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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比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水质悬浮物的质量标准"排放标准以及检测方法标准# 探讨大陆目前现行的与水质悬
浮物相关标准的修订需求# 提出!现有的质量标准修订时!应增加悬浮物指标!且可参考台湾的质量标准!适当放宽标准限
值要求$现有的排放标准修订时!对于悬浮物指标!可参考台湾的排放标准!适当收紧标准限值要求$现有的检测方法标准
修订时!可以增加称量恒重载体的种类!使用自身质量更轻的铝盘等载体!使检测结果更为稳定!分析过程更易掌握$增加
质控样品的配制方法!提出质控要求!提高悬浮物测定项目的准确度与精密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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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中存在的悬浮物会使水体浑浊!降低透
明度!影响水生生物的呼吸和代谢!甚至造成鱼类
窒息死亡!悬浮物过多时!还可能造成河道阻塞#

造纸"皮革"冲渣"选矿"湿法粉碎和喷淋除尘等工
业操作中产生大量含无机"有机悬浮物的废水# 因
此!在水和废水处理中!测定悬浮物具有特定的
意义)! .#*

#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现行的地表水质量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废水综合排放标准和悬浮物测定
方法标准仍为"& 世纪W& 年代及"! 世纪初制定
的!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的日益关注!相应标准也

存在着各种不适用的问题#

而台湾地区的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体系在不
断地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修订!悬浮物测定方法的标
准对于质量控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总体较大陆
地区的标准更加完善#

现通过对比大陆与台湾地区与水质悬浮物相
关的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和检测方法标准!探讨大
陆目前现行的与水质悬浮物相关标准的修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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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与排放标准比对
对大陆与台湾地区与水质悬浮物相关的质量

标准和排放标准进行了比较!具体情况详见表!

所示#

表!%大陆与台湾地区与水质悬浮物相关的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比对

标准类别 大陆标准
标准名称及编号 标准限值̂%P5/;

.!

&

台湾标准
标准名称及编号 标准限值̂%P5/;

.!

&

地表水
质量标准

-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

% `;'# .W+&

一级g五级' "& "̂( #̂& ^

'& !̂(&

-地面水体分类及水质标准.

%环署水字第&&#W!(W 号!!WW*

年&

甲级g戊级' "( "̂( ^

+& !̂&& 无̂漂浮物且无
油污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

(&*+ ."&&(&

水作'!(&

旱作'"&&

蔬菜'!&&

无单独灌溉用水标准!使用地表
水分类标准中的丁类评价 !&&

-渔业水质标准. % >]

!!'&- .*W&

水面不得出现明显油膜和
浮油

无单独渔业用水标准!使用地表
水分类标准中的丙类评价 +&

废水排
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W-* .!WW'&

一级标准%直接排放& '-&

污水处理厂排放'"&

-放流水标准. %环署水字第
!&#&&&(*+"号!"&!+年&

不分级别!分不同行业
直接排放'#& g(&

各行业标准 直接排放''& g*&

%%由表!可见!两地的质量标准分级均为(个等
级!标准限值差异不大!但台湾的质量标准比大陆
的质量标准要求低一些# 此外!大陆的-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G#*#* ."&&"&无悬浮物要求!

仅在水利部的行业标准以及农田灌溉和渔业用水
标准中有所体现!但悬浮物又是一个最基本的反映
水质情况的指标!建议在地表水质量标准修订标准
过程中进行增加#

对于废水排放标准!台湾地区将不同行业的标
准均集中体现在一个标准中!大陆的排放标准分综
合排放标准和各行业排放标准!但总体而言!台湾
的排放标准比大陆的%除了污水处理厂外&一级标
准%直接排放标准&严格# 目前大陆若按照一级标
准要求的-& P5̂;排放!水质较收纳水体四级标准
差$而台湾地区的排放标准介于收纳水体的三级与
四级水质标准之间#

因此!建议中国大陆应对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
进行修订!放宽质量标准的要求而提高排放标准的
要求!使得水质排放与水体环境能够在可以实现的
体系下正常运转#

#%检测方法标准比对
大陆的-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 %>]

!!W&! .!W*W&是测定水质悬浮物的国标方法!但
此方法为条件试验!测试操作不复杂!但测试条件
要求严格!徐衍忠等)+ .'*人对影响悬浮物测定的结
果的因素进行分析!对滤器"滤料"烘干温度和时

间"称量等环节进行讨论分析!总结了一些悬浮物
测定的注意事项!以确保悬浮物测定的准确性# 但
台湾地区-水中溶解固体及悬浮固体检测方
法(((!&# g!&( i干燥.%1EU0b"!&$(-0!"&&'&

已较为成熟!且提出了可靠的质控方式来保证悬浮
物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质控方式的比对
目前大陆现行的国标-水质%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W&! .!W*W&中!无质量控制相关
要求# 在日常水质分析过程中!也无标准物质进行
质量控制!使得该检测方法的准确度与精密度无法
量化控制#

孙娟等)-*人通过实验室分析!结果论证了使
用高岭土配置悬浮物标准样品!得到的准确度与精
密度均较高!是一种可靠的质控手段#

而台湾地区的-水中溶解固体及悬浮固体检
测方法(((!&# g!&( i干燥. %1EU0b"!&$(-0!

"&&'&已于"&&'年开始使用高岭土作为配置悬浮
物项目的品管样品!进行该项目的质量控制# 标准
中对使用统一配置的品管样品进行"&次重复分析
的结果进行了统计!获得精密度与准确度结果!见
表"#

由表"可见!悬浮物的品管样品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均较高!可以作为较为稳定的质控样品# 因此建议
国标在修订过程中可以参考台湾的方法增加质控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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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品管样品进行"&次重复分析的精密度与准确度结果"

测试
项目

配制值̂
%P5/

;

.!

&

分析平均
值̂%P5/

;

.!

&

平均回
收率̂\

标准偏
差̂%P5/

;

.!

&

精密
度̂\

准确
度̂\

`` !&&$& W'$& W'$& &$' &$'

W($+ g

W'$'

%%

"

品管样品的配制方法'溶解&$"&& 5的高岭土于试
剂水后!稀释至"$& ;!其中高岭土须经重复洗涤"过滤"!&(

i烘干的前处理步骤进行提纯#

#$"%滤膜恒重载体比对
目前大陆现行的国标使用的是称量瓶作为滤

膜恒重的载体!而台湾地区的标准使用的是铝盘作
为载体# 现使用高岭土配置的(& P5̂;的品管样
品以及实际地表水样品!同时对称量瓶与铝盘这"

种载体进行测试!其他测试条件均一致!测试结果
见表##

表#%称量瓶与铝盘比对测试结果 P5̂;

项目 品管样品结果
称量瓶" 铝盘

实际样品结果̂
称量瓶' 铝盘(

! +- (& "( "'

" +- (! "W "'

# +- (" #& "(

测 + (! (! #! "-

试 ( +W (& "- "&

次 ' +W (# "W #!

数 - +W (! #* "'

* +* (& #" "'

W +* (# "W "-

!& (* (& "- "'

!! '* (& #! "W

平均值 +* (! #& "'

标准偏差 !$- !$" #$+ "$-

相对标准
偏差̂\

"$# "$# !!$+ !&$"

%%

"

经迪克逊%Z3R=4&检验法!得出2h2

&$&!

!因此需剔除(* 和
'*这"个离群数据后统计$

'

经迪克逊%Z3R=4&检验法!得出2

&$&(

k2k2

&$&!

!因此#* 这个数据为偏离值!统计时不删除$

(

经迪克
逊%Z3R=4&检验法!得出2

&$&(

k2k2

&$&!

!因此"& 这个数据为偏离
值!统计时不删除#

%!& 分析品管样品时!以称量瓶作为载体的
!!次测试结果!有W次的结果较为满意!但有" 次
结果差异较大!分析为同一人员同时操作!但由于
称量瓶较难恒重!且天平称量时不容易稳定!可能
会出现误读恒重点的情况!而导致出现了(* 和'*

这"个偏差较大的数值# 这" 个数据不符合一般
品管样品回收率达到W&\ g!!&\的要求!同时使
用迪克逊%Z3R=4&检验法判断这" 个数值为离群

值!因此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将这" 个数据剔除!得
到称量瓶序列的相对标准偏差为"$#\$以铝盘作
为载体的!! 次测试结果!均较为稳定!结果均满
意!相对标准偏差为"$#\# 除了出现离群数据
外!称量瓶与铝盘作为载体的" 种方法无显著差
异!出现的离群数据可能与分析人员误读恒重点有
较大关系#

%"& 分析实际样品时!称量瓶和铝盘作为载体
的!!次测试结果!均有一个偏离值!但统计时不删
除!发现称量瓶作为载体时相对标准偏差为
!!$+\!铝盘作为载体时相对标准偏差为!&$"\#

此外!从整个实验室操作过程来看!称量瓶重
约"( 5!表面积也较大!天平称重时较难稳定!会出
现读值持续下降的状况!对分析人员判断造成一定
的困难$而铝盘重仅约!$( 5!且表面积相对较小!

天平称重时能很快稳定!分析人员操作也较为
顺畅#

虽然铝盘为敞开式载体!但在恒重过程中!只
要注意把铝盘从烘箱中取出时立即放入干燥器中!

即可以避免出现吸收水分的情况# 此外!溶解性总
固体测定方法中使用的蒸发皿也为敞开式载体!可
以满足恒重要求#

综上所述!铝盘可以作为悬浮物测定的一种合
适的载体!方法准确度与精密度不低于用称量瓶作
为载体时的结果!同时铝盘质量轻!体积小!操作方
便!天平称重时能很快稳定!便于分析人员操作!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分析人员误判的几率#

#$#%滤膜材质比对
王艳英)**等人对悬浮物测定方法进行研究!

建议使用进口滤膜!以保证恒重效果# 目前!中国
大陆现行的国标中!使用的过滤滤膜是,1.,0滤
膜%混合纤维素滤膜!,1是硝酸纤维素!,0是醋
酸纤维素&"孔径&$+(

!

P"直径'& PP$而台湾地
区的检测标准中使用的是玻璃纤维滤片%b79IP94

5C9M@W#+0F$ :9AAIKO@0 Û$ X3AA3O=C@%GKO@0:.

+&$ U.Z `J3@4I3Q3J`O@J39AI3@H5C9M@!'! 或同级
品&# 现使用高岭土配置的(& P5̂;的品管样品!

同时对,1.,0滤膜与玻璃纤维滤片这" 种滤膜
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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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滤膜与玻璃纤维滤片比对测试结果

项目 悬浮物测试结果̂%P5/;

.!

&

,1.,0滤膜 玻璃纤维滤片
! (" (&

" (! (&

# (& +*

测 + (" +*

试 ( (& (&

次 ' (! +*

数 - +W +*

* +* +-

W +* (&

!& +* (&

!! (! +*

平均值 (& +W

标准偏差 !$( !$"

相对标准
偏差̂\

#$! "$+

%%由表+可见!使用,1.,0滤膜与玻璃纤维滤
片!测得的!!次结果相对标准偏差均较低!并无明
显差异!因此从成本考虑可以选择国产的,1.,0

滤膜测定悬浮物即可满足分析要求#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水质悬浮物的

质量标准"排放标准以及检测方法标准!建议中国
大陆应及时更新和完善相关标准!可参考台湾以及
国外的标准!建立完善合理的标准体系#

%!& 现有质量标准修订时!应增加悬浮物指

标!可参考台湾的质量标准!适当放宽标准限值
要求$

%"& 现有排放标准修订时!对悬浮物指标!可
参考台湾的排放标准!适当收紧标准限值要求$

%#& 现有检测方法标准修订时!可以增加称量
恒重载体的种类!使用自身质量更轻的铝盘等载
体!使检测结果更为稳定!分析过程更易掌握$增加
质控样品的配制方法!提出质控要求!提高悬浮物
测定项目的准确度与精密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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