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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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广斯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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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剂 聚合氯化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合氯化铝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给水、废水和污水及污泥处理用聚合氯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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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20-2025 工业用合成盐酸

GB/T 601-2016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20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202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4294-2010 氢氧化铝

GB/T 6388-19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6944-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T 8946-2013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T 9969-200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2011 标牌

GB/T 21621-2008 危险品 金属腐蚀性试验方法

GB/T 22592-2008 水处理剂 pH 值测定方法通则

GB/T 22627-2022 水处理剂 聚氯化铝

JJF 1070-202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2005 ]第 75 号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生产聚合氯化铝的原料盐酸，应采用符合 GB/T 320-2025 规定的工业用合成盐酸。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BC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146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9132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027A6096AFC6643EE06397BE0A0A0867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DF9C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B7FA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C0E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D98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5C3A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AB8B4004672896BE05397BE0A0A0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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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含铝原料，应符合 GB/T 4294-2010 的规定。

4.1.3 如使用危险废物作为生产原料，应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

4.2 外观要求

4.2.1 固体产品应为黄色、浅黄色或褐色粉末或颗粒。

4.2.2 液体产品应为无色、淡黄色、淡灰色或棕褐色透明或半透明液体，无可见的悬浮杂质。

4.3 理化性能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理化性能

项目 指标

氧化铝（Al2O3）质量分数 / ％ ≥ 29.0

盐基度 / ％ 45.0 ～ 90.0

不溶物 / ％ ≤ 1

pH 值（10g/1L 水溶液） 3.5 ～ 5.0

4.4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铁（Fe）的质量分数 / ％ ≤ 0.2

氨氮（以 N 计）的质量分数 / ％ ≤ 0.05

砷（As）的质量分数 / ％ ≤ 0.00001

铅（Pb）的质量分数 / ％ ≤ 0.00005

镉（Cd）的质量分数 / ％ ≤ 0.0 001

汞（Hg） 的质量分数 / ％ ≤ 0.00 001

铬（Cr）的质量分数 / ％ ≤ 0.0 005

注：表中所列产品的不溶物、铁、氨氮、砷、铅、镉、汞、铬的指标均按Al2O3质量分数为10％计，当Al2O3含量≠10％

时，应将实际含量折算成Al2O3为 10％产品比例，计算出相应的质量分数。

4.5 净含量偏差要求

净含量负偏差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4.6 管理要求

4.6.1 生产管理

4.6.1.1 应具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和设施，且设备应定期维护和保养，确保生产过程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

4.6.1.2 生产过程应遵循相应的工艺流程和操作规程，严格控制生产参数，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4.6.2 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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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 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原材料检验、过程检验和成品检验等环节。对每批原材料

应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确保其符合生产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应定期对产品进行检验，及时发现和解

决质量问题；成品应经过严格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4.6.2.2 应具备相应的检验设备和检测手段，检验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相应的检测能力和资质。

4.6.3 环保管理

4.6.3.1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应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处理和排放，应配备相应

的环保处理设施，并定期对其进行维护和运行监测，保证其正常运行。

4.6.3.2 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清洁生产。

4.6.4 安全管理

4.6.4.1 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生产过程中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治理，确保生产安全。对危

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和运输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

4.6.4.2 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确保员工能够正确使用设备和防

护用品，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要求

5.1.1 本文件中原子吸收光谱法和原子荧光光谱法所用试剂和水，应使用 GB/T 6682-2008 规定的二级

水。其他试验方法应使用分析纯及以上试剂和符合 GB/T 6682-2008 规定的三级水。

5.1.2 试验中所需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除非另有规定，均按 GB/T

601-2016、GB/T 602-2002、GB/T 603-2023 的规定制备。

5.2 原料

按 4.1 的规定进行。

5.3 外观检验

在自然光下，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或白瓷板上用目视法判定颜色，以吸气入鼻法判定气味。

5.4 理化性能

5.4.1 氧化铝（Al2O3）含量测定

5.4.1.1 方法提要

在试样中加入硝酸以及已知量的过量 EDTA 标准滴定溶液，将铝全部络合后，在 pH 值约为 6时，

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用锌标准溶液返滴定。

5.4.1.2 测定方法

取本品约 4 g，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后全部移入 500 m1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

量取 20 m1 此试验溶液，置于 250 ml 锥形瓶中。加 2 ml 硝酸溶液（1:13），煮沸 1 min。冷却后，

精密量取 20 m1 EDTA 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约为 0.05 mo1/L）。用乙酸钠溶液调节 pH 值约为 3（用 pH

试纸检验），煮沸约 2 min。冷却后，加约 10 m1 乙酸钠溶液和 2 ～ 5 滴二甲酚橙指示液（1 g/L）。

用锌标准滴定液滴定(0.02 mo1/L)，溶液颜色从淡黄色变为微红色即为终点。另取 250 m1 锥形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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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l 水，开始如上步骤操作进行空白实验。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氧化铝(Al2O3)含量 X 按式（1）计算：

X = 0.0510×(V0−V1)×C
M×20/500

× 100...........................................................(1)

式中：

V0----空白试验所消耗的梓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V1----试验溶液所消耗的梓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C----梓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

M----试验质量；

0.0510----与 1.00 ml 梓标准滴定溶液相当的以克表示氧化铝（Al2O3）的质量。

5.4.2 盐基度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5 的规定进行试验。

5.4.3 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6 的规定进行试验。

5.4.4 pH 值

按 GB/T 22592-2008 的规定进行。

5.5 卫生指标

5.5.1 铁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8 的规定进行试验。

5.5.2 氨氮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9 的规定进行试验。

5.5.3 砷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10 的规定进行试验。

5.5.4 铅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11 的规定进行试验。

5.5.5 镉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12 的规定进行试验。

5.5.6 汞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13 的规定进行试验。

5.5.7 铬含量的测定

按 GB/T 22627-2022 中 6.14 的规定进行试验。

5.6 净含量偏差

按 JJF 1070-2023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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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管理要求

按 4.6 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聚合氯化铝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组批

以同一工艺、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

6.2.2 抽样规则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的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依据

GB/T 2828.1-2012 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Ⅱ，质量接受限（AQL）为 6.5 ，

其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 3进行。

表 3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受数（Ac） 拒收数（Re）

26 ～ 50 8 1 2

51 ～ 90 13 2 3

91 ～ 150 20 3 4

151 ～ 280 32 5 6

281 ～ 500 50 7 8

501 ～ 1 200 80 10 11

1 201 ～ 3 200 125 14 15

注：26 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6.2.3 检验项目

产品出厂前应经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部门逐一检验合格，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方能出厂。出厂检验项

目和顺序按表 4的规定。

表 4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原料要求 4.1 5.2 √ √

2 外观要求 4.2 5.3 √ √

3 理化性能 4.3 5.4 - √

4 卫生指标 4.4 5.5 - √

5 净含量偏差 4.5 5.6 - √

6 管理要求 4.6 5.7 - √

注：“√”表示需检验项目，“－”表示无需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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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型式检验

6.3.1 提交型式检验的产品必须是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的产品。

6.3.2 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转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合同规定进行型式检验时；

f) 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3.3 型式检验按照表 4的全部要求进行。

6.4 批量

用同一批原材料在相同生产工艺和产品条件下连续制造的产品视为同批量。

6.5 判定规则

6.5.1 性能均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其中任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

6.5.2 顾客对产品有特殊要求的，按顾客要求进行（组批、检验和判定）。

6.6 复验规则

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应取留作复验的聚合氯化铝样品进行重复试验，如果复验结果仍不符合

要求时，则该批产品应报废或降级使用。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标志

7.1.1 产品上应在明显部位设置铭牌，铭牌尺寸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3306-2011 规定。铭牌上应

有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型号规格；

c) 净含量；

d) 制造厂商；

e) 出厂编号；

f) 出厂日期。

7.1.2 根据需要按GB/T 21621-2008和 GB 6944-2012对液体产品进行腐蚀性判定并依据判定结果确定

对应的标志。

7.2 包装

7.2.1 聚合氯化铝包装内应附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技术说明书见附录 A。

7.2.2 聚合氯化铝固体产品采用双层包装。内包装采用聚乙烯薄膜袋，外包装的性能和检验方法应符

合 GB/T 8946-2013 规定的塑料编织袋或依客户要求而定。

7.2.3 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碱类、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EF6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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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运输

7.3.1 在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靠，避免撞击碰伤。

7.3.2 装卸时要轻装轻卸，防止撞击，防止倒置，防止雨淋。

7.3.3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2008 的规定，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6388-1986

的规定。

7.4 贮存

7.4.1 贮存过程中，应有防止雨雪侵袭的措施。

7.4.2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持在 75％以下。

7.4.3 模块存放的周围环境中，不应含有破坏金属及其绝缘的腐蚀性物质。

7.4.4 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液体产品贮存期为六个月，固体产品贮存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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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安全技术说明书

A.1 危险性类别

酸性腐蚀品。

A.2 危险性概述

产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吸入高浓度可引起支气管炎，个别人可引起支气管哮喘。误服量大

时，可引起口腔糜烂、胃炎、胃出血和粘膜坏死。长期接触可引起头痛、头晕、食欲减退、咳嗽、鼻塞、

胸痛等症状。

A.3 急救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A.4 消防措施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采用干燥砂土灭火剂。

A.5 泄漏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能直接接

触泄漏物：

—— 小量泄漏应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密闭容器中；

—— 大量泄漏应用塑料布、帆布覆盖。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A.6 废弃处置

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文件的要求处置或与厂商或制造商联系，确定处置方法。

A.7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A.7.1 检测方法

滴定法。

A.7.2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A.7.3 呼吸系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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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佩戴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佩戴空气呼吸器。

A.7.4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A.7.5 身体防护

穿橡胶耐酸碱服。

A.7.6 手防护

戴橡胶耐酸碱手套。

A.7.7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备用。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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