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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第2部分。GB/T575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第3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第5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
———第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第7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
———第8部分:有机物指标;
———第9部分:农药指标;
———第10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
———第11部分:消毒剂指标;
———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
———第13部分:放射性指标。
本文件代 替 GB/T5750.2—2006《生 活 饮 用 水 标 准 检 验 方 法  水 样 的 采 集 与 保 存》,与

GB/T5750.2—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注意事项”(见4.12,2006年版的7.1.3);

b) 更改了生活饮用水常规指标及扩展指标的采样体积(见表1,2006年版的表1);

c) 更改了采样容器和水样的保存方法(见表2,2006年版的表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深圳市水文水质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施小明、姚孝元、张岚、姜杰、刘桂华、陈慧玲、许欣欣、王超、陈裕华、常爱敏、

王丽、闫韫、陈庚、吕佳、陈永艳、邢方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5年首次发布为GB/T5750—1985,2006年第一次修订为GB/T5750.2—2006;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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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作为生活饮用水检验技术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与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配套,是GB5749的重要技术支撑,为贯彻实施GB5749、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

安全性评价提供检验方法。

GB/T5750由13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提供水质检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目的在于提供水样采集、保存、管理、运输和采样质量控制的基

本原则、措施和要求。
———第3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目的在于提供水质检验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与方法。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5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无机非金属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目的在于提供金属和类金属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7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有机物综合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8部分:有机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有机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9部分:农药指标。目的在于提供农药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0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消毒副产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1部分:消毒剂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消毒剂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微生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3部分:放射性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放射性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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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及水源水的样品采集、保存、管理、运输和采样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措施

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及水源水的样品采集与保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水样采集

4.1 采样计划

采样前应根据水质检验目的和任务制定采样计划,内容包括:采样目的、检验指标、采样时间、采样

地点、采样方法、采样频率、采样数量、采样容器与清洗、采样体积、样品保存方法、样品标签、现场测定指

标、采样质量控制、样品运输工具和贮存条件等。

4.2 采样容器的选择

4.2.1 应根据待测组分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容器。

4.2.2 容器或容器盖(塞)的材质应具有化学和生物惰性,不应与水样中组分发生反应,容器壁和容器

盖(塞)不溶出、吸收或吸附待测组分。

4.2.3 采样容器应可适应环境温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抗震性能。

4.2.4 采样容器大小与采样量相适宜,能严密封口,并容易打开,且易清洗。

4.2.5 宜尽量选用细口容器,容器的盖(塞)的材质应与容器材质统一。在特殊情况下需用软木塞或橡

胶塞时,应用稳定的金属箔或聚乙烯薄膜包裹,且宜有蜡封(检测石油类水样除外)。采集供有机物和某

些微生物检测用的样品时不能用具橡胶塞的容器,水样呈碱性时不能用具玻璃塞的采集容器。

4.2.6 测定无机物、金属和类金属及放射性元素的水样应使用有机材质的采样容器,如聚乙烯或聚四

氟乙烯容器等。

4.2.7 测定有机物指标的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采样容器。

4.2.8 测定微生物指标的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采样容器,也可以使用符合要求的一次性采样袋或采

样瓶。

4.2.9 测定特殊指标的水样可选用其他化学惰性材质的容器。如热敏物质应选用热吸收玻璃容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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