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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7923—1999《海洋石油开发工业含油污水分析方法》。本标准与GB/T17923—

199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分析方法由非色散红外光度法变更为红外分光光度法,即原版本中5.1及其他条款中的非色

散红外测油仪均变更为本版本中6.1及其他条款中的红外分光光度计;
———使用的萃取溶剂由四氯化碳变更为四氯乙烯,即原版本中4.1及其他条款中的四氯化碳均变

更为本版本中5.2及其他条款中的四氯乙烯;
———删除了原版本中样品萃取液过柱净化部分的内容,即6.1~6.3、6.5~6.6、7.1.2~7.1.4、7.2.6~
7.2.9等条款;

———增加方法精密度参考范围,精密度变更为本版本10中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为2.8%~
4.2%。正确度由原版本中9回收率范围87.4%~104%变更为本版本中10回收率范围

80.8%~104%,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为9.7%。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北京华夏科创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仕兰、姚子伟、韩庚辰、姜文博、王玉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92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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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开发工业含油污水分析方法
红外分光光度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海洋石油开发工业中所排放的含油污水中油类的分析步

骤、计算方法和质量控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

其他海域内的海洋石油开发工业所产生的含油污水中油类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3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含油污水 oilysewage
在海洋石油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有脂(脂肪酸、皂粪、脂肪、蜡等)及各种油类(矿物油、动植物油)

的污水。

4 原理

用四氯乙烯萃取含油污水中的油类物质,用红外分光光度计分别测定萃取液在2930cm-1(CH2
基团中C—H键的伸缩振动)、2960cm-1(CH3 基团中C—H键的伸缩振动)和3030cm-1(芳香环中

C—H键的伸缩振动)处的吸光值,吸光值大小与油类的浓度成正比。

5 试剂及其配制

5.1 纯水:超纯水制备系统,电导率不大于18.2MΩ·cm(25℃)。

5.2 四氯乙烯(C2Cl4):分析纯,在测量波长处应为无吸收或低吸收。参照附录A进行处理。

5.3 正十六烷[n-Hexadecane,CH3(CH2)14CH3]:色谱纯。

5.4 2,2,4-三甲基戊烷:又名异辛烷[Isooctane,(CH3)3CCH2CH(CH3)2],色谱纯。

5.5 苯(Benzene,C6H6):色谱纯。

5.6 盐酸溶液(1+1):将50mL浓盐酸(HCl,ρ=1.18g/mL,优级纯)缓缓加入到50mL水中。

5.7 无水硫酸钠(Na2SO4):分析纯,将一定量无水硫酸钠放入瓷坩埚内,置于马弗炉中,在500℃±
20℃下活化4h,在炉内冷却到200℃,然后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装入磨口玻璃瓶中,在干燥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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