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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1071—2010 《国家计量

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规定编写,参

考GB11892—1989 《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相关技术文件。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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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台式和便携式水中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高锰酸盐指数是在一定条件下,用高锰酸盐氧化水样中的某些有机物及无机还原性

物质,由消耗的高锰酸钾量计算相当的氧量,是反映水体中有机及无机可氧化物质污染

的常用指标。
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 (以下简称分析仪)主要应用于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的

科学监测和研究。该分析仪的测量方法是在待测水样中加入已知量的高锰酸钾和硫酸

(或氢氧化钠),加热消解,使得样品中部分有机物和无机还原性物质氧化,加入过量草

酸钠 (或硫酸),还原剩余高锰酸钾;再通过高锰酸钾标准溶液回滴过量草酸钠。通过

计算得到样品中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可以通过电位信号突跃或测量颜色的变化判断滴

定终点,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分析仪主要由加液系统、消解系统、滴定系统、检测系统和数据处理系统5部分组

成,见图1。

图1 分析仪组成示意图

4 计量特性

分析仪的计量特性如表1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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