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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表1中I类产品指标为强制性的，II类产品指标和其他条文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是非等效采用日本工业标准JIS K 1475:1996《给水用 聚氯化铝》和美国给水工程协会标

准ANSI/AWWA B 408:1993((液体 聚氯化铝》对GB 15892-1995《水处理剂 聚合氯化铝》修订

而成 。

    本标准与JIS K 1475:1996和ANSI/AWWA B 408:1993的主要差异为:

    — 本标准包括液体聚氯化铝和固体聚氯化铝。

    — 根据聚氯化铝技术进展和我国聚铝行业的生产工艺及原料来源提高了盐基度的技术指标。

    — 有关重金属指标的检验方法有变动。

    本标准与GB 15892-1995的主要差异为:

    — 增加了凝聚性能的判定的方法(附录A)。

    — 降低了一些重金属含量的指标。

    — 取消了Mn和S0,’一2项指标。

    附录A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 15892-19950
    本标准由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处理剂分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深圳中润水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凯米沃特(宜兴)净化剂有限公司、中国

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江苏太仓新星轻工助剂厂、深圳市清源净水器材有限公司、武汉自来

水公司药剂厂、重庆渝西化工厂、淄博净水剂厂、鞍钢附企给排水净水剂厂、重庆蓝洁自来水材料有限

公司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润生、卢国平、鄂学礼、陶福棠、黄红杉、汤志松、练荣伟、贾久顺、赵俊岩、

邹 鹏。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南昌市昌林净水剂有限公司、南票矿务局化工厂、新乡新水水处理有限公司、

河南巩义市芝田净水剂厂、巩义市恒源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委托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处理剂分会((SAC/TC 63/SC 5)负责解释。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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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处 理 剂 聚 氯 化 铝 代替 GB 15892-1995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Poly aluminium chloride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处理剂聚抓化铝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水处理剂聚氯化铝。该产品主要用于饮用水、工业用水和各种污水的处理。其中用

于饮用水用聚氯化铝的原料盐酸，应采用工业合成盐酸。

    示性式:Al} (OH) m C1(,。一，) OGm<3n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2002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20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neq ISO 6353-1:1982)

    GB/T 603-2002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neq ISO 6353-1:1982)

    GB/T 610.1-1988 化学试剂 砷测定通用方法(砷斑法)

    GB/T 610. 2-1988 化学试剂 砷测定通用方法(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法)

    GB/T 6678-1986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199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neq ISO 3696:1987)

产 品分类

聚氯化铝按用途分为二类:

I类:饮用水用。

n类:工业用水、废水和污水用。

技术要求

外观

液体:无色或黄色、褐色液体。

固体:白色或黄色、褐色颗粒或粉末。

水处理剂聚氯化铝指标应符合表 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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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名称

指 标

工类 D类

液体 固体
液体 固体

优等 品 一等品 优等品 一等品

氧化铝(A120,)的质量分数/% )

盐基度/%

密度(20̀C)/(g/cm') )

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

pH(1%水溶液)

  10.0

  40-85

  1.15

    0.1

3.5-5.0

  10.0

  40 -̂85

  1.15

    0.3

3.5 5.0

  30.0

  40- 90

    0.3

3.5- 5.0

  28.0

  40- 90

    1.0

3.5 5.0

  10.0

  40- 90

  1.15

    0. 5

3.5- 5. 0

  27.0

  40- 90

    1. 5

3. 5- 5. 0

氨态氮(N)的质量分数/% 镇

砷(As)的质量分数/% 镇

铅((Pb)的质量分数/% (

锡(Cd)的质量分数/% (

汞(Hg)的质量分数/% (

六价铬(Cr-)的质量分数/% 蕊

  0.01

0.000 1

0.000 5

0.000 1

0.000 01

0.000 5

  0.01

0.000 2

  0.001

0.000 2

0.000 01

0.000 5

注:氨态氮、砷、铅、锅、汞、六价铬等杂质的质量分数均按 10.0%AI,O，计。

    表 1中I类产品的指标为强制性的，11类为推荐性的.

试验方 法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需要标准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 601,

GB/T 602,GB/T 603之规定制备。

    安全提示:本标准使用的强酸、强碱具有腐蚀性，使用时应注意。溅到身上时，用大量水冲洗。

5.1 妞化铝(A1203)含量的测定

5.1.1 方法提要

    用硝酸将试样解聚，在pH=3时加过量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使EDTA与铝离子络合，然后用

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返滴定。

5.1.2 试剂和材料

5.1.2.1 硝酸溶液:1+12.

5.1.2.2 氨水溶液:1+1,

5.1.2.3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溶液:c(EDTA)约为0. 05 mol/L,

5.1.2.4 乙酸一乙酸钠缓冲溶液(pH=5. 5):称取乙酸钠(三水)272 g溶于水中，加冰乙酸19 mL,稀释

至1 000 mL,

5.1.2.5 百里酚蓝溶液:1 g/L乙醇溶液。

5.1.2.6 二甲酚橙指示溶液:5 g/I_a

5.1.2.7 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c (ZnCl,)约。.02 mol/L

5.1.3 分析步骤

    称取约8g液体试样或2. 5 g固体试样，精确至 。. 000 2 g。用不含二氧化碳的水溶解，移人

250 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若稀释液浑浊，用中速滤纸干过滤，此为试液A。用移液管移取

10 mL稀释液或干过滤溶液，置于250 mL锥形瓶中，加10 mL硝酸溶液，煮沸1 min，冷却至室温后加

20. 00 mL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加百里酚蓝溶液3̂-4滴，用氨水溶液中和至试液从红色到黄色，煮

沸2 min。冷却后加人10 mL乙酸一乙酸钠缓冲溶液和2-4滴二甲酚橙指示溶液，用氯化锌标准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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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滴定至溶液由淡黄色变为微红色即为终点，同时做空白试验。

5. 1.4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氧化铝(A1203)含量二，(%)按式(1)计算:

                                        (V / 1 000一V/1 OOOcM/2 __
                                      w,= — X 100

                                                        m 只 10/2S0

式中:Vo— 空白试验消耗的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 测定试样消耗的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c 氯化锌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mol/L;

      m— 试料的质量，9;

      M- 氧化铝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t) (M=101. 96),
5.1.5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液体产品不大于。.1%;固

体产品不大于。.2%.

5,2 盐基度的测定

5.2.1 方法提要

    在试样中加人定量盐酸溶液，以氟化钾掩蔽铝离子，以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

5.2.2 试剂和材料

5.2.2.1 盐酸标准溶液:c(HCI)约0. 5 mol/Le

5.2.2.2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约0. 5 mot/L,

5.2.2.3 酚酞指示液:10 g/L乙醇溶液。

5.2.2.4 氟化钾溶液:500 g/L,

    称取500 g氟化钾，以200 mL不含二氧化碳的蒸馏水溶解后，稀释至1 000 mL。加人2滴酚酞指

示液并用氢氧化钠溶液或盐酸溶液调节溶液呈微红色，滤去不溶物后贮于塑料瓶中。

5.2.3 分析步骤

    移取25. 00 mL试液A，置于250 mL磨口瓶中，加20. 00 m工_盐酸标准溶液，接上磨口玻璃冷凝管，
煮沸回流2 min，冷却至室温。转移至聚乙烯杯中，加入20 mL氟化钾溶液，摇匀。加人5滴酚酞指示

液，立即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现微红色即为终点。同时用不含二氧化碳的蒸馏水作

空 白试验

5.2.4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百分比表示的盐基度(二:)按式(2)计算:

一
(Vo/1 000一V/1 ooo)CM

              M

_25250
0.529 3

  8_ 994

X 100

mw,100 X
式中:Vo— 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一一测定试样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c-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mol/L;

      m— 试料的质量，9;

      w,- 5. 1条测得的氧化铝的质量分数，%;

      M一 氢氧根[OH-〕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16. 99);
0. 529 3 - Al,认折算成Al的系数;

8.994一    [补1〕的。。。
5.2.5 允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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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2.0%.

5.3 密度的测定

5.3. 1 方法提要

    由密度计在被测液体中达到平衡状态时所浸没的深度。

5.3.2 仪器、设备

5.3.2. 1 密度计:分度值为。.001,

5.3.2.2 恒温水浴:可控温度((20士”℃。

5.3.2.3 温度计:分度值为1'C。

5.3.2.4 量筒:250 mL或500 mL.

5.3.3 分析步骤

    将液体聚氯化铝试样注人清洁、干燥的量筒内，不得有气泡。将量筒置于((2。士1)℃的恒温水浴中。

待温度恒定后，将密度计缓缓地放人试样中。待密度计在试样中稳定后，读出密度计弯月面下缘的刻度

(标有弯月面上缘刻度的密度计除外)，即为20℃时试样的密度。

5.4 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5.4. 1 仪器、设备

5.4. 1. 1 电热恒温干燥箱:100C-2000C ,

5.4. 1.2 布氏漏斗:d=100 mm,

5.4.2 分析步骤

    称取约10 g液体试样或约3 g固体试样，精确至。. 001 g,置于 1 000 mL烧杯中，加人 500 mL

水，充分搅拌，使试样溶解。然后，在布氏漏斗中，用恒量的中速定量滤纸抽滤。

    洗至无Cl一时(用硝酸银溶液检验)，将滤纸连同滤渣于100 0C ̂-105℃干燥至恒量.

5.4.3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水不溶物含量Wa(%)按式(3)计算:

切，=望二二卫竺X 100 (3)

式中:m, 掳纸和滤渣的质量，9;

      、:— 滤纸的质量，9;

      m— 试料的质量，9.

5.4.4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液体样品不大于。03%，固

体样品不大于。.1%.

5.5      pH值的测定

5.5. 1 仪器、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

5.5.1.1 酸度计:精度。. 02pH单位，配有饱和甘汞参比电极、玻璃测量电极或复合电极。

5.5.2 分析步骤

    称取1. 00 g士。01g试样。用水溶解后，全部转移到100 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
    将试样溶液倒人烧杯中，置于磁力搅拌器上，将电极浸人被测溶液中，开动搅拌，在已定位的酸度计

上读出pH值。

5.6 氮态氮(N)含量的测定

5.6. 1 方法提要

    试样中加人碳酸钠溶液使Al，十形成氢氧化物沉淀，于沉淀上清液中加人次氯酸钠和1-蔡酚，形成

蓝绿色靛酚络合物，在波长720 nm处测定其吸光度，求出氨态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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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试剂和材料

5.6.2. 1 硫酸溶液:1+35,

5.6.2.2 碳酸钠溶液:30 g/Lo

5.6.2.3 氢氧化钠溶液:10 g/L.

5.6.2.4 次氯酸钠溶液:1 g/L.

    将(100/c) mL(。为有效氯浓度)次氯酸钠及15 g氢氧化钠溶于水中，并稀释至1 000 MI。

5.6.2.5  EDTA·氢氧化钠混合溶液:

    称取。. 93 g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于氢氧化钠溶液(40 g/L)中，并用氢氧化钠溶液将其稀释至

250 mLe

5.6.2.6  1-蔡酚溶液:

    称取1.6g1-禁酚溶于丙酮·乙醇(15+85)溶液中，并用丙酮·乙醇溶液将其稀释至100 ml。

5.6.2.7氨态氮标准贮备溶液:1. 00 mL溶液含0. 1 mgN.
5.6.2.8 氨态氮标准溶液:1. 00 mL溶液含。.005 mgN,

    用移液管移取50 mL氨态氮标准贮备溶液，移人1 000 mL容量瓶中，用无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此溶液用时现配。

5.6.3 分析步骤

5.6.3.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移取0. 00 mL,l. 00 mL,2. 00 mL,3. 00 mL,4.00 mL,5.00 mL,6.00 mL,7. 00 mL氨态氮标

准溶液，移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无氨蒸馏水约50 mL。加人 1 mL次氯酸钠溶液，摇匀，2 min后

5 min内加人 1 mL EDTA 氢氧化钠混合溶液，摇匀，再在 1 min后5 min内加人5 mL 1-禁酚溶液并

再次摇匀，加水稀释至刻度，于250C-30℃静置15 min。用1 cm比色皿，在波长720 nm处以试剂空

白为参比测其吸光度。以氨态氮的(mg)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5.6.3.2 测定

    称取约10 g液体试样或3. 3 g固体试样，精确至0. 001 g‘移人 5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

度，摇匀。用移液管移取25 mL此溶液，置于100 mL容量瓶中，加1. 5 mL硫酸溶液摇匀后，加人5mL

碳酸钠溶液并稀释至刻度，轻轻摇匀。静置使氢氧化物沉淀。用移液管移取 50 mL上清液于100 mL

容量瓶中，用氢氧化钠溶液调pH至约11。以下按绘制标准曲线步骤进行吸光度的测定。
5.6.4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氨态氮的含量w, (0a)按式((4)计算:

m X 10-'
zu, = -------下几丁----气二 X 100

m。X
500 100

                              =                              4m ...-........................⋯⋯(4)
                                                                    刀之。

式中:m— 从曲线上得到的氨态氮(N)的质量，mg;

    mo— 试料的质量，g.
5.6.5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2%.

5.7 砷含量的测定

5.7.1       DDTC银法— 仲裁法

5.7.1.1 方法提要

    在酸性介质中，将砷还原成砷化氢气体，用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一三乙基胺三氯甲烷吸收液吸

收砷化氢气体，形成紫红色物质，在510 nm处测其吸光度。

5.7.1.2 试剂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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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2. 1 无砷锌。

5.7. 1.2.2 三氯甲烷。

5.7. 1.2.3 硫酸溶液:l+lo

5.7. 1.2.4 碘化钾溶液:150 g/Lo

5.7. 1.2.5 氯化亚锡盐酸溶液:

    将40 g氯化亚锡溶于100 MI，盐酸中，保存时可加人几粒金属锡，贮于棕色瓶中。

5.7. 1.2.6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一三乙基胺二氯甲烷吸收液:

    称取1. 0 g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研碎后，边研磨边加人100 mL三抓甲烷。然后加人18 mL

三乙基胺，再用三氯甲烷稀释至1 000 mL，摇匀。静置过夜。用脱脂棉过滤，保存于棕色瓶中，置冰箱

中保存 。

5.7. 1.2.7 砷标准储备溶液:1. 00 mL含0. 1 mgAs,

5.7. 1.2.8 砷标准溶液:1. 00 mL含0.001 mgAs.

    移取10. 00 m工砷标准贮备液于100 mL容量瓶中，加1 mL盐酸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临用

时移取此溶液10. 00 mL置于100 MI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5.7. 1.2.9 乙酸铅脱脂棉

5.7. 1.3 仪器和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

5.7. 1.3. 1 分光光度计。

5.7. 1.3.2 定砷器:符合GB/T 610.2中第5.3条之规定。

5.7. 1.4 分析步骤

5.7. 1.4.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a)在6个干燥的定砷瓶中，依次加入0 mL,1.00 mL,2.00 mL,3.00 mL,4.00 mL,5.00 mL砷标

准溶液，再依次加人30 mL,29 mI,,28 ml-,27 mL,26 mL,25 mL水使溶液总体积为30 mL

    b)在各定砷瓶中加人4 mL硫酸溶液，2 mL碘化钾溶液和2 ml氯化亚锡盐酸溶液，摇匀。静置

反应20 min。再各加人5g士0. 1 g无砷锌，立即将塞有乙酸铅脱脂棉并盛有5. 0 m工二乙基二硫代氨

基甲酸银一三乙基胺三氯甲烷吸收液的吸收管子装在定砷瓶上，反应50 min。取下吸收管(勿使液面倒

吸)，用三氯甲烷将吸收液补充至5. 0 mL,混匀。

    c)在波长510 nm处，用1 cm吸收池，以试剂空白为参比，测定吸光度。

    d)以砷含量(mg)为横坐标，对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5.7. 1.4.2 测定

    称取约log液体试样或3. 3 g固体试样，精确至。. 01 g，置于100。工蒸发皿中。加人10 mL硫酸

溶液，在沸水浴上蒸至近干。冷却，以热水溶解(如有不溶物应过滤除去)，再移人100 m工容量瓶中，用

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此溶液为试液B),

    移取10 mL试液B于定砷瓶中，加人20 mL水。然后按工作曲线的绘制中的b,c步骤操作，测定

吸光度 。

5.7.1.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砷的含量W, (%)按式(5)计算:

m X 10

叭=森10m0 X100
X 100

mm� (5)

式中:m— 从工作曲线上查得的砷含量,mg;

。。— 试料的质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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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 05%.
5.7.2 砷斑法

5.7.2.1 方法提要

    在酸性溶液中，用碘化钾和氯化亚锡将 As(V)还原为As( M )，加锌粒与酸作用，产生新生态氢，使

As( M)进一步还原为砷化氢，砷化氢气体与嗅化汞试纸作用时，产生棕黄色的汞砷化合物，可用于砷的

目视比色法测定。

5.7.2.2 试剂和材料

5.7.2.2.1 盐酸。

5.7.2.2.2 碘化钾。

5.7.2.2.3 硫酸溶液:1+10

5.7.2.2.4 氯化亚锡溶液:400 g/L,

5.7.2.2.5 氢氧化钠溶液:100 g/Le

5.7.2.2.6 无砷锌粒。

5.7.2.2.7 乙酸铅棉花。

5.7.2.2.8 澳化汞试纸。

5.7.2.2.9 砷标准贮备液:1 mL含0. lmg As.

5.7.2.2. 10 砷标准溶液:1 MI含0. 001 mg As(配制方法同5.7.1.2.8).

5.7.2.3 仪器、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

    定砷器:同GB/T 610. 1中5.2规定。

5.7.2.4 分析步骤

    移取 10. 00 mL试液B，置于定砷器的广口瓶中，在另一定砷器的广口瓶中，准确加人5. 00 mL砷

标准溶液。分别稀释至70 mL。加6 mL盐酸，摇匀，加2.5 g无砷锌粒，立即按GB/T 610. 1中图装好

装置，于暗处在250C-30℃放置1 h-1.5 h。比较澳化汞试纸的颜色，即可判定。

5.8 铅含量的测定

5.8.1 方法提要

    用电加热原子吸收光谱法，在波长283.3 nm处测定吸光度。

5.8.2 试剂和材料

5.8.2. 1 硝酸溶液:1+1e

5.8.2.2 铅标准贮备液:1 mL含。.1 mg Pb,

    称取0. 100 g铅(质量分数为99. 9 %以上)，精确至。. 000 2 g，加20 mL硝酸溶液溶解，加热驱除氮

氧化物，冷却后移人1 0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

5.8.2.3 铅标准溶液:1 mL含。.001 mg Pbo

    移取10. 00 mL铅标准贮备液放人1 OOOmL容最瓶中，加20 mL硝酸溶液，并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

5.8.3 仪器、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

5.8.3.1 微量进液装置:装有按钮式5 KL-500 KL微量液体流量计或自动进样器。

5.8.3.2 电加热原子吸收分析装置:带电加热方式，可进行反向接地补偿。

5.8.3.3 发热炉:石墨或耐高温金属制。

5.8.3.4 铅空心阴极灯。

5.8.4 分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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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1 称取约 10 g液体试样或 3. 3 g固体试样，精确至0. 000 2 g，置于250 ml烧杯中，加水

30 mL、硝酸溶液10 mL，盖上表面皿煮沸约1 min，冷至室温后转移至1 000 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

度，摇匀。此为试液C，供测Pb, Cd使用。

5.8.4.2 分别移取5. 00 mL试液C，置于 4个 50 mL容量瓶中，并依次加人 。. 00 mL, 0. 50 mL,

1.00 mL,1.50 mL铅标准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用微量进液装置将配好的试样注人发热炉，经

干燥、灰化、原子化后，在283. 3 nm处测其吸光度。以加人标准溶液的铅浓度为横坐标，相应的吸光度

为纵坐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标相交，交点即为所测试样中铅的含量。

5.8.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铅的含量w6(%)按式(6)计算:

m 义 10

Ws一m} X 1 000
又 100 (6)

式中:m— 试样中铅的质量，mg;

      m�— 试料的质量，9.

5.8.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 2%.

5.9 铜含量的测定

5.9.1 方法提要

    用电加热原子吸收光谱法，在波长228. 8 nm处测定吸光度，求出锡含量。

5.9.2 试剂和材料

5.9.2. 1 硝酸溶液:1+1.

5.9.2.2 锡标准贮备液:1 mL含。.1 mg Cd.

    称取。. 100 g金属福(质量分数为99. 9%以上)，精确至。. 000 2 g，置于100 mL烧杯中，加20 mL
硝酸溶液溶解，加热驱除氮氧化物，冷却后移人1 0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

5.9.2.3 锡标准溶液:1 mL含0. 000 1 mg Cde

    移取10. 00 mL锅标准贮备液放人1 000 mL容量瓶中，加20 mL硝酸溶液，并用水稀释至刻度，摇

匀。再取10. 00 mL该溶液于100 mL容量瓶中，加人2 mL硝酸溶液，并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溶

液用时现配。

5.9.3 仪器、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

5.9.3.1 微量进液装置:装有按钮式5 1,L-500川 微量液体流量计或自动进样器。

5.9.3.2 电加热原子吸收分析装置:带电加热方式，可进行反向接地补偿。

5.9.3.3 发热炉:石墨或耐高温金属制。

5.9.3.4 锅空心阴极灯。

5.9.4 分析步骤

    分别移取 5. 00 mL试液C，置于4个SOmL容量瓶中，并依次加人0.00 mL,0.5 mL,1.0 mL,

1. 50 mL福标准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用微量进液装置将配好的试样注人发热炉，经干燥、灰

化、原子化后，在228.8 nm处测其吸光度。以加人标准溶液的锡浓度为横坐标，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

标，绘制曲线，将曲线反向延长与横坐标相交，交点即为所测试样中锡的含量。

5.9.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锡的含量w,(%)按式(7)计算:

                                                          m X 10

m0 X 1 000
又 1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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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试样中福的质量，mg;

      mo— 试料的质量，9。

5.9..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00500,

5. 10 汞含量的测定

5. 10. 1分光光度法

5.10.1.1 方法提要

    将试样中的汞用高锰酸钾氧化成二价汞离子，过量的高锰酸钾用盐酸经胺还原后，在硫酸酸性溶液

中用双硫踪四氯化碳溶液来萃取。在萃取液中加盐酸进行反萃取。然后将水层pH调节为4.8 5.5,

再用双硫腺四氯化碳溶液萃取汞离子，过量的双硫腺用氨水洗净后，由分光光度法求出汞的含量。

5. 10. 1.2 试剂和材料

5. 10. 1.2. 1 硫酸溶液:1+10

5. 10. 1.2.2 盐酸溶液:1+1,

5. 10. 1.2.3 硝酸。

5. 10. 1.2.4 乙酸溶液:1+2,

5. 10. 1.2.5 氨水溶液:1+20

5. 10. 1.2.6 氨水溶液:1+30

5. 10. 1.2.7 氨性洗液:取氨水1 mL，加水稀释到100 mL，加EDTA溶液5 ml。

5. 10. 1.2.8 高锰酸钾。

5. 10. 1.2.9 盐酸经胺溶液:200 g/La

    称取盐酸经胺20 g溶于水中，并稀释至100 mL。将此溶液移人200 mL分液漏斗，加双硫踪四氯

化碳浓溶液10 mL，振摇后静置，弃去四氯化碳层。重复这项操作，直到双硫踪溶液颜色成为固有的绿

色为止 。

5.10.1.2.10 尿素溶液:200 g/L

    称取尿素20 g溶于水中，并稀释至100 mL 将此溶液移人200 mL分液漏斗，加双硫腺四氯化碳

浓溶液10 mL，振摇后静置，弃去四氯化碳层。重复这项操作，直到双硫腺溶液颜色成为固有的绿色

为止。

5.10.1.2.11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38 g/L.

    称取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二水盐 3. 8 g溶于水中，并稀释至100 mL。将此溶液移人200 mL分液

漏斗，加双硫踪四氯化碳浓溶液10 mL，振摇后静置，弃去四氯化碳层。重复这项操作。直到双硫踪溶

液颜色成为固有的绿色为止。

5. 10. 1.2. 12 精制四氯化碳:在四氯化碳中，加人约占其容量5%的硫酸摇混，静置后弃去硫酸层。重

复操作到硫酸层无色为止。然后水洗，加块状氧化钙摇混，将混有氧化钙的四氯化碳进行蒸馏，收集

77℃的馏分。

5. 10. 1. 2. 13 双硫腺四氯化碳贮备溶液:。.1 g/Le
    取双硫踪(二苯基硫卡巴腺)放人玛瑙研钵，研成细粉。取其100 mg，加1L精制四氯化碳，不时地

搅拌，静置24 h以上使双硫腺完全溶解。

5. 10.，.2. 14 双硫踪四氯化碳浓溶液:。.05 g/Lo

    移取双硫踪四氯化碳贮备溶液100. 00 mL于200 mL容量瓶中，加精制四氯化碳至刻度

5.10.1.2.15 双硫膝四氯化碳溶液:0.005 g/L,

    移取双硫踪四氯化碳浓溶液50. 00 m工_于500 mL容量瓶中，加精制四氯化碳至刻度。

5. 10. 1. 2. 16 酚红的乙醇溶液:1 g/L

    称取酚红。.1 g，溶于20 mL 95%乙醇，用水稀释成 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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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1. 2. 17 汞标准贮备液:1 mL溶液含有。.1 mg Hg,

5. 10. 1. 2. 18 汞标准溶液:1 mL溶液含有。.001 mg Hg.

    移取汞标准贮备液10. 00 mL于100 mL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再取 10. 00 mL此溶液于

100 mL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此溶液现用现配。

5. 10. 1.3 仪器、设备

5. 10. 1.3. 1 分液漏斗:50 mL,100 mL,l 000 mL,

5. 10. 1.3.2 回流冷凝装置;1 000 mL圆底磨口烧瓶，冷凝管长30 cm以上。

5. 10. 1.3.3 玻璃珠:d=2 mm-4 mm.

5. 10. 1.3.4 分光光度计。

5. 10. 1.4 分析步骤

    (1)称取液体试样约25 g，固体试样约8. 5 g,精确到。. 01 g，放人回流冷凝装置的烧瓶中，加水约

300 mI、硝酸30 mL和高锰酸钾1g，轻轻地摇匀，放人几粒玻璃珠后，装上回流冷凝管，缓缓加热，煮沸

1 ha

    (2)如果煮沸过程中高锰酸钾的颜色消失，可停止加热，待液温下降到约40℃时加1g高锰酸钾，

继续加热煮沸。重复这项操作，直到高锰酸钾的颜色保持10 min以上不褪色为止。

    (3)煮沸1h后放冷到液温约40 0C，取下烧瓶，滴加盐酸经胺溶液直到高锰酸钾颜色消失为止。加

几滴酚红的乙醇溶液，边冷却边加氨水溶液，直到溶液颜色变红为止。

    (4)加硫酸溶液 15 mL，盐酸经胺溶液5 mL和尿素溶液5 mI后，移人500 m1，分液漏斗。在其中

加人双硫踪四氯化碳浓溶液 20 mL，剧烈振摇2 min。静置后，将四氯化碳层移人另一 100 mL分液

漏斗。

    (5)在水层中再加双硫腺四氯化碳浓溶液20 mL，剧烈振摇2 min。静置后将四氯化碳层合并到刚

才分离出来的四抓化碳层中，弃去水层。

    (6)给四氯化碳层加水20 mL，通过振摇30 s来洗涤四氯化碳层，静置后，将四氯化碳层移人另一

100 mL分液漏斗，弃去水层。

    (7)给四氯化碳层加盐酸溶液10 mL，振摇30 s，静置后将四氯化碳层移人另一100 mL分液漏斗，

保 留水层 。

    (8)给四氯化碳层加盐酸溶液5 mL，振摇后静置，弃去四氯化碳层，水层则合并到前项保留的水

层 中。

    (9)水层用水稀释到约50 mL，加盐酸羚胺溶液0. 5 mL，乙酸溶液2mL, EDTA溶液1 mL和氨水

溶液(1+2)10 mL.
    (10)使用澳甲酚绿pH试纸，小L滴加氨水溶液((1+3)调节pH到4.8-5.5(当pH值超过5.5

时，整个方法报废)，准确加人双硫踪四氯化碳溶液10 mL，剧烈振摇2 min。静置后，将四氯化碳移入

50 mL分液漏斗，弃去水层。

    (11)给四氯化碳层加氨性洗液 10 mL，剧烈振摇30 s,静置后只将水层用移液管或滴液管吸出。

重复这项操作，直到氨性洗液成为无色为止。

    (12)将四氯化碳注人10 mm吸收池，测在波长490 nn 处的吸光度。

    (13)标准曲线的绘制:依次移取汞标准溶液1. 00 mL̂  15. 00 ml，放人100 mL分液漏斗，加盐酸

溶液15 mL，用水稀释至大约50 mI。加盐酸经胺溶液0. 5 ml -，乙酸溶液2 mL,EDTA溶液1 mL和氨

水((1+2)10 mL。然后按照(10)-(12)同样操作，以汞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同时做空白试验。

5.10.1.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汞的含量二，(%)按式(8)计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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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大 10-3

      刀 n

X 100 (8)

式中:m— 从标准曲线查出的汞的质量,mg;
    mo— 试料的质量，9。

5. 10. 1.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 00500,
5. 10.2 冷原子吸收法

5. 10.2. 1 方法提要

    在酸性介质中，将试样中的汞氧化成二价汞离子，用氯化亚锡将汞离子还原成汞原子，用冷原子吸

收法测定汞。

5. 10.2.2 试剂和材料

5. 10.2.2. 1 硫酸一硝酸混合液:

    将200 mL硫酸(优级纯)缓慢加人300 mL水中，同时不断搅拌。冷却后加人100 mL硝酸(优级

纯)，混匀。

5. 10.2.2.2 硫酸(优级纯 )溶液 :1+71,

5. 10.2.2.3 盐酸(优级纯)溶液:1+11.

5. 10.2.2.4 高锰酸钾(优级纯)溶液:10 g/L,

5. 10.2.2.5 盐酸经胺溶液:100 g/L

5. 10.2.2.6 氯化亚锡溶液:50 g/L,

    称取5. 0 g氯化亚锡，置于 200 mL烧杯中。加人 10 mL盐酸溶液及适量水使其溶解，稀释至

100 mL,混匀。

5. 10.2.2.7 汞标准贮备液:1 mL溶液含0. 1 mg Hg,

5. 10.2.2.8 汞标准溶液:1 mL含0. 001 mg Hg(配制方法同5.10. 1. 2.18).

5. 10.2.3 仪器、设备

    一般实验室仪器和

5. 10.2.3. 1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或测汞仪。
5. 10.2.3.2 汞空』L阴极灯。

5. 10.2.4 分析步骤

5. 10.2.4.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在6个50 mL容量瓶中，依次加人汞标准溶液。mL,1. 00 mL, 2. 00 mL, 3. 00 ml., 4. 00 mL,

5. OOmL，加水至40 mL。加人3 mL硫酸一硝酸混合液和1 MI高锰酸钾溶液，摇匀，静置15 min。再滴

加盐酸轻胺溶液至试液红色恰好消失，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在波长253. 7 nm处，以氯化亚锡溶液还原后的试剂空白所产生的汞蒸气为参比，测出以氯化亚锡

溶液还原后各标准试液所产生汞蒸气的吸光度。

    以汞含量(mg)为横坐标，对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5. 10.2.4.2 测定

    移取10 mL试液B于50 mL容量瓶中。以下操作按标准曲线的绘制中加人汞标准溶液以后的步
骤进行操作，测出以氯化亚锡还原后试样溶液所产生汞蒸气的吸光度。

5. 10.2.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汞的含量二。(%)按式((9)计算:

m X 10-'
X 100 (9)

m� X 101 _00
式中:m— 从工作曲线上查得的汞含量，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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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料的质量，g.

5. 10.2.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00 002 % o
5. 11 六价铬含量的测定

5. 11. 1 方法提要

    用氨水将A13+ 'Cr 3+生成氢氧化物或碱式盐，沉淀弃去。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铬。

5. 11.2 试剂与材料

5”.2.1 氨水溶液:l+%

5. 11.2.2 甲基红指示剂:1 g/L乙醇溶液

5. 11.3 仪器、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仪器和

5. 11.3. 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5. 11.3.2 铬空心阴极灯

5. 11.3.3 铬标准贮备溶液:1 mL溶液含有0. 1 mg Cr,

5. 11.3.4 铬标准溶液:1 ml溶液含有。.01 mg Cr.

5. 11.4 分析步骤

5. 11.4. 1试样的制备

    称取约10 g液体试样或3. 3 g固体试样，精确至。. 000 2 g,置于250 mL烧杯中，加水50 mL水溶

解，加人2滴甲基红指示剂，在搅拌下用氨水溶液调节至溶液由红色变为黄色为止，加热至微沸，使沉淀

凝聚。冷却后，转移至100 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用快速定性滤纸干过滤，滤液留作测

定用 。

5. 11.4.2 标准曲线的绘制

    移取。.00 mL,1.00 mL,2.00 mL,3.00 mL,4. 00 mL,6. 00 mL铬标准溶液置于100 mL容量瓶

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标准系列含铬量为。. 00 mg,0.01 mg,0.02 mg,0.03 mg,0.04 mg,

0. 06 mg，在仪器的最佳工作条件下，于波长357. 9 nm处，以空白调零，测其吸光度。以测定的吸光度

为纵坐标，相对应的铬含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5. 11.4.3 试样的测定

    按标准曲线的同等仪器条件，以空白调零，测定其吸光度，从标准曲线上求得相应的铬含量。

5. 11.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分数表示的铬的含量WIn(%)按式(10)计算:

. X 101

    刀2p
X 100 (10)

式中:、— 曲线中查得的铬的质量，mg;

      .o— 试料的质量，9.

5. 11.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00 1

6 检验规则

6. 1 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指标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6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其中密度、氧化铝、盐基度、水不溶物、pH等5项指标项目应逐批检验 若需判定每批聚氯化铅的混凝

性能，参见附录Aa

6.2 水处理剂聚氯化铝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所有

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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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类别、等级、净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和本标准编号。

6.3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对所收到的产品进行验收。

6.4 每批产品液体应不超过200 t，固体应不超过60 t,

6.5 按GB/T 6678-1986第6. 6条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

    对于袋装固体产品，采样时应将采样器垂直插人到袋深的四分之三处采样。每袋所采样品不少于

100 g。将所采样品混匀，用四分法缩分至约500 g，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玻璃瓶中，密封。

    对于桶装液体产品，采样时应将采样器深人桶内，从上、中、下部位采样量不少于50 mL。将所采样

品混匀，从中取出约800 mL，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塑料瓶中，密封。

    对于用贮罐车装运的液体产品，应用采样器从罐的上、中、下部位采样。每个部位采样量不少于

250 mL。将所采样品混匀，取出约800 mL，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塑料瓶中，密封。

    在密封的样品瓶上粘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类别、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供

检验用，另一瓶保存3个月备查。

6.6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核验。核验结果

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整批产品不能验收。

6.7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办理。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 1 水处理剂聚氯化铝的外包装上应有涂刷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商标、类

别、等级、净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本标准编号以及GB 191规定的“标志7怕湿”。

7.2 固体水处理剂聚氯化铝采用双层包装，内包装采用聚乙烯薄膜袋，厚度不小于。. 05 mm，包装容

积应大于外包装;外包装采用聚丙烯塑料纺织袋，其性能和检验方法应符合GB/T 8946的规定。每袋

净重25 kg,50 kg(或依顾客要求而定)。
    包装的内袋用维尼龙绳或其他质量相当的绳扎口，外袋用缝包机缝口，缝线应整齐无漏缝。

7.3 液体聚氯化铝采用聚乙烯塑料桶包装，每桶净重25 kg,50 kg或200 kg。采用双层桶盖，内盖扣

严，外盖旋紧。用户需要时，液体聚氯化铝也可用贮罐车装运。

7.4 水处理剂聚氯化铝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避免雨淋、受潮;并保持包装完整、标志清晰。

7.5 水处理剂聚氯化铝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液体产品贮存期6个月，固体产品贮存期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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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 的附录)

混凝性能的判定

Al 方法提要

    用自然原水(江河、湖泊、水库等地面水源水)，用混凝沉淀试验搅拌机进行混凝沉淀试验，根据试验

结果判断混凝性能。

A2 仪器和设备

    一般实验室用设备和

A2. 1 混凝沉淀试验搅拌机;

A2. 2 散射帐饨度仪

混凝沉淀试验

                                                      .

工
J

I
J

A

A 1 聚氯化铝稀释液的配置

称取聚氯化铝试样，放人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使稀释液Ale 0,含量为

mg/ml_-10 mg/mL。该液应在使用当天配制。
2 设置试验程序

混合 500 r/min-1 000 r/min         30 s-60 s

絮凝 20 r/min-200r/min             10 min-30 min

沉淀 10 min-30 min

A3. 3 将原水注人6个完全相同的烧杯中，加至1 000 mL刻度处。将聚氯化铝稀释液用刻度吸管依

大小顺序，依次放入加药试管中。

A3. 4 启动混凝沉淀试验搅拌器，试验参照程序A3. 2进行。沉淀时间到，取澄清水样，测定剩余浊度

等水质指标。

A3. 5 试验期间，同时观测絮凝体形成时间、形状、大小和沉降状况，并作记录

A4 混凝沉淀效果的评价

    根据混凝剂投加量、澄清水剩余浊度和其它水质指标以及观测状况，绘制曲线或作表，评价混凝沉

淀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