517.1 518.1 497.7 506.9 506.3 1.4 
800.0 796 787.4 786.1 816.6 790.5 800.3 1.3 

C 30.0 29.84 28.3 29.55 32.36 28.89 27.9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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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0.19 50.89 50.07 47.89 49.24 49.51 1.9 
200.0 182.3 195.4 193.5 181.7 194.8 183.7 3.2 
500.0 495.4 473.7 472.2 482.3 495.1 483 1.9 
800.0 800.3 812.7 777.4 785.6 782.7 791.5 1.5 

6 

A 

30.0 31.9 32.3 31 30.6 32.6 32 2.2 
50.0 51.8 52.4 52.2 50.6 52 52.6 1.3 

200.0 198 207 196 211 213 206 3.0 
500.0 515 513 515 505 515 505 0.9 
800.0 804 815 797 818 789 782 1.6 

B 

30.0 31.7 30.5 31.8 32.4 31.5 31.1 1.9 
50.0 49 50.8 51.6 53.4 51.6 52.2 2.6 

200.0 214 208 214 210 214 215 1.2 
500.0 505 497 495 512 497 513 1.5 
800.0 801 801 801 780 807 819 1.4 

C 

30.0 30.8 31.5 32.2 31.4 31.4 31.3 1.3 
50.0 52.6 51.4 53.2 51.2 52.8 52.4 1.4 

200.0 209 211 211 201 206 222 3.0 
500.0 504 530 526 515 527 525 1.7 
800.0 814 808 828 790 819 794 1.7 

 

综合各厂家的试验数据，本标准提出重复性的技术指标为：COD≥200mg/L 时，5.0%，按照此技术要求，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17 套符合要求；50mg/L

≤COD<200mg/L 时，10.0%，按照此技术要求，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17 套符合要求%；COD<50mg/L 时，15.0%，按照此技术要求，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

16 套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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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抗氯干扰 

选择 COD 浓度为 300mg/L，氯离子浓度为 1000mg/L 的试验液进行测试，重复测定 6
次，按公式（9）计算。 

%100×
−

=
C

CCδ                                        （9） 

式中：δ —试验液的示值误差； 

      C —试验液的测试值均值，mg/L； 

      C —试验液的标称值，mg/L。 

对选取的六厂家的 COD 速测仪进行抗氯干扰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8。 



 

 32

表 8  抗氯干扰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测得结果（mg/L） 

示值误差 δ 
1 2 3 4 5 6 

1 
A 316.3 305.5 314.9 315.6 312.7 315.4 4.5 
B 313.5 314.5 309.8 318.5 314.6 308.5 4.4 
C 309.9 312.4 306.3 308.4 312.3 301.3 2.8 

2 
A 323.8 323.8 323.8 330.2 330.2 327 8.8 
B 311.1 304.8 314.3 298.4 298.4 311.6 2.1 
C 323.8 327 320.7 333.4 323.8 323.8 8.5 

3 
A 299 293 305 304 296 302 -0.1 
B 301 312 312 320 311 314 3.9 
C 294 297 304 305 295 309 0.2 

4 
A 347 347 342 344 355 375 17.2 
B 342 343 394 345 352 347 17.9 
C 336 305 360 338 341 344 12.4 

5 
A 278.2 295.2 284.9 288.8 290.1 287 -4.2 
B 277.8 284 279.8 294.3 289.2 286.4 -4.9 
C 265.3 270.3 266.9 273.2 275.1 278.6 -9.5 

6 
A 326 308 336 323 296 318 5.9 
B 320 322 322 329 321 319 7.4 
C 325 319 321 318 304 330 6.5 

 

  

综合各厂家的试验数据，本标准提出抗氯干扰的技术指标为：当氯离子小于 1000mg/L 时，示值误差小于 10.0%，按照此技术要求，参加验证的 18
套设备，16 套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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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实际水样比对实验 

采集至少五种不同种类的废水。分别采用测定仪与 GB 11914 的方法对每种水样进行比

对实验，比对实验次数均应不少于 6 次。当被测水样的 COD 浓度大于 50mg/L 时，按公式

（10）计算该种水样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当被测水样的 COD 浓度小于 50mg/L 时，

按公式（11）计算平均绝对误差。 

B
A

n
BX n∑ −

=                                   （10） 

式中：A——实际水样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 

      Xn——第 n 次测量值，mg/L； 

      B ——采用 GB/T 11914 方法测定水样所得的测量值，mg/L； 

      n ——比对试验次数。 

 

                      n
BXn∑ −

=Δ
                           （11） 

 

式中：Δ——平均绝对误差，mg/L； 

      Xn——第 n 次测量值，mg/L； 

      B ——采用 GB/T 11914 方法测定水样所得的测量值，mg/L； 

      n ——比对试验次数。 

验证试验中，选取了石化行业废水、炼油行业废水、化肥行业废水、造纸行业废水、制

药行业废水对参加验证的 6 个企业的 18 台仪器进行的测试，每台仪器测定 6 次，GB/T 11914

方法平行三次测定，并取其平均值。试验结果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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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实际水样比对实验测试数据 

厂家 仪器 水样 方法 
测得结果（mg/L） 

误差 
1 2 3 4 5 6 

1 

A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65.1 953.9 946.0 948.6 939.0 975.1 

10.3%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33.4 543.8 557.8 547.8 556.0 549.7 

13.1%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43.2 659.8 667.3 666.8 657.3 668.5 

23.7%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36.9 209.0 226.5 233.5 216.0 215.4 

11.9%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4.9 35.9 33.9 34.4 36.9 35.4 

11mg/L 
国标法 24.0 

B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36.1 971.8 943.9 948.4 936.9 961.3 

9.7%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32.8 529.3 532.8 532.8 557.2 557.2 

11.5%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72.1 661.7 682.6 668.7 689.6 683.5 

26.6%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26.2 219.2 226.2 215.7 219.2 222.7 

11.2%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3.4 32 32.5 34.5 33.4 32 

9mg/L 
国标法 24.0 

C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36.1 971.8 943.9 948.4 936.9 961.3 

9.7% 
国标法 8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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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废水
仪器法 524.3 527.8 538.3 525.4 528.8 522 

8.9%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49.6 653 663.5 660 656.5 654.2 

22.9%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8.6 222 218.6 217.1 224.1 227.5 

11.1%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4.9 35.8 36.3 35.4 34.1 35.8 

11mg/L 
国标法 24.0 

2 

A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39.4 942.5 942.5 939.4 924.1 939.4 

8.4%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18.8 514.2 523.4 523.4 518.8 523.4 

7.4%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57.0 660.0 655.0 661.0 667.0 657.0 

23.5%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9.5 219.5 221.0 218.0 219.5 214.9 

9.8%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55.26 52.19 52.19 53.73 53.79 55.26 

29mg/L 
国标法 24.0 

B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18.2 918.2 915.6 915.1 918.2 918.2 

6.0%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16.6 513.4 516.6 518.2 518.2 521.3 

6.8%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55.2 652.0 652.0 647.3 645.7 647.3 

21.7%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8.9 217.3 218.9 215.8 218.9 218.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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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法 199.22 

化肥污水
仪器法 50.4 48.82 53.55 51.97 53.55 55.12 

28mg/L 
国标法 24.0 

C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22.9 922.9 922.9 915.1 929.2 921.4 

6.6%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21.3 522.9 518.2 518.2 516.6 513.4 

7.0%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66.2 659.9 667.8 665.2 652 672.5 

24.3%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8.9 220.5 220.5 218.9 218.9 223.6 

10.5%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56.7 58.27 58.27 55.12 55.12 56.7 

32mg/L 
国标法 24.0 

3 
A 

石化废水
仪器法 899 880 891 927 897 900 

3.9% 
国标法 865.67 

造纸废水
仪器法 472 475 478 475 470 471 

2.3%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581 577 574 574 571 572 

7.7%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04 202 200 205 208 198 

2.0%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2 31 32 32 29 31 

7mg/L 
国标法 24.0 

B 石化废水
仪器法 888 884 880 881 895 893 

2.4% 
国标法 8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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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废水
仪器法 486 479 489 491 485 481 

0.8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560 555 560 555 571 572 

5.3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197 193 198 194 193 197 

2.0%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0 32 31 30 33 34 

7mg/L 
国标法 24.0 

C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10 922 907 895 895 894 

4.4% 
国标法 865.67 

造纸废水
仪器法 491 490 494 489 496 489 

1.4%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586 580 586 582 585 583 

9.3%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07 202 205 202 201 203 

2.1%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2 33 32 31 33 31 

8mg/L 
国标法 24 

4 A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07.0 923.0 920.0 929.0 922.0 914.0 

6.2%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03 496 496 508 503 505 

3.6%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46 650 659 653 645 651 

21.9%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6 221 219 234 224 22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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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4.1 27.7 22.1 27.6 29.7 23.3 

3mg/L 
国标法 24.0 

B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27.0 929.0 916.0 925.0 924.0 919.0 

6.7%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07 512 501 508 505 511 

4.7%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49 656 647 657 647 760 

25.4%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09 215 217 219 212 217 

7.8%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7.5 25.3 21.9 16.9 21.1 20.7 

3mg/L 
国标法 24.0 

C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41.0 922.0 929.0 920.0 921.0 925.0 

7.0% 
国标法 926.33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08 504 507 543 527 506 

6.5%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55 647 652 700 647 649 

23.3%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22 208 223 226 217 213 

9.5%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4.8 22.5 24.6 25.7 29.6 18.2 

3mg/L 
国标法 24 

5 A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03.0 914.4 929.6 937.7 916.2 921.1 

6.4% 
国标法 8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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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废水
仪器法 484.6 473.5 474.1 480.6 477.1 482 

1.2%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30.2 611.4 630.9 638.1 629.3 622.1 

17.4%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157.4 153 151.1 153.3 160.4 157.2 

22.0%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4.08 23.64 27.07 31.79 24.41 29.36 

3mg/L 
国标法 24 

B 

石化废水
仪器法 899.4 904.5 880.5 898.8 905.5 890.2 

3.6%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06.7 508 495.1 489.4 507.9 479.8 

3.1%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26.5 625.9 613.4 627.5 630.1 621.5 

16.9%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7.6 206.5 200.6 202.6 194.3 212.6 

4.1%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17.74 22.77 19.82 13.57 19.7 19.58 

5mg/L 
国标法 24 

C 

石化废水
仪器法 887.6 896.9 918.6 884.2 910.5 886.2 

3.7%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467 470.2 466 483.3 464.6 471.7 

2.9%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01.5 608.3 648.3 606.6 604.8 599.1 

14.5%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181.3 169.7 178.8 178.6 175.8 174.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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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4.41 20.12 25.03 24.61 25.01 24.23 

1mg/L 
国标法 24 

6 

A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54.0 923.0 932.0 924.0 942.0 948.0 

8.3%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09 516 513 535 530 527 

7.7%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32 627 641 652 624 638 

19.0%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28 223 226 227 239 223 

14.3%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30 30 29.1 30.6 28.5 31.2 

3mg/L 
国标法 24 

B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35.0 951.0 902.0 932.0 904.0 917.0 

6.7% 
国标法 865.41 

造纸废水
仪器法 534 515 528 484 536 524 

7.4%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27 631 647 640 637 635 

19.1%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2 223 225 232 223 230 

12.5%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7.9 26.7 27.9 29.1 26.1 28.5 

4mg/L 
国标法 24 

C 石化废水
仪器法 932.0 916.0 945.0 926.0 936.0 905.0 

7.1% 
国标法 8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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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废水
仪器法 523 517 519 532 525 537 

8.5% 
国标法 484.51 

制药废水
仪器法 625 645 639 648 639 641 

19.8% 
国标法 533.99 

炼油废水
仪器法 212 220 212 221 224 231 

10.4% 
国标法 199.22 

化肥废水
仪器法 27.3 26.7 27 27.3 28.5 27.9 

4mg/L 
国标法 24 

 
 

根据各厂家对实际水样数据的分析，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的技术要求为当水样 COD 含量大于 50mg/L 时，不大于 15.0%，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除制

药废水外），17 套符合要求，当水样 COD 含量小于 50mg/L 时，不大于 10mg/L，参与验证的 18 套设备，10 套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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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电压稳定性试验 

电压稳定性试验反映了仪器耐受供电电源波动的性能，参照 GB/T 12519-1990《分析仪

器通用技术条件》[20]的相关规定，对不同厂家的仪器进行检验、统计，确定仪器的电压稳

定性试验技术要求。测量方法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分别在 198V 和 242V 下测定 COD 浓

度为 200mg/L 的标准溶液，按公式（5）计算示值误差。测定结果见表 10。 
表 10  电压稳定性试验 

设备 电压 测定结果，mg/L 示值误差，% 

A 
198V 195 191 198 2.7 
220V 206 209 210 4.2 

B 
198V 219 205 209 5.5 
220V 209 206 216 5.2 

C 
198V 212 209 205 4.3 
220V 216 216 205 6.2 

 
5.2.9 技术指标 

在对各厂家 COD 快速测定仪进行实际测量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提出速测仪的技

术要求，见表 11。 
表 11 仪器分析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指标 
消解时间示值误差 ±5s 
温场均匀性误差 3℃ 

消解温度示值误差 ±3℃ 

示值误差 
COD>200mg/L 时，±10.0%；50mg/L≤COD≤200mg/L 时，

±15.0%；COD<50mg/L 时，±5mg/L 

重复性误差 
COD≥200mg/L时，5.0%；50mg/L≤COD<200mg/L时，10.0%；

COD<50mg/L 时，15.0% 
抗氯能力 1000mg/L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COD>50 mg/L 时, 15.0%； COD<50 mg/L 时,10mg/L。 
电压稳定性试验 ±10% 

仪器的试验条件为环境温度为 0℃～40℃，试验期间温度变化幅度不超过 20℃；相对湿

度：90%以下；大气压力：（86~106）kPa 之间，变化幅度在±5%以内；电源电压：（220±22）
V；电源频率：（50±0.5）Hz；仪器预热时间：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时间。 
5.3 可行性分析 

以重铬酸钾快速消解-分光光度原理实现 COD 的快速测定，操作准确可靠而且灵敏度较

高，成本低廉，得到了广泛应用。COD 快速测定仪的技术指标包括消解时间示值误差、温

场均匀性误差、消解温度示值误差、示值误差、重复性误差、抗氯能力等是通过多个厂家的

实测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并结合实际应用需求而制定的，基本符合目前 COD 速测仪的水平。 

6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建议 

目前，COD 快速测定仪已被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领域，但国内国际上都没有相应的标

准规范，为规范行业的发展，提高行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制定 COD 快速测定仪技术要求和

检验方法十分必要。本标准技术内容是在调研了大量现有 COD 快速测定仪性能指标和技术

水平，分析大量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需求而制定的，充分考虑了设备的先进性、

可靠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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