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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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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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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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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和总氮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和总氮便携式水质快速检测仪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

指标和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水质 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和总氮便携式水质快速检测仪（以下简称“快检仪”）

的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污水，部分指标适用于工业废水和海水的检测，针对应用于不同场合的仪器，规

定了相应仪器的检测范围。该仪器可用于水质污染事故应急监测，还可以用于实验室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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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1606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化学需氧量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Cr) 

在一定条件下，经重铬酸钾氧化处理时，水样中得溶解性物质和悬浮物所消耗的重铬酸钾相对应的

氧的质量浓度，以mg/L表示。 

 

总磷 total phosphorus (TP) 

指在本文件规定的条件下，能测定的样品中磷的总和，包括溶解的、颗粒的、有机的和无机的磷。 

 

总氮 total nitrogen (TN） 

指在本文件规定的条件下，能测定的样品中溶解态氮及悬浮物中氮的总和，包括亚硝酸盐氮、硝酸

盐氮、无机铵盐、溶解态氨及大部分有机含氮化合物中的氮。 

 

氨氮 ammonia-nitrogen 

指在本文件规定的条件下，能测定样品中以游离态得氨或者铵离子等形式存在的氨氮。 

 

方法检出限 method detection limit 

用特定分析方法在给定的置信度内可从样品中定性检出待测物质的最低浓度或最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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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下限 minimum quantitative detection limit 

在限定误差能满足预定要求的前提下，用特定分析方法能够准确定量测定待测物质的最低浓度或

最小量。 

 

精密度 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独立测试结果间的一致程度。 

 

正确度 trueness 

多次重复测量所测得的量值的平均值与一个参考值的一致程度。 

 

准确度 accuracy 

被测量的测得的量值与其真值间的一致程度。 

4 仪器的结构组成 

仪器整体结构组成 

仪器结构主要包括样品采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处理模块、辅助设备等。依据仪器测量方式

和原理的不同，仪器可能具备上述全部或部分结构组成，供电应保证现场监测工作的需求。 

样品采集模块 

主要包括样品仓，样品仓可放置直径16 mm比色管和10 mm比色皿等。 

数据分析模块 

用于对采集的样品进行测量分析，利用光度计进行分析，内置光源波长至少覆盖420 nm、540 nm、

620 nm、700 nm四种，结果可同时显示浓度、吸光度和透过率。 

数据处理模块 

仪器内置AD转换和运放等电子器件。 

辅助设备 

辅助设备主要包括无线打印机、便携式消解仪（至少支持6孔消解）等。 

5 仪器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5.1.1 仪器应具有铭牌，铭牌上应标有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等信息。 

5.1.2 仪器表面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连接可靠，各操作键、按钮使用灵活，定位准

确。 

5.1.3 仪器主机面板显示清晰，涂色牢固，字符、标识易于识别，无影响读数的缺陷。 

5.1.4 仪器外壳或外罩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防尘、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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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仪器应具备较好的便携及移动性，仪器自身质量应不超过 0.5 kg。 

工作条件 

a) 工作温度：（-10～40）℃； 

b) 存储温度：（-20～50）℃； 

c) 最大相对湿度≤80 ％； 

d) 供电电压：AC（220±22）V，（50±1）Hz。可使用 DC12V/10A电源。 

注： 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求。 

安全要求 

5.3.1 绝缘电阻 

仪器的电源进线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50 MΩ。 

5.3.2 绝缘强度 

仪器的电源进线与机壳之间能承受50 Hz、1500 V正弦交流电压，历时1 min，不出现飞弧和击穿现象。 

5.3.3 泄漏电流 

仪器的泄漏电流≤5 mA。仪器应具有漏电保护装置，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雷击等对系统造成

损坏。 

5.3.4  运输、运输贮存环境试验 

仪器在包装状态下，按 GB/T 11606 要求进行高温贮存、低温贮存、碰撞和自由跌落试验。 

功能要求 

5.4.1 仪器功能要求 

检测仪器应具有以下功能： 

a) 计时测量：为了保证不同批次样品显色时间的高度一致性，仪器本身需自带倒计时功能，计时

结束后，自动测量并保存结果； 

b) 数据上传：可通过网络无线传输方式将数据上传至云服务平台； 

c) 超标提醒：检测结果超过特定排放标准后，仪器可提醒（蜂鸣或震动）； 

d) 打印功能：支持历史数据无线打印功能； 

e) 消解比色一体：支持消解管比色； 

f) 历史数据局：至少可保存 2000万条历史数据； 

g) 具备温度和压力显示功能。 

5.4.2 仪器校准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校正方法，对仪器的标准曲线进行校准。 

5.4.3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要求 

5.4.3.1 仪器应可以显示、存储、输出检测数据。 

5.4.3.2 具备显示、设置系统时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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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性能指标 

检出限 

平均值/方法检出限为3～5。 

精密度 

相对标准偏差（RSD）≤5％。 

正确度 

加标回收率范围：（90～110）％ 

准确度 

相对偏差 ≤±8％。 

7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见表 1。 

表1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范围 

（mg/L） 

示值误差 

（50％～100％ 量程） 

超低浓度COD 重铬酸钾氧化法 5～100 ≤±8％ 

氨氮 纳氏分光光度法 0.2～5.0 ≤±8％ 

总磷 过硫酸钾消解-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0.05～1.0 ≤±8％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变色酸分光光度法 0.5～20 ≤±8％ 

8 检测方法 

一般要求 

8.1.1 检测按照操作规程，选择相应的参数对样品检测，每次检测采用内置曲线进行，现场增加高低

浓度点进行质量控制。 

8.1.2 检测期间除进行校准外，不允许对仪器进行计划外的维护、检修和调节。 

8.1.3 如果因仪器故障造成测试中断，在仪器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检测，已经完成的测试指标和数

据作废；检测期间，每台（套）仪器故障次数≤2次。 

8.1.4 各技术指标检测数据均采用仪器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存储记录的最终结果。 

标准物质要求 

8.2.1 标准物质：市售有证标准物质，不确定度≤10.0％。 

8.2.2 空白可使用高纯水或高纯水加试剂，较低浓度的标准物质可以使用高浓度的标准物质稀释获得。 

仪器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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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精密度 

8.3.1.1 基本要求 

有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或采用市售试剂、标样配制的样品）的测定：各验证实验室利用便携式

快速检测仪，采用高（校准曲线线性范围上限 90％附近的浓度或含量）、中（校准曲线中间点附近浓

度或含量）、低（测定下限附近的浓度或含量）3 个不同浓度或含量的统一样品，按全程序每个样品至

少平行测定 6 次，分别计算各浓度或含量样品测定的平均值、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等参数。 

8.3.1.2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 

对某一水平浓度的样品在第i个实验室内进行n次平行测定，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按 如下公式进

行计算：  

 𝑥�̅� =
∑ 𝑥𝑘

𝑛
𝑘=1

𝑛
 ············································································ (1) 

 𝑆𝑖 = √
∑ (𝑥𝑘−�̅�)2𝑛

𝑘=1

𝑛−1
 ······································································ (2) 

 𝑅𝑆𝐷𝑖 =
𝑆𝑖

𝑥�̅�
× 100% ····································································· (3) 

式中： 

         𝑥𝑘   ——第i个实验室内对某一浓度水平样品进行的第k次测试结果； 

       𝑥�̅�  ——第i个实验室对某一浓度水平样品测试的平均值； 

    𝑆𝑖   ——第i个实验室对某一浓度水平样品测试的标准偏差； 

       𝑅𝑆𝐷𝑖——第i个实验室对某一浓度水平样品测试的相对标准偏差。 

8.3.1.3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对某一水平浓度的样品在l个实验室内进行测定，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 =
∑ 𝑥�̅�

𝑙
𝑖=1

𝑙
 ···········································································  (4) 

 �́� = √
∑ (𝑥�̅�−�̿�)2𝑙

𝑖=1

𝑙−1
 ········································································ (5) 

 𝑅𝑆�́� =
𝑆

�̿�

́
× 100% ······································································ (6) 

式中： 

𝑥�̅�——第个实验室对某一浓度水平样品测试的平均值； 

�̿�——个实验室对某一浓度水平样品测试的平均值； 

�́� ——实验室间标准偏差； 

𝑅𝑆�́�——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8.3.2 正确度 

加标回收率计算如以下公式所示。 

 𝑃𝑖 =
𝑦�̅�−𝑥�̅�

𝜇
× 100%······································································ (7) 

 �̅� =
∑ 𝑃𝑖

𝑙
𝑖=1

𝑙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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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𝑥�̅�——第个实验室对某一浓度或含量水平样品测试的平均值； 

𝑦�̅�——第个实验室对加标样品测试的平均值； 

𝜇——加标量，加标量应为本底量的（0.5～3）倍，加标后的浓度不应超过方法线性范围的上限； 

𝑃𝑖——第个实验室的加标回收率； 

�̅�——个验证实验室加标回收率的均值。 

化学需氧量（CODCr）快速密闭消解-分光光度法 

8.4.1 方法原理 

在本方法中，样品与硫酸、重铬酸钾于165 ℃下混合均匀加热15 min。可氧化的有机混合物通过反

应，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通过确定Cr
3+
的生成量或Cr

6+
的残留量来换算COD值。 

8.4.2 试剂 

a） 超低量程 COD（抗氯版）试剂一； 

称取 0.2 g重铬酸钾、6 g硫酸汞，量取 10 mL浓硫酸慢慢加入适量超纯水中，定容至 100 mL； 

b） 超低量程 COD（抗氯版）试剂二； 

称取 4 g 硫酸银加入 400 mL浓硫酸中，混匀。 

    c） 试剂检测范围：5.00 mg/L～100.00 mg/L。 

8.4.3 预处理 

若水样悬浮物含量高，应充分混匀确保取样具有代表性，若氯离子含量超过1000 mg/L，应稀释后检

测。或者换用抗高氯（1000 ppm）药剂后，再进行检测。 

8.4.4 操作步骤 

具体操作步骤见表2。 

表2 低浓度 CODcr检测步骤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1 

 

消解仪开机，设定消解温

度165 ℃及消解时间   

15 min，仪器自动升温并

恒温。 

确认消解仪工作正常。 

2 

 

准备数只比色管，置于比

色管架子上。 

实验中所用的比色管，

必须要清洗干净，且外

壁无划伤；如有条件，

可提前配置洗液进行浸

泡，再用纯水洗净烘干

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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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低浓度CODcr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3 

 

1.使用移液枪准确移取

2.50 mL 纯水（空白样）于

1 号比色管中； 

2.然后分别准确移取待测

水样2.50 mL，依次加入到

其他比色管中。 

1.样品量移取必须准确； 

2.空白样和和各水样使

用不同移液枪枪头，防止

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4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1.00 mL超低浓度COD试剂

一。 

使用量程为1 mL移液枪

以保证加入试剂的准确

性和同一性。 

5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5.00 mL超低浓度COD试剂

二。 

1.使用量程为 5 mL 移液

枪以保证加入试剂的准

确性和同一性； 

2.图中为描述所需，所

以分层体现。 

6 

 

1.将各比色管管盖上瓶

盖，并将各比色管中的溶

液充分摇晃混匀； 

2.并用干净的棉布或滤纸

将管壁擦拭干净，准备消

解。 

1.擦拭时，防止掉毛及

擦伤管壁。 

2.管壁透光面必须保持

干净清洁。 

7 

 

1.当消解仪稳定在

165℃，将比色管依次放

入仪器消解孔中，盖上防

喷罩； 

2.仪器自动定时 15min 消

解。 

1.消解管盖必须要拧严

实，防止漏液。 

2.消解完毕后蜂鸣器自

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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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低浓度CODcr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8 

 

取出比色管至于架子

上，自然冷却至室

温。 

1.严禁摇动，防止溶液浑

浊，影响测量结果； 

2.戴好防护手套，小心烫

伤。 

9 

 

将比色管擦净，将 1

号管插入快检仪的比

色孔中。开启快检

仪，进入主页面，点

击“手动测量”功能

键，并选择“超低

COD-比色管”，点击

“空白”功能键调

零。 

1.比色管的测定部位不应

有擦痕和粗糙； 

2.空白比色管放入比色孔

后，按空白键使屏幕显示

为“0.000 mg/L”。 

10 

 

听到“请放入样品，

并按测量”语音提示

后，将依次待测样品

比色管插入比色孔

中，点击“测量”功

能键，仪器显示样品

的COD值。 

1.图中数据为举例所需，

无任何意义； 

2.其他样品测量步骤相

同。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8.5.1 方法原理 

以游离态的氨或铵离子等形式存在的氨氮与纳氏试剂反应生成淡红棕色络合物，该络合物的吸光

度与氨氮含量成正比，于波长420 nm处测量吸光度。 

8.5.2  试剂 

a） 纳氏氨氮试剂一 

称取 5 g酒石酸钾钠，加入适量超纯水溶解，定容至 100 mL。 

b） 纳氏氨氮试剂二 

称取 1.6 g氢氧化钠、0.7 g碘化钾、1 g碘化汞，加入适量无氨水（超纯水）溶解，定容至

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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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试剂检测范围：0.10 mg/L～5.00 mg/L。 

8.5.2 预处理 

如果水样明显混浊，需要过滤预处理，若用滤纸过滤，滤纸要先用纯水润洗几次，否则会使结果产

生误差。推荐购买水系0.45μm滤头和注射器过滤。若色度过高，稀释（10～100）倍或进行色度校正。 

8.5.3 操作步骤 

具体操作步骤见表3。 

表3 氨氮检测步骤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1 

 

准备数只比色管，置于比色

管架子上。 

1.实验中所用的比色

管，必须要清洗干净，

且外壁无划伤；             

2.如有条件，可提前配

置洗液进行浸泡，再用

纯水洗净烘干后使用。 

2 

 

1.使用移液枪准确移取 

5.00 mL 纯水（空白样）于

0 号比色管中； 

2.然后分别准确移取待测

水样 5.00 mL，依次加入到

其他比色管中。 

1.样品量移取必须准

确； 

2.空白样和和各水样使

用不同移液枪枪头，防

止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3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1.00 mL 氨氮试剂一。 

使用量程为 1 mL 移液枪

以保证加入试剂的准确

性和同一性。 

4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1.00 mL 氨氮试剂二。 

1.使用量程为 1mL 移液

枪以保证加入试剂的准

确性和同一性； 

2.图中为描述所需，所

以分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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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氨氮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5 

 

1.将各比色管管盖上瓶

盖，并将各比色管中的溶

液充分摇晃混匀； 

2.并用干净的棉布或滤纸

将管壁擦拭干净。 

 

1.擦拭时，防止掉毛及

擦伤管壁； 

2.管壁透光面必须保持

干净清洁。 

6 

 

将比色管置于架子上，静

置 10 min 后等待测量。 
显示 10 min。 

7 

 

将比色管擦净，将 1 号管 

插入快检仪的比色孔中。

开启快检仪，进入主页

面，点击“手动测量”功

能键，并选择“纳氏氨氮-

管”，点击“空白”功能键

调零。 

1.比色管的测定部位不

应有擦痕和粗糙； 

2.空白比色管放入比色

孔后，按空白键使屏幕

显示为“0.000 mg/L”。 

8 

 

听到“请放入样品，并按

测量”语音提示后，将依

次待测样品比色管插入比

色孔中，点击“测量”功

能键，仪器显示样品的氨

氮值。 

1.图中数据为举例所

需，无任何意义； 

2.其他样品测量步骤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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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  过硫酸钾消解-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8.6.1 方法原理 

在中性条件下用过硫酸钾使试样消解，将所含磷全部氧化为磷酸盐，在酸性介质中，磷酸盐与钼酸

铵反应，在锑盐的存在下生成磷钼杂多酸后，立即被抗坏血酸还原生成蓝色络合物，在700 nm处测定吸

光度。 

8.6.2 试剂 

a） 总磷试剂一 

称取4 g过硫酸钾(提纯)，加入适量超纯水溶解，定容至100 mL。 

b） 总磷试剂二 

称取2 g抗坏血酸、0.1 g EDTA二钠，量取2 mL冰乙酸,加入适量超纯水溶解，定容至100 mL。 

c） 总磷试剂三 

称取1.04 g钼酸铵、0.028 g酒石酸锑钾，量取12 mL浓硫酸，慢慢加入适量超纯水中，定容至

100 mL。 

    d） 试剂检测范围：0.05 mg/L～1.00 mg/L。 

8.6.2 预处理 

若水样悬浮物含量高，请充分混匀确保取样具有代表性。 

8.6.3 具体操作步骤 

具体操作步骤见表4。 

表4 总磷检测步骤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1 

 

消解仪开机，设定消解温度

120 ℃及消解时间 30 min，仪

器自动升温并恒温。 

 

确认消解仪工作正常。 

2 

 

准备数只比色管，置于比色

管架子上。 

实验中所用的比色管，

必须要清洗干净，且外

壁无划伤；如有条件，

可提前配置洗液进行

浸泡，再用纯水洗净烘

干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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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总磷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3 

 

1. 使 用 移 液 枪 准 确 移 取  

5.00 mL 纯水（空白样）于    

0 号比色管中； 

2.然后分别准确移取待测水

样 5.00 mL，依次加入到其他

比色管中。 

样品量移取必须准确； 

空白样和和各水样使

用不同移液枪枪头，防

止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4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1.00 mL 总磷试剂一。 

使用量程为 1 ml 移液

枪以保证加入试剂的

准确性和同一性。 

5 

 

1.将各比色管管盖上瓶盖，

并将各比色管中的溶液充分

摇晃混匀； 

2.并用干净的棉布或滤纸将

管壁擦拭干净，准备消解。 

1.擦拭时，防止掉毛及

擦伤管壁； 

2.管壁透光面必须保

持干净清洁。 

6 

 

1.当消解仪稳定在 120 ℃，将

比色管依次放入仪器消解孔

中，盖上防喷罩； 

2.仪器自动定时30 min消解。 

1.消解管盖必须要拧

严实，防止漏液； 

2.消解完毕后蜂鸣器

自动报警。 

7 

 

取出比色管至于架子上，自

然冷却 2 min 后，再水冷至室

温。 

戴好防护手套，小心烫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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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总磷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8 

 

依次向各个已冷却结束的比

色管中加入1.00 mL总磷试剂

二，上下颠倒摇晃使其均匀

混合。 

1.使用量程为 1 mL 移

液枪以保证加入试剂

的准确性和同一性； 

2.图中为描述所需，所

以分层体现； 

3.加完试剂后将液体

摇均匀。 

9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1.00 mL 总磷试剂三，上下颠

倒摇晃使其均匀混合，静置 

5 min 后等待测量。 

1.使用量程为 1 mL 移

液枪以保证加入试剂

的准确性和同一性； 

2.显色 5 min。 

10 

 

1.将比色管擦净，将 1 号管 

插入快检仪的比色孔中； 

2.开启快检仪，进入主页面，

点击“手动测量”功能键，并

选择“总磷-管”，点击“空

白”功能键调零。 

1.比色管的测定部位

不应有擦痕和粗糙； 

2.空白比色管放入比

色孔后，按空白键使

屏幕显示为 

0.000 mg/L。 

11 

 

听到“请放入样品，并按测

量”语音提示后，将依次待测

样品比色管插入比色孔中，

点击“测量”功能键，仪器显

示样品的总磷值。 

1.图中数据为举例所

需，无任何意义； 

2.其他样品测量步骤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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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密闭消解-变色酸法 

8.7.1 方法原理 

碱性的过硫酸盐消解过程把所有形式的氮都转化成为硝酸盐，硝酸盐与变色酸在强酸性环境下反

应生成一种黄色配合物，在420 nm处测定吸光度。 

8.7.2 试剂 

a） 总氮试剂一 

称取 8 g过硫酸钾、2 g氢氧化钠，加入适量超纯水溶解，定容至 200 mL。 

b） 总氮试剂二 

称取亚硫酸钠 1.6 g，加入超纯水溶解，定容至 5 mL。 

c） 总氮试剂三 

称取 0.05 g变色酸、量取 300 mL浓硫酸慢慢加入适量超纯水中，定容至 350 mL。 

    d） 试剂检测范围：0.50 mg/L～20.00 mg/L。 

8.7.2 预处理 

请充分混匀样品，确保水样具有代表性，在某些样品中含有大量不含氮的有机物会因为消耗掉消解

试剂中的过硫酸盐而降低了消解的效率。如果已知样品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有机物，应该稀释样品提高消

解效率，再重新进行测试。 

8.7.3 具体操作步骤 

具体操作步骤见表5。 

表5 总氮检测步骤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1 

 

消解仪开机，设定消解温度

125 ℃及消解时间 30 min，仪

器自动升温并恒温。 

确认消解仪工作正常 

2 

 

准备数只比色管，置于比色管

架子上。 

实验中所用的比色管，

必须要清洗干净，且外

壁无划伤；如有条件，

可提前配置洗液进行浸

泡，再用纯水洗净烘干

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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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总氮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3 

 

1.使用移液枪准确移取 5.00 

mL 纯水（空白样）于 0 号比色

管中； 

2.然后分别准确移取待测水样

5.00 mL，依次加入到其他比色

管中。 

1.样品量移取必须准确； 

2.空白样和和各水样使用

不同移液枪枪头，防止样品

间的交叉污染。 

4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2.00 mL 总氮试剂一。 

使用量程为 1 mL 移液枪以

保证加入试剂的准确性和

同一性。 

5 

 

1.将各比色管管盖上瓶盖，并

将各比色管中的溶液充分摇晃

混匀； 

2.并用干净的棉布或滤纸将管 

壁擦拭干净，准备消解。 

1.擦拭时，防止掉毛及擦伤

管壁； 

2.管壁透光面必须保持干

净清洁。 

6 

 

1.当消解仪稳定在 125 ℃，将比

色管依次放入仪器消解孔中，

盖上防喷罩； 

2.仪器自动定时 30 min 消解。 

1.消解管盖必须要拧严实，

防止漏液； 

2.消解完毕后蜂鸣器自动

报警。 

7 

 

取出比色管至于架子上，冷却

至室温。 

戴好防护手套，小心烫伤。 

 

 

 

 

 



  T/     XXXXX—XXXX 

16 

 

表5  总氮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8 

 

另取干净比色管，依次向管中

加入 1.00 mL 已冷却的消解

液。 

使用量程为 1mL 移液枪

以保证加入试剂的准确

性和同一性。 

9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滴加 

2 滴试剂二。 

1.擦拭时，防止掉毛及

擦伤管壁； 

2.管壁透光面必须保持

干净清洁。 

10 

 

依次向各个比色管中加入 

3.5 mL 总氮试剂三。上下颠倒

摇晃均匀，静置冷约 10 min。 

溶液内部强放热，小心

烫伤。 

11 

 

    

将比色管擦净，将 1 号管插入

快检仪的比色孔中。开启快检

仪，进入主页面，点击“手动

测量”功能键，并选择“总氮

-管”，点击“空白”功能键

调零。 

1.比色管的测定部位不

应有擦痕和粗糙； 

2.空白比色管放入比色

孔后，按空白键使屏幕

显示为“0.0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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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总氮检测步骤（续） 

步骤 图示 操作 说明 

12 

 

听到“请放入样品，并按测

量”语音提示后，将依次待测

样品比色管插入比色孔中，点

击“测量”功能键，仪器显示

样品的总氮值。 

1.图中数据为举例所

需，无任何意义。 

2.其他样品测量步骤相

同。 

9 质量保证 

从取样至检测等整个过程应符合以下要求，以确保检测结构的准确性。 

a) 现场采样点位应符合 HJ/T 91以及 HJ 494 相关要求； 

b) 样品采集应符合相关监测规范要求； 

c) 污染源排放口有易于到达的采样口，有足够的工作空间，安全且便于操作，必须牢固并有符合

要求的安全措施； 

d) 样品采集应在正常条件下进行； 

e) 采样时应保持工况条件和工作参数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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