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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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净化技术专业委员会、安徽智泓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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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产品质量分级

饮用水处理装置用反渗透膜元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用反渗透膜元件（以下简称“反渗透膜元件

”）产品质量分级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和评价方法，用于指导反渗透膜元件质量分

级。

本文件适用于以市政自来水或其它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供家庭或类似场所使用的饮用水处

理装置用反渗透膜元件的质量分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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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64-2024 消费品质量分级通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8538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30306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内芯

GB/T 34241-2017 卷式聚酰胺复合反渗透膜元件

GB 34914 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T 3593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性能测试方法

QB/T 4144-2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反渗透净水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30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 quality

消费品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注：特性指可区分的特征，包括物理的、感官的、时间的、人因工效的、功能方面的特征。

[来源：GB/T 44164-2024，3.2]

3.2

质量分级 quality grading

通过科学评价对产品品质进行等级划分并明示产品质量信息的过程。

[来源：GB/T 44164-2024，3.3]

3.3

反渗透（膜）元件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filter

由复合反渗透膜、进水隔网、产水水隔网围绕产水中心管卷制，并与密封圈、外壳封装而

成的膜分离单元。

[来源：GB/T 34241-2017，3.8，有修改]

3.4

可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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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或部分生产与使用链上的一致性，所期望获取信息和数据的系

统。

[来源：GB/T 30306-2024，3.26]

3.5

选择性功能 selective performance

饮用水处理滤芯制造商依据其使用的工艺，对使用者宣称的功能或效果。

[来源：QB/T 4144-2019，3.6，有修改]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反渗透膜元件卫生安全应符合GB/T 17219 的要求。

4.1.2 反渗透膜元件出水水质除PH外，其他指标应符合GB 5749 的要求。

4.2 指标要求

4.2.1 等级划分

反渗透膜元件质量等级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一级为最高等级。

其中：一级为行业同类产品中最高水平，其等级符号为AAAAA ；

二级为行业同类产品中先进水平，其等级符号为AAAA ；

三级为符合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其等级符号为AAA 。

4.2.2 分级指标

反渗透膜元件在符合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表1进行质量等级划分。

表 1 反渗透膜元件质量分级指标要求及检测方法

分类 分级指标

等级划分

检测方法一级 二级 三级

可靠性 可追溯体系
所有涉水零部件均建立

可追溯信息系统

关键涉水零部件均

建立可追溯信息系

统

未建立可追溯信息

系统
提供符合性证明材料

性能
脱盐率 ≥95% ≥92% ≥90%

GB 34914
额定总净水量 ≥6000L ≥4000L ≥3000L

选择性

功能 净化效率

≥95%（3 种或 3 种

以上特定物质

）

≥95%（2 种特定
物质）

≥95%（1 种特定
物质）

附录B、附录C

5 检测方法

5.1 性能测试实验用水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用进水水质应符合以下要求，配制方法见附录A，具体测试方法按

GB/T 5750（所有部分）和GB 8538进行：

a）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用水应使用纯水进行配制，其水质指标要求如下：

1）总硬度应控制在（250±20）mg/L；

2）碱度应控制在（140±10）mg/L；

3）电导率应控制在（1000±100）μS/cm；

4）pH值应控制在7.0～7.5；

5）浑浊度应不大于 1 NTU。

b） 除特殊规定外，本文件规定的纯水应符合GB/T 6682要求的实验室三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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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要求

5.2.1 反渗透膜元件卫生安全应按照GB/T 17219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2.2 反渗透膜元件出水水质应按照GB/T 5750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3 指标要求

反渗透膜元件等级指标要求按照表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 评价方法

反渗透膜元件在满足本文件 4.1 的基本要求后方可进行评价。

所有分级指标均应符合表1相应等级的技术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达到该等级要求，凡有一项

或一项以上达不到该等级要求，则按所达到的最低级别要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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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性能测试试验用水的配制方法

A.1 所用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或相当纯度。

A.2 用纯水（电导率＜10us/cm）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加标配制（以配制 100L 试验用水为例）：

ａ） 分别称取 25.1g 二水合氯化钙（CaCl2.2H2O）、21.05g 七水合硫酸镁（MgSO4·7H2O）、

7.90g 氯化钠（NaCl），分别溶解于 200mL 的纯水中；称取 26.53g 碳酸氢钠（NaHCO3）

溶解于 350mL 的纯水中；

ｂ） 将上述溶液依次加入 100L 纯水中，每加入一种溶液后应立即搅拌均匀，全部加完后充分

搅拌均匀；

ｃ） 量取 5.2%的次氯酸钠（NaClO）原液 5mL～10mL，用纯水稀释至１Ｌ，再量取 100mL 此稀

释溶液加入上述 100L 配制液中，立即搅拌均匀；

ｄ） 用氢氧化钠溶液（40g/L）或盐酸溶液（1+1）调节 pH 值在 7.0～7.5 范围内；

ｅ） 配制的试验用水应储存于避光的密闭容器中，应现制现用，不应使用隔夜配制的试验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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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选择性功能-净化效率试验装置

B.1 净化效率试验装置

净化效率试验装置如图B.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任何合适的压力或输送系统 2—供水 3—阀门 4—机械过滤器

5—回流防护装置 6—搅拌器 7—下水管道 8—水箱

9—泵 10—膜片式压力罐 11—压力计 12—压力调节计

13—流入样本取样点 14—水表 15—压力计 16—测试单元

17—循环螺线管A 18—循环螺线管B 19—流出样本取样点

注1：在全部试验装置中，测试位下或洗涤池上面均使用水龙头；

注2：附带龙头的系统和便携式系统在电磁阀之后安装；

注3：电磁阀由适当的定时器控制；

注4：压力表位于直接测试单元前；

注5：管道和设备测试单位的直径不小于其后连接测试样品的直径。

图 B.1 净化效率试验装置示意图

如图B.1所示，向试验装置的供水系统中通入符合测试用水及净化要求的加标液，按照制造商

的要求，在一定的压力条件下通入加标液进行试验，根据额定总净水量将加标水样通过水处理滤芯，

在流入样本取样点和流出样本取样点分别取样测试。试验装置应能够产生指定的水流速和静态压力，

尽量减少使用无关的管道，以及压力测量点和被测试设备之间的任何装置。在测试中使用的下游设

备和管道（包括水龙头）直径等于或大于与测试设备连接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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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选择性功能-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C.1 净化效率计算

a） 净化效率按式（1）计算：

� = �0−��
�0

*100%...........(1)

式中：

η—净化效率，以百分率表示；

C0—流入样本平均浓度或流入样本几何平均数，mg/L或NTU或MPN/100mL或CFU/100 mL或PFU/mL；

Ca——流出样本平均浓度或流出样本几何平均数，mg/L或NTU或MPN/100mL或CFU/100 mL或PFU/mL。

a） 饮用水处理滤芯的净化效率为5次取样测试的净化效率中的最小值。

c） 报出净化能力数据结果时，应包含工作压力、初始流量（净水流量、废水流量）

和额定总净水量等信息；否则，数据结果无效。

d） 选择性功能测试时，分别测试单一污染物加标，切勿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混合加标。

C.2 净化效率加标液要求

净化效率试验加标液见表2。

表2 净水效率试验加标液要求

污染物类别 流入样本平均浓度及其他要求

重金属

铅 0.05（1±20%）mg/L

镉 0.025（1±20%）mg/L

汞 0.005（1±20%）mg/L

砷 0.05（1±20%）mg/L

铬（六价） 0.25（1±20%）mg/L

无机物 氟化物 5.0（1±20%）mg/L

有机物

苯 0.05（1±20%）mg/L

甲苯 3.5（1±20%）mg/L

四氯化碳 0.010（1±20%）mg/L

三卤甲烷 0.30（1±20%）mg/L

硫化氢 1.0（1±20%）mg/L

苯酚 0.010（1±20%）mg/L

C.3 净化效率测试方法

按照附录 B 所示试验装置的供水系统中通入符合表 2 要求的单一物质的加标液，按照制造商的

规定进水压力下通入加标液进行测试。在达到滤芯标称额定总净水量的 0，25%，50%，75%，100%

时，分别在流入样本取样点和流出样本取样点进行取样。样液的采集、保存和测试按 GB/T 5750（

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GB/T 5750 中未做规定的参照国内外其他相关标准进行测试。

在流出样本取样点收集（300±2）s的净水，测出其出水量，每隔 5 min 收集一次，共收集 3

次，取 3次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净水流量的试验结果。

任意一次取样的净化效率和净水流量低于标称值时，停止试验。测完一种污染物净化效率后，

需更换新的膜元件测试下一个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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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金属加标液的配制

C.4.1 铅

铅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铅标准储备液 [ρ(Pb)=0.5 mg/mL]：称取0.7990g 硝酸铅[Pb(NO3)2]，溶于约100 mL 纯

水中，加入1mL硝酸（HNO3，ρ20=1.42 g/mL），并用纯水定容至1000mL。

b） 铅加标液 [ρ(Pb)=0.05 mg/L]：取铅标准储备液0.10mL于1000mL 容量瓶中，用纯水稀释

至刻度，摇匀。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4.2 镉

镉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镉标准储备液 [ρ(Cd)=0.1 mg/mL]：称取0.2039g 氯化镉(CdCl2·2.5H2O),并用纯水定

容1000mL；

b） 镉加标液[ρ(Cd)=0.025mg/L]：取镉标准储备液0.25mL 于1000mL 容量瓶中，用纯水稀释

至刻度，摇匀。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4.3 汞

汞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汞标准储备液[ρ(Hg)=0.1 mg/mL]：称取0.1354g 经硅胶干燥器放置24h 的氯化汞（HgCl

2），用纯水定容至1000mL。

b） 汞标准中间溶液[ρ(Hg)=1.0μg/mL]：吸取汞标准储备液10.00mL 于1000mL 容量瓶中，

用纯水定容至1000mL。

c） 汞加标液[ρ(Hg)=0.005mg/L]:临用前，吸取汞标准中间溶液5.0mL 于1000mL 容量瓶中，

用纯水定容。 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4.4 砷

砷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砷标准储备液 [ρ(As)=0.1 mg/mL]：称取0.1320g 经105 ℃干燥2h的三氧化二砷(As2O3)

置于50 mL 烧杯中，加入10mL 氢氧化钠(NaOH，ρ=40g/L)使之溶解，加5mL盐酸(HCl，ρ

20=1.19g/mL)，转入1 000 mL 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至刻度，摇匀；

b） 砷加标溶液[ρ(As)=0.05 mg/L]：吸取0.50mL 砷标准储备液于1000mL 容量瓶中，用纯水

定容至刻度。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4.5 铬（六价）

铬（六价）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铬（六价）标准溶液 [ρ(Cr6+)=0.1 mg/mL]：称取0.1414g 经105℃~110℃烘至恒量的重

铬酸钾（K2Cr2O7），溶于纯水中，并于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至500 mL。

b） 铬（六价）加标液 [ρ(Cr6+)= 0.25 mg/L]：取六价铬标准溶液2.50mL 于1000mL 容量瓶

中，用纯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5 无机物加标液的配制C.2.1

C.5.1 氟化物

氟化物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氟化物标准储备溶液[ρ(F-)=1000 mg/L]：称取经105 ℃ 干燥2h 的氟化钠（NaF)0.2210

g 溶解于纯水中，并稀释定容至100mL，储存于聚乙烯瓶中。

b） 氟化物加标液 [ρ(F-)=5.0mg/L]：取5.00mL 上述氟化物标准储备溶液用纯水稀释至

1000mL。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6 有机物加标液的配制

C.6.1 苯

苯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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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苯标准储备溶液 [ρ(C6H6)=20 μg/mL]：准确称取 20.1 mg 苯（C6H6，＞99.5%）置于

1 00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b） 苯加标液 [ρ(C6H6)=0.05 mg/L]：称取 2.50 mL 苯标准储备溶液，用纯水稀释至 1 000

mL。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6.2 甲苯

甲苯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甲苯标准储备溶液 [ρ(C7H8)=1.0 mg/mL]：准确称取 0.1005g 甲苯（C7H8，＞99.5%）

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用甲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b） 甲苯加标液 [ρ(甲苯)=3.5 mg/L]：称取 3.50 mL 甲苯标准储备溶液，用纯水稀释至 1

000 mL。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61.3 四氯化碳

四氯化碳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四氯化碳标准储备溶液 [ρ(CCl4)= 20 μg/mL]：准确称取 20.1 mg 四氯化碳（CCl4，

＞99.5%）置于 1 000 mL 容量瓶中，用甲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b） 四氯化碳加标液 [ρ(CCl4)=0.010 mg/L]：称取 0.50 mL 四氯化碳标准储备溶液，用纯

水稀释至 1000 mL。 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6.4 三氯甲烷

三氯甲烷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三氯甲烷标准储备溶液 [ρ(CHCl3)=1.0 mg/mL]：准确称取 0.100 5g 三氯甲烷（CHCl3，

＞99.5%）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用甲醇（CH3OH）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b） 三氯甲烷加标液 [ρ(CHCl3)=0.30 mg/L]：称取 0.30 mL 三氯甲烷标准储备溶液，用纯

水稀释至 1 000 mL。 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6.5 硫化氢

硫化氢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将硫化氢（H2S）气体通入无二氧化碳（CO2）的水中至饱和，25℃时硫化氢（H2S）溶液

的浓度为 0.1 mol/L。

b） 取上述饱和溶液 0.294 mL 至 1 000 mL 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即得到 1.0 mg/L 硫化

氢加标液。
注：该溶液要现配现用，防止将硫化氢的测试用水暴露在空气里，要对盛放加标液的容器及取样瓶进行密封。

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6.6 苯酚

苯酚加标液的配制，按下述步骤进行：

a） 苯酚标准储备溶液 [ρ(C6H5OH)=0.01 mg/mL]：溶解 0.01 g 苯酚（C6H5OH）于 1 000

mL 纯水中，保存于冰箱中。

b） 苯酚加标液 [ρ(C6H5OH)=0.010 mg/L]：取 1.00 mL 上述标准储备溶液用纯水稀释至 1

000 mL。根据用水量需求，按照相同比例配制适量加标液。

C.7 pH 的调节

通过滴加 6 mol/L 的氢氧化钠（NaOH）溶液或 6 mol/L 的盐酸（HCl）溶液调节加标液的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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