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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工作简要过程、主要参编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1.1 任务来源 

2021年 11月，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蓝巢国际传媒科技发展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向中国膜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了编制《健康舒

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申请，提交了申请表，标准初稿，编制说明初稿。 

2022 年 1 月 6 日中国膜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回复了“关于《健康

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2022年 1月 17日《健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筹备组在线上向中国膜工

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进行了本标准的说明与答辩。中国膜协标委会秘书处

同意该团体标准在中国膜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立项，并确定了标准名称为：健

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 

2022 年 4 月，中国膜协与中国膜协标准化委员会下达了编制本标准的任务

书《关于下达“健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计划的通知（膜协标委[2022]3 号）》 

1.2 工作简要过程 

1.2.1 申报阶段 

2021年 11月 -- 2022年 2月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蓝巢国际传媒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向中国膜工业协会提交了“中国膜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

“中国膜工业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健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初稿”与

“健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准编制说明初稿”。 

中国膜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组织对该标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中国膜工

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于 2022年 1月 6日提出“关于《健康舒适饮水水质》

团体标准的意见和建议”。2022年 1月 17日，中国膜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

书处召开了线上会议，对该标准进行了质询与答辩。 

经审查通过后，2022年 4月 27日中国膜工业协会与中国膜工业协会标准化

委员会共同下发了“关于下达《健康舒适饮水水质标准》团体标准计划的通知”。 

1.2.2 组建编制组 

2022年 2-6月：组建本团体标准的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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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标准编制 

2022年 2-7月 召开四次会议，完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与编制说明。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源受到严重污

染，自来水供水存在潜在安全隐患，饮水对健康的影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

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大健康理念深入人心，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家庭使用的水质净水器在我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净水器作为安全、方便、

便捷的饮水方式备受关注，成为我国安全饮水的重要补充，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

并与我国经济同步发展与增长，2019年行业产值近 500亿。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市场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日常的饮水健康。世界卫

生组织在《饮用水中的营养》中明确指出，矿物质元素无法在人体合成，饮用水

是人体摄入矿物质元素的重要渠道。净水市场呈现了“安全”向“健康”的发展

趋势，且逐步得到消费者逐渐认同。 

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增强了大健康的理念，提升了安全保健

与自我防护的意识。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了，行业企业在积极分析市场动态，重

新审视技术、销售与市场。多年以来，各地自来水的品质在不断提高，达标率越

来越高，但消费者似乎仍然持有怀疑态度。调查表明，虽然安全饮水十分重要，

但喝水的感觉更为关键。即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口感等判断水好喝不好喝，

是否舒服。例如，虽然水中的钙、镁有益于健康，但钙、镁含量高容易结水垢，

影响视觉，因此不结水垢的饮水更受欢迎。从而表明，喝水的“感觉”是必不可

少的要素。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的发布，认真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高标准品质

生活成为了社会热点。至此，为进一步满足民众需求，提供既保留一定量的矿物

质且口感又好的高品质饮水，成为众多净水企业的努力目标与愿景。 

因此，联合涉水企业共同制定“健康舒适饮水水质”团体标准，统一其名称，

明确其定义、技术参数、评价规范，使之量化直接饮用的舒适健康饮水品质，以

适应后疫情时代消费需求，规范水质净化后直接饮用的高品质健康舒适饮水，为

消费者多提供一种饮水的选择，以推动行业发展，拉动市场消费、冲破家用及类

似净水器市场瓶颈，加速推进健康舒适饮水在我国的普及十分必要。 

经查询，我国尚无可执行的健康舒适饮水标准，国外也没有直接提出符合健

康舒适饮水水质标准可供参考。因此，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能够填补我国健康舒

适饮水水质标准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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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编制原则与技术依据 

本标准性质是产品质量的团体标准。因此，应遵守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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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由于本团体标准是

产品质量标准而非安全性标准，因此本标准各项指标应遵从或严于国家相关安全

标准，且制定指标时无需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3.1 本标准编制原则 

充分结合健康中国的阶段性规划，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

的健康环境，全面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 

（1）先进性：国外尚无健康舒适饮水水质标准可供参考。本标准的发布和

实施能够填补我国健康舒适饮水水质标准的空白。 

（2）适用性：结合现行饮用水、涉水产品卫生安全等相关标准规范，突出

健康舒适饮水的水质特点，适应于我国自来水供水、瓶装水与家用及类似用途水

质处理器的供水水质。 

（3）安全性：水源复合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再进行深度水质净化，

进一步降低健康风险，并在确保饮水安全前提下让消费者进一步有舒适感。 

（4）符合性：充分参考国际先进饮水水质标准，遵守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涉水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范等现行相关标准，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和标准相衔接，以提高标准实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3.2 本标准技术依据 

（1）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指南，是支撑标准研制的重要技术依据。

如先进的国际水质标准，国际饮水水质标准，如世界卫生组织“饮水水质准则”，

欧盟“饮用水水质指令”，美国环保局“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英国“饮水水

质标准”，日本“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等。我国饮水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涉水产品卫生安全质量评价标准，水效标准与认证等，以及相关其他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 

（2）国内外科技文献资料是支撑标准研制的重要技术依据。如世界卫生组

织，欧盟，美国环保局等发表与国际会议刊登，与国内科技期刊发表与科技论坛

刊登的饮水与健康论文，如 GB5749 编制说明（释义），博士论坛论文集，中国直

饮水及相关卫生标准比较分析，纯净水对健康影响的定性循证研究等论文。 

（3）国内相关科研课题结论与现场调查数据对指导标准研制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如我国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支持的饮水安全重大课题的现场调查数

据与研究成果，及自来水企业、净水行业企业提供的饮水净化水质数据等。 

（4）本标准制定的可行的产品特异性指标标准值要严于国家饮水安全标准。

即在严于国家饮水安全标准的条件下，标准制定的产品特异性指标标准值应符合

市场需求并能够凸显产品特点。 



4 
 

4 资料查询与数据分析 

4.1 国际相关标准查询分析 

对国际饮水标准进行了查询，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饮水水质准则”，欧盟“饮

用水水质指令”，美国环保局“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英国“饮水水质标准”，

日本“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由于这些饮水水质标准关注点在“饮水安全”标

准限值均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估”，以保证在 70年人均寿命，每人每天饮用 2升

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对“健康饮水水质标准值”进行了查询，包括 WHO（非正文）、美国（非正

文）、日本饮水水质标准，及瑞典、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丹麦等国家的水质

标准与相关论文。 

 

 

表 1国外相关健康饮水指标汇总 

 

 

4.2 国内相关标准查询分析 

我国现行饮水相关标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安全性标准，另一类是产品质

量性标准。饮水安全性标准只有一份，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强制性国家标

准，各类饮水产品都应遵守此标准。产品质量标准是为了定义其质量而制定的标

准，这类标准有许多，包括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也是本文主要查询的对象。 

4.2.1 标准查询与筛选 

经查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提供了与水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合计 206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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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与健康直饮水相关标准包括： 

优质饮用净水水质标准(T/WPIA 001-2017)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熟水包装饮用水（T/CNHAW 0001—2017）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熟水饮用水（T/CBIA 007-2021）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健康直饮水水质规范（T/SZAS 32—2021）深圳市标准化协会 

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T/BJWA 001-2021)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

中心 北京包装饮用水行业协会 

健康饮用水水质（T/CAPS 01-2021）中国生产力学会 

饮用水健康保留值和适宜值——钙、镁、总硬度、碳酸氢盐（待批）中华预

防医学会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T/WSJD 005-2020）中国卫生监督协会 

中小学膜处理饮水设备技术要求和配备规范（JY/T 0593―2019）教育部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T/BJWA 001—2020）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

检测中心 北京包装饮用水行业协会 

低矿化度饮用水矿化卫生标准（GJB1335-92）我国军用标准 

标准为近年社会关注的“健康”类饮水标准。涉及 2个行业标准，6个全国

性协会团体标准和 3个地方协会团体标准。 

其中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膜处理饮水设备技术要求和配备规范”是对全国

中小学校饮水净化安全供水提出的要求，是对学生饮水健康保证的技术性文件。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发布的“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标准，是根据婴幼

儿发育状况提出，对健康水有一定参考价值。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2017

年发布的“优质饮用净水水质标准”，根据江苏省水资源与供水实际情况，参考

“饮用净水标准”制定，旨在提高供水品质。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2017 年发布的

“熟水包装饮用水”标准，与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2021 年发布的“熟水饮用水”

标准属于食品卫生类标准，且受到我国消费者欢迎，例如“凉白开”“白开水”

等，市场认为其是符合中国人口味的健康水。2021年，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发布的

“健康直饮水水质规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与北京包装饮

用水行业协会发布的“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中国生产力学会发布的“健康饮

用水水质”，异曲同工，均为“健康水”质量标准。已经完成制定工作并上报中

华预防医学会待批的“饮用水健康保留值和适宜值——钙、镁、总硬度、碳酸氢

盐”标准在行业内受到关注的，可供本标准制定时参考。 

4.2.2 标准适用范围与术语和定义 

各标准适用范围与术语和定义汇总于表 2。 

各标准的适用范围，与术语和定义，虽不一致，但意思大同小异。例如几份

标准均为“经处理后”要达到的标准。再如水中均要保留一定量的矿物质以示“健

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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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标准适用范围与术语和定义汇总 

  标准名称 适用范围 术语和定义 

1 
优质饮用净水水

质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以符合 GB 5749的自来水或水源

水为原水，经净水设备处理后可供给学校、托

幼、养老机构以及需要改善、提高水质的单位

及家庭可直接饮用的优质饮用净水 

优质饮用净水水质卫生要求高于同类现行国

家标准 GB 5749和行业标准 CJ 94的饮用净

水 

2 熟水包装饮用水 本标准适用于熟水包装饮用水 

熟水包装饮用水：以符合 GB 19298 中原料

要求的生产用水为原水，采用超滤、纳滤、

反渗透等膜过滤技术，仅通过不低于 100 度

物理加热杀菌工艺，加工制成的包装水。 

3 熟水饮用水 本文件适用于第 3 章所定义的熟水饮用水 

熟水饮用水：以符合 GB 19298 中原料要求

的水为生产用源水，经过不低于 100℃加热

杀菌等工序制成的包装饮用水 

4 
健康直饮水水质

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

来水或水源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可供用户直

接饮用 的水 

健康直饮水：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

自来水或水源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具有一定

矿化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及本文件

规定，可供直接饮用的水 

5 
健康直饮水水质

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

来水或水源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可供用 户直

接饮用的水 

健康直饮水：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

自来水或水源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具有一定

矿化度，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本文件

规定，可供直接饮用的水 

6 健康饮用水水质 

本标准适用于城乡各类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

水的净水设备出水、包装饮用水等 

健康饮用水：在满足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 5749 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

去除对人体的危害物质并保留水中原有且均

衡的营养和健康必需的微量矿物元素，用于

人们日常饮用、生活的水。 

7 

饮用水健康保留

值和适宜值——

钙、镁、总硬度、

碳酸氢盐 

本标准规定了饮用水中为了减少人体健康风险

的钙、镁、总硬度、碳酸氢盐的保留值，以及

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钙、镁、总硬度、碳酸氢盐

的适宜值。 

健康保留值：为减少人体健康风险，饮用水

中原有有益矿物质的最低留存水平。 

健康适宜值：为有利于人体健康，饮用水中

原有有益矿物质的适宜留存水平  

8 
饮用天然矿泉水

（适合婴幼儿） 
本标准适用于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以天然矿泉水为原料，矿物质含量适宜，经

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满足商业无菌要

求，可供婴幼儿直接饮用或配制婴幼儿食品

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9 

中小学膜处理饮

水设备技术要求

和配备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普通中小学

校、中等师范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中教学区、

操场、 食堂和宿舍等场所安装的集成一体式和

中央处理管道分散式供水膜处理饮水设备 

18项名词定义 

无水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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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标准选择指标与数量 

标准名称 

优质饮用
净水水质
标准 

熟 水 包
装 饮 用
水 

熟水饮
用水 

健 康
直 饮
水 水
质 标
准 

健 康
直 饮
水 水
质 规
范 

健 康
饮 用
水 水
质 

钙 、
镁、总
硬度、
碳 酸
氢盐 

饮 用 天
然 矿 泉
水-适合
婴幼儿 

中小学
膜处理
饮水设
备技术
要求 

关键指标   1 
 

3 3 4 4 6 
 

微生物指标 5 2 2 3 3 5 
   

感官指标 
 

4 1 2 2 
  

4 
 

理化指标 12 11 4 2 2 7 
   

毒理指标 4 
  

15 15 6 
   

合计 21 18 7 25 25 22 4 10 0 

*：未包含文中提到的按其他标准执行的指标 

 

各标准围绕主题均选择制定了健康水特异性指标数值。指标选择各异，指

标标准值各异。例如多数标准选择了水中常量指标，如溶解性固体，总硬度，

钙，镁，重碳酸盐等，但标准值各不相同，且范围跨度很大。如：（mg/L）溶解

性总固体:50-600。总硬度:20-300。钙:5-90。镁:0.5-40等。教育部提出的标

准是以保留水中一定量矿物质的健康水为目标。首先限定了水处理的方法“纳

滤处理方式”，再提出脱盐率要求为 50%-90%,以表明保留一定量的矿物质。 

 

5 标准内容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和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编制组完成了标准的初稿、讨论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与编制

说明。 

本标准共有九个内容要素，为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水质净化器的一般要求，健康舒适饮水水质要求，水质检验方法和参

考文献。 

本标准规定了健康舒适饮水的水质质量与标准的基本内容，限定了应用范

围，即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经处理

后，进一步提升饮水的安全性，降低健康风险，且保留一定量的矿物元素，具

有舒适感可直饮的水。同时列出了本标准中所引用的 4个规范性文件，明确了

规范性文件作为本标准的延展性部分的属性，规定了其对于本标准的有效性条

件。 

为了规范文字表达，使本标准的使用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以保

障本标准的使用效果，对标准文本中所涉及的健康舒适饮水，舒适感，水质净

化器，脱盐技术的术语进行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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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选择水质指标 36项，编制相关水质指标的 3张表格。即表 1 健康

舒适感水质项目与标准值，水质指标 14项；表 2 卫生与健康水质项目及标准

值，水质指标 16项；表 3 微生物指标及限值，水质指标 6项。 

6 水质净化器一般要求 

健康舒适饮水属性为饮用水范畴，应遵守国家相关规定。 

6.1 水质净化器市场准入制要求 

我国对饮水水质净化器的管理采用“市场准入制”，由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

会负责监管。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我国对涉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与功能市场

管理规定，饮水水质净化器需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涉水产品卫生安全功能

评审并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能进入市场销售。 

6.2 水质净水器节水要求 

节能节水是我国国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举措。近年来，我国已将“碳达峰”“碳中和”提上日程。为此，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批准发布《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34914-2021），该标准

为国家强制标准，于 2022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该文件提出脱盐技术的水质净

化器节水规定，必须照此执行。 

6.3 水质净化技术选择的建议 

为了体现本标准的适用性，特别体现其“健康”要素，因此对水质净化技

术的选择提出建议，即原水溶解性总固体（TDS）小于 20 mg/L时，建议选择非

脱盐技术的水质净化器。 

 

7 水质要求 

7.1 原水要求 

以市政自来水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7.2 健康舒适感水质要求 

健康舒适饮水，又称为舒适健康水。是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



9 
 

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经处理后，进一步提升饮水的安全性，降低健康

风险，且保留一定量的矿物元素，具有舒适感可直饮的水。 

为定量说明健康舒适饮水，分别对原水，健康舒适感水，卫生健康水，微

生物指标选定了项目制定了标准值。 

本标准理化指标是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基础上制定，

且严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因此表 1和表 2中的指标未使用“限值”表

达，而使用了“标准值”，即表 1健康舒适感水质项目及标准值，表 2卫生与

健康项目及标准值。表 3微生物指标，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GB 8537）等同采用，属于安全性指标，因

此使用了“限值”，即表 3微生物指标及限值。 

 

7.2.1 健康舒适感水质项目的确定与说明 

“健康舒适感水质项目”的目的是饮水对人体嗅觉、味觉、视觉等感官指

标的量化表达，以感受到喝水的综合满意程度。 

舒适是个人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不会完全一样。舒适感则是体现别人为

你提供的产品的满意程度，如“幸福感”。因此遵照满足敏感人群的基本理念建

立舒适感水质指标与标准值。为此提出“健康舒适感水质项目”13项指标。见

表 4。包括嗅觉味觉指标 6项，直接视觉指标 5项，间接视觉指标 2项。且均

严格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限值。 

 

 

表 4健康舒适感水质项目说明 

序

号 
水质指标 

标准值（≤）
（mg/L） 

GB5749-2022 

限值(mg/L) 
指标意义 说明 

1 色度/（度）  5 15 视觉指标 严于国标 

2 浊度/（NTU）  0.1 1 视觉指标 严于国标 

3 铁 0.1 0.3 视觉指标 严于国标 

4 锰 0.05 0.1 视觉指标 严于国标 

5 铝 0.1 0.2 视觉指标 严于国标 

6 嗅味 0 无异臭、异味 嗅觉指标 

选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第 4 部分：感官性和
物理指标（GB/T 5750.4-
2022）中 6.臭和味的 6.3 
嗅觉层次分析法测试 

7 余氯 0.01 ≥0.05 嗅觉指标 

1.这里的“余氯”非“消
毒剂”指标，为“感官”
的嗅味指标。 
2.受检验方法的制约，余
氯“0.01 mg/L”标准值
并非是理想的阈嗅值。 

8 溶解性总固体 20-80 1000 视觉指标 
在本标准中，溶解性总固
体既是舒适水指标，也是
健康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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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H 

7.0-8.5 
受到原水制约
时可使用

GB5749-2022
限值判定 

不小于 6.5且

不大于 8.5 

 我国地广，饮水水质各不
相同。当原水 pH 低于 7.0
时，其净化后的水可按国
标执行 

7.2.2 溶解性总固体标准值范围的确定 

溶解性总固体（TDS）是指溶解于水中的各种离子、分子、化合物总量。主

要包括水中的钾、钠、钙、镁等阳离子，与氯化物、硫酸盐、重碳酸盐等阴离

子。 

水中溶解性总固体高，也表明水中的“总硬度”高，因此水在加热时就会

“结水垢”，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视觉”与“听觉”，且会消耗更多的能量。世

界卫生组织文件表明，若水中溶解性总固体为 0，长期饮用则不利于人体健

康。水中应保留一定的盐含量，可保证人体对矿物元素的吸收，具有一定健康

价值。 

因此，在本标准中，溶解性总固体既是舒适水指标，也是健康水指标。 

7.2.2.1 总硬度与溶解性总固体相关性分析 

总硬度与溶解性总固体含量均可代表水中的矿物质。两者含量相互关联。

汇总全国各地的 1152份饮水水质调查总硬度与溶解性总固体数据。经统计，相

关性分析的相关系数，r=0.8886。总硬度与溶解性总固体之比的平均值为

56.9%，中位数为 58.4%，表明数据基本呈正态分布。因此，可以使用其平均值

换算。 

经计算，当水的溶解性总固体为 20-80 mg/L时，水中的总硬度为 11.4-

45.6 mg/L。能够满足既保留一定量矿物质，又能达到舒适感的要求。 

 

图 1 总硬度与溶解性总固体相关性 

7.2.2.2 我国瓶装水水质相关指标数据分析 

瓶装水与桶装水也是对安全供水的一种补充，且市场逐步扩大。我国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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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水市场中，农夫山泉市场占有率达到 26.5%，位居第一，表明“农夫山泉”

的品牌好，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 

市场上的农夫山泉瓶装水、桶装水的标签上均标有“天然水特征指标”的

浓度。其中：钙≥400ug/100ml，镁≥50ug/100ml。换算为 mg/L单位，钙为

≥4mg/L，镁为≥0.4mg/L。 

自 2016年瓶装“熟水”进入市场以来，受到国人关注与认可。为规范市

场，2017年国家发布实施的《熟水包装饮用水》团体标准。其熟水包装饮用水

定义为“符合 GB19298中原料要求的生产用水为原水，采用超滤、纳滤、反渗

透等膜过滤技术，仅通过不低于 100℃物理加热杀菌工艺，加工制成的包装饮

用水”。并规定电导率>10us/cm，以示区别饮用瓶装纯净水（GB 17323-1998）

中提出的“电导率[(25±1)℃],μS/cm ≤10”的规定。 

7.2.2.3 我国自来水低溶解性固体（TDS）数据 

自来水是我国供水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关注民生安全，关注民生健

康，要求各级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品质一定要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各

级政府部门持续投资改善供水管网，完善自来水生产设施，提升自来水公司管

理水平，近年来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自来水供水合格率大大提高。 

根据收集到的全国各地的 1152份饮水水质调查数据中，总硬度的最小浓度

为 2.2mg/L，最大浓度为 568 mg/L，平均浓度为 158mg/L。溶解性总固体最小

浓度为 14mg/L，最大浓度为 1186mg/L，平均浓度为 285mg/L。 

表明我国地广人多，各地饮水水质千差万别，水中离子含量各有不同。如

西北地区水中溶解性固体含量高，而东南地区水中的溶解性总固体含量低，两

者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国低溶解性总固体的自来水有许多，例如，东部沿

海城市浙江省温州市的自来水中溶解性总固体在 20 mg/L左右。其养育了世代

温州人，表明其是安全健康的饮水。 

7.2.2.4 日本饮水水质标准中舒适水标准值 

日本的饮水水质标准用于全日本自来水厂供水水质要求。为了提高自来水

厂供水质量，标准中列出“舒适水评价指标与标准值”。其中溶解性总固体为

30-200 mg/L。 

7.2.2.5 本标准溶解性总固体标准值确定 

日本饮水水质标准中舒适水指标溶解性总固体要求为 30-200 mg/L。考虑

到其为自来水要求，而本标准是在自来水的基础上再净化，故此应更加严格。 

瓶装水领域中农夫山泉瓶装水、桶装水的溶解性总固体约为≥31.0mg/L，

与日本饮水水质标准中舒适水指标溶解性总固体的低限要求近似。同样考虑农

夫山泉为天然水。若对其再净化可以严格。 

熟水包装饮用水（T/CNHAW 0001—2017）同为再净化饮水，其生产工艺为

“蒸馏法”，规定电导率>10u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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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标准确定溶解性总固体标准值为 20-80 mg/L。相当与总硬度约为

11.4-45.6 mg/L，即饮水中既保留了一定的盐含量，以保证人体对矿物元素的

吸收，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也保证该饮水在加热时不会结水垢，以保证其视

觉、听觉的舒适感。 

为正确引导消费，特别提到“原水溶解性总固体（TDS）小于 20 mg/L时，

建议选择非脱盐技术的水质净化器” 

7.2.3 余氯标准值的确定 

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余氯是消毒剂指标。为了保证饮水的安全性，

需维持持续消毒效果，水中需要保持一定量的消毒剂，即消毒剂余量-余氯。因

此，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余氯限值”为大于某个数值。即终端饮水中必

须有“氯”存在，否则该水则达不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

但是，终端饮水中有“余氯”会留有一定的味道使人不快。 

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19298-2014），本标准的余氯指标

不是消毒剂指标，而是感官性状的嗅味指标。 

本标准余氯标准值的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19298-

2014）中要求≤0.05 mg/L 的规定。虽然希望再处理的水中没有“余氯”的味

道，但受到检验方法的制约，余氯测试方法的最低检出限为“0.01mg/L”，只

能将其标准值定为 0.01mg/L，但此标准值并非是理想的阈嗅值。 

7.2.4  pH 标准值的确定 

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 pH值属于一般化学指标，以控制输水管道的腐蚀

性。标准限值为 6.5-8.5。但社会上认为弱碱性的水，即 pH小于 7的水对人的

健康有益，且此观念传播甚广。因此，本标准的 pH标准值确定为 7.0-8.5。 

由于我国有些地区的自来水 pH值低于 7.0，且在水质净化过程中几乎无法

改变水的 pH值，因此，提出附加条件：当原水 pH低于 7.0时，其净化后的水

可按 GB5749-2022执行。 

7.3 卫生与健康水质项目 

7.3.1 卫生与健康水质项目的确定与说明 

为了提升健康舒适饮水的安全性，本标准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选择与本标准相关指标作为“卫生健康水质指标”。为了进

一步降低健康风险，本标准卫生健康水质指标的标准值均严格于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相对应指标的限值。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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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卫生与健康水质项目及标准值说明 

序号 指标 
标准值（≤）

（mg/L） 

GB5749-2022 限值

(mg/L) 
说明 

1 砷 0.005 0.01 严于国标 

2 镉 0.001 0.005 严于国标 

3 铬 0.01 0.05 严于国标 

4 铅 0.005 0.01 严于国标 

5 汞 0.0001 0.001 严于国标 

6 镍 0.008 0.02 严于国标 

7 硝酸盐（以 N 计） 1 10 严于国标 

8 磷酸盐（以 P 计） 1 无 常量元素 

9 总有机碳（TOC）  1 5 严于国标 

10 三氯甲烷 0.015 0.06 严于国标 

7.3.2 重金属指标 

砷、镉、铬、铅、汞、为传统影响人体健康的重金属指标，是水净化处理

的重点控制项目。镍是水质净化器中经常使用的不锈钢材料的主要元素，需关

注。为此，本标准重金属指标的标准值均严格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限值。 

7.3.3 磷酸盐 

在人体内的含量大于 0.01%体重的矿物质医学上称之为“常量元素”，包

括钾,钠,钙,镁,硫,磷,氯等,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这些无机常量元素无

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体外摄入补充。因此，通常不必控制其摄入量。 

由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国家强制标准《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

水效等级》（GB 34914—2021）要求市场主流反渗透、纳滤技术的水质净化器强

制执行。为实现脱盐膜技术的节水要求，需对水质净化器内的水进行循环利

用。由于水在循环时，水中盐的浓度会逐步增高，在膜的表面易结水垢减少膜

的使用寿命。为了降低水质净化器中水循环中结水垢的风险，通常需加入“阻

垢剂”。常用的阻垢剂的成分多为“聚磷酸盐”。虽然加入的含磷阻垢剂会被

脱盐膜阻截，但也有透过的风险。 

磷是常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没有风险，但磷是水环境的营养物质，易引起水

体的富营养化造成藻污染。因此，需对地表水总磷进行严格控制。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对总磷五类水质标准分别为 0.02，0.1，0.2，

0.3，0.4 mg/L。 

美国环保局(EPA)曾委托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对饮水中磷酸盐的控

制进行了评估报告：磷酸盐在饮用水处理中的应用，提出各种磷酸盐最大使用

量 MCL：磷酸酸 12-27 mg/L，正磷酸盐 12-36 mg/L，多聚磷酸盐 11-29 mg/l。 

本标准确定磷酸盐标准值设定为≤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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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微生物项目的选择及限值确定 

为了加强微生物安全性，进一步降低致病微生物的健康风险，本标准参照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8537—2018）选定微生物指标与限值。见表 6。 

 

表 6 微生物指标及限值 

序号 指标 限值 

1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不得检出 

2 耐热大肠菌群/（MPN/100ml） 不得检出 

3 大肠埃希氏菌（CFU/100ml） 不得检出 

4 粪链球菌/（CFU/250mL） 不得检出 

5 铜绿假单胞菌/ (CFU/250mL） 不得检出 

6 产气荚膜梭菌/（CFU/50mL） 不得检出 

7.4.1 大肠菌群类指标 

大肠菌群类指标包括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以表明

水体是否受到人蓄粪便污染。为区分自然界中的大肠菌群，设置了耐热大肠菌

群和大肠埃希氏菌。并注明：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应进一步检验耐热大

肠菌群或大肠埃希氏菌；当水样未检出总大肠菌群时，不必检验耐热大肠菌群

或大肠埃希氏菌。 

总大肠菌群与大肠埃希氏菌等同采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22）中的微生物指标。为了方便检验，本标准微生物项目与限值中依据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的微生物指标保留了耐热大肠菌群指标。

且注明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应进一步检验耐热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氏

菌。 

7.4.2 粪链球菌 

粪肠球菌是一种兼性厌氧型革兰氏阳性乳酸菌，可引起医源感染，最常见

为尿道感染，其次为腹部和盆腔等部位的创伤和外科术后感染。从健康和安全

考虑，本标准规定粪肠球菌在 250ml的单位体积内不得检出。同时参考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18），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体

标准（T/BJWA 001-2020）与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T/BJWA 001-2021）。 

7.4.3 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好氧革兰氏阴性菌，是一种能够令免疫受损的机会性

感染病原，一般影响 肺部及泌尿道，或造成烧伤、伤口及其他血液感染，如败

血病。从健康和安全考虑，本标准规定铜 绿假单胞菌在 250ml 的单位体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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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检出。同时参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18），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体标准（T/BJWA 001-2020）与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

（T/BJWA 001-2021）。 

7.4.4 产气荚膜梭菌 

产气荚膜梭菌为革兰阳菌粗短大杆菌，是临床上气性坏疽病原菌中最多见

的一种梭菌，因能分 解肌肉和结缔组织中的糖，产生大量气体，导致组织严重

气肿，继而影响血液供应，造成组织大面积坏死。同时参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18），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体标准

（T/BJWA 001-2020）与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T/BJWA 001-2021）。 

8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本标准规范了经水质净化后可直接饮用的健康舒适饮水品质，适应市场需

求，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行业发展、拉动市场消费、冲破家用及类似净水器

市场瓶颈，必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9 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日本国家饮水水质标准中，列出了舒适水项目。日本标准中舒适水质指标

包括锰、铝、余氯、2-甲基异坎醇、土臭素、嗅气强度（嗅味）、游离碳酸、有

机物等(高锰酸钾指数）、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浊度、朗格利尔指数、pH等 13

项指标。 

由于日本饮水水质标准主要应用于评价集中式供水水质，即自来水供水水

质，而本标准是以自来水为原水进行再净化处理后的健康舒适饮水，因此，没

有等同采用日本饮水水质标准舒适水指标与标准值，而是将其舒适水标准作为

了本标准建立思路的主要参考，指标选择及其标准值主要参考了我国新发布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除日本水质标准中提出了舒适水指标外，国外尚无健康舒适饮水水质独立

标准参考。 

10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规定，按照 GB/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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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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

编写，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本标准水质理化指标要求严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限值，微生物指标等同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GB 8537-

2018)，理化指标检验方法采用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

2022)，微生物检验方法采用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 8538）等有关现行国家标准，与现行标准无矛盾之处。 

11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集合了国内优秀业内企业意见、广泛征询同行专家、

有关机构和标准制定业务管理部门意见建议，无重大分歧意见。 

12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无现行标准与本标准类同，不涉及废止现行标准问

题。 

13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由标准颁布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归口部门中国膜工业

协会净水分会制定标准贯彻实施计划，在行业内宣贯本标准，推广执行本标

准，在净水市场宣传本标准，推广本标准的理念，开拓市场发展。 

14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15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16 预期效果  

本标准作为我国首个关于健康舒适饮水水质的团体标准，明确了健康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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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水质的定义、水质净水器要求、原水水质要求健康舒适饮水水质要求等全

流程要素，将对贯彻健康舒适饮水水质标准规范，提升我国行业规范水平，以

及对行业和社会将带来积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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