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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0年 8月 18日，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布关于召开《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

化还原滴定法》团体标准立项论证会的通知。于 8月 19日在北京召

开《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团体标准立项论证

会，对立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对《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

还原滴定法》进行了立项论证，制定符合水利部相关单位使用的《水

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应用标准。

2020年 12月 8日，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通过中国

水利学会的立项论证及公示，准予立项。

高锰酸盐指数，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以高锰酸钾为氧化剂，处理

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常被作为衡量地表水、饮用水和生活污

水受有机污染物和还原性无机物污染程度的综合指标。高锰酸盐指数

是《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4项基本项目之一，也是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质常规指标之一，其检测

结果直接关系到水污染的防治，国民的身体健康和良好生态系统的保

障。

在环境监测中，采用《GB 11892-1989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

定》的方法测定水中的高锰酸盐指数，其测定结果受到反应体系酸度、



标准溶液浓度、加热时间与温度、滴定条件、终点判断、空白值、K

值以及水浴水位高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会存在方法条件难控制、

测定结果的重复性不理想等问题，同时上述标准方法全部采用人工手

动操作，且每一步的操作过程耗时较长，对实验员操作要求较高，需

要长时间高注意力工作，并且操作过程中部分流程受操作员经验和自

身认知判断影响，数据可靠性与一致性较差。

随着国家环保产业发展战略的提出，环境检测数据质量要求不断

提高，检测任务不断加重，人员配置不断缩减，势必引发环保检测领

域对于自动化分析设备的持续大力投入。基于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的

氧化还原滴定法在测定环境水样中的高锰酸盐指数时，实验人员只需

配制好试剂，取好样品，即可自动完成分析以及数据处理，应用简单，

节省人力，条件稳定，测定结果准确，已经在环境实验室大规模推广

应用。因此编制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团体标准，

是指导目前已经大范围推广的高锰酸盐指数测定的重要的方法标准

之一，该标准的制定具有极高的必要性。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由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牵头起草，归口单位是中国水利

学会。

2. 协作单位

本项目合作单位是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利学会（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ciety，缩写 CHES）成立于 1931年 3月，前

身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57年更名为中国水利学会。它是在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和水利部领导下的领导下的全国性水利科技工作者的

学术组织。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经过 80多年的发展，中国水利学会

已发展成为拥有 8万余名个人会员、54个分支机构、360余个单位会

员，36个省级和计划单列市水利学会的大型科技社团，成为发展我

国水利科技事业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3. 修订过程

2020年 8月 18日，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布关于召开《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

化还原滴定法》团体标准立项论证会的通知。于 8月 19日在北京召

开《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团体标准立项论证

会，对立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对《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

还原滴定法》进行了立项论证，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听取了标

准提案单位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质询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一）、自动滴定法测定水质高锰酸盐指数，该方法工作原理完全依

循现行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并且自动完成样品高锰酸盐指数测

定，该方法依赖于自动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利用该仪器测定环境水

样中的高锰酸盐指数时，仪器可自动完成分析以及数据处理，因而制

定本标准是必要的。（二）、申报单位提出的标准立项申请理由充分，

目标明确，框架结构基本合理。（三）、专家组同意该标准立项。建

议:（一）、标准名称建议适当修改。（二）、补充比对数据。（三）、

详细规定仪器，仪器操作步骤。

2020年 12月 8日，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通过中国

水利学会的立项论证及公示，准予立项。

2021年 3月，完成实验验证工作。2021年 7月，完成征求意见

稿的定稿工作。

4. 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参编单位在《GB

11892-1989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发

工作。

起草标准按照有关 GB、GB/T、HJ、HJ/T、SL方法标准，依据

制定标准的原则进行起草。标准的文字格式是根据国标《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撰写的。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于 2021年 10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参与起草的单位名单：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 北京市水文总站；

● 上海市水文总站；

●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

●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汉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 黄河宁蒙水环境监测中心；

● 黄河水利委员会中游水文水资源局；

● 湖北省荆门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 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

● 湖南省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四川省凉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 海口浩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市穗泉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参与方法验证的单位名单：

● 广州市穗泉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 湖北省荆门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 山东瑞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 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



● 浙江多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二、 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1. 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规定了测定水中高锰酸盐指数测定的方法——氧化还原滴

定法，标准适用于饮用水、水源水和地面水的测定，测定范围为

0.5-4.5mg/L。对污染较重的水，可少取水样，经适当稀释后测定。本

标准不适用于测定工业废水中有机污染的负荷量，如需测定，可用重

铬酸钾法测定化学需氧量。样品中无机还原性物质如 NO2-，S2-，Fe2+

等可被测定。氯离子浓度高于 300mg/L，采用在碱性介质中氧化的测

定方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规定了水中高锰酸盐指数测定的方法——

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定义，原理，试剂，仪器，样品，分析步骤，试验

数据处理，精密度和准确性，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和注意事项。

2. 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范围”一章规定了标准检测的目标物、适用环境、测

定范围以及本标准不适用的情况。

3. 关于“试剂和材料”

本标准的“试剂和材料”一章逐条规定了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

定水质高锰酸盐指数过程所需的各类试剂和材料。

4. 关于“分析步骤”

本标准的“分析步骤”一章逐条规定了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

水质高锰酸盐指数过程的必要步骤和指导规范。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1. 试验依据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氧化还原滴定法（征求意见稿）技术

要求检验方法

2. 试验用全自动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

仪器名称：全自动高锰酸盐指数分析仪 型号：APA-500

厂家：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技术参数（标称）：

检出限
0.5 mg/L

精密度
RSD≤2.0%

测定范围
0～5.0mg/L

测定速度
≤5.5min/样品（连

续测定）

样品量
100ml

测定分辨率
1μL

水浴通道数
9通道

恒温测定温控范

围

40-100℃

恒温滴定温控精

度

±0.1℃

3. 试验内容与要求：

（1）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应用全自动高锰酸盐指数分析

仪，下同）测定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标准样品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数据：

测定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标准样品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测定 6次，计算

平均值和标准偏差等数据，得到精密度和准确度数据。

（2）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 1.饮用水、2.水源水、3.地表

水、4.适量稀释污水与现行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水质高锰酸盐



指数的测定》的比对数据：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与国标法分别测

定上述 4种水样（1.饮用水、2.水源水、3.地表水、4.适量稀释污水），

每个水样用每种方法分别测定 4-6次，计算平均值和相对误差。地表

水需要 5个不同地域的比对结果（比如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等，

也可以自行采集不同区域水样）。

4.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 1：

完成单位：广州市穗泉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1）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

标准样品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相对误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标样 1
2.17 2.21 2.17 2.29 2.25 2.21 2.22 0.05 2.3 -3.5

2031101

标样 2
3.25 3.25 3.25 3.17 3.25 3.25 3.23 0.03 0.9 1.3

2031013

标样 3
9.45 9.45 9.61 9.45 9.61 9.45 9.50 0.08 0.8 -0.3

203199

（2）4种水样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结果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饮用水 0.86 0.90 0.94 0.82 0.94 0.94 0.90 0.05 5.6

水源水 2.35 2.28 2.31 2.33 2.26 2.35 2.31 0.04 1.7

地表水

1# 0.52 0.56 0.50 0.58 0.54 0.55 0.54 0.03 5.6

2# 2.00 1.96 2.00 1.96 2.00 2.00 1.99 0.02 1.0

3# 2.29 2.16 2.21 2.19 2.16 2.21 2.20 0.05 2.3

4# 2.77 2.69 2.77 2.60 2.81 2.97 2.77 0.12 4.3

5# 3.96 3.96 4.04 3.92 4.04 3.96 3.98 0.05 1.3

稀释污水 14.0 14.2 14.7 14.9 14.4 14.4 14.4 0.33 2.3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3）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饮用水 0.88 0.84 0.90 0.93 0.88 0.90 0.89 0.03 3.4

水源水 2.27 2.20 2.29 2.27 2.24 2.32 2.27 0.04 1.8

地表水

1# 0.50 0.48 0.52 0.54 0.56 0.52 0.52 0.03 5.8

2# 2.10 2.04 2.08 2.02 2.00 1.97 2.04 0.05 2.5

3# 2.12 2.16 2.08 2.18 2.03 2.03 2.10 0.06 2.9

4# 2.72 2.68 2.74 2.82 2.66 2.63 2.69 0.06 2.2

5# 3.70 3.73 3.76 3.89 3.78 3.86 3.79 0.07 1.8

稀释污水 14.1 14.2 14.9 14.3 13.8 14.1 14.2 0.37 2.6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4）试验结论与评价

1、通过测定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有证标准物质，相对标准偏

差为 0.8%-2.3%，所有检测数据均在证书定值范围内。

2、通过测定饮用水、水源水、不同区域地表水、稀释污水，重

复测定相对标准偏差在 1.0%-5.6%之间。

3、通过仪器法和手工法的比对，两者检测结果比较接近，无显

著性差异。

试验结果 2：

完成单位：湖北省荆门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1）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

标准样品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相对误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标样 1
2.03 2.11 2.11 2.11 2.03 2.15 2.09 0.05 2.3 4.0

201251

标样 2 4.05 4.05 4.09 3.97 3.97 3.97 4.02 0.05 1.3 2.2



201252

标样 3
4.34 4.40 4.40 4.29 4.34 4.24 4.34 0.06 1.4 2.1

200503

（2）4种水样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结果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

差

1x 1S 1RSD
1 2 3 4 （mg/L） （mg/L） （%）

饮用水 1.40 1.36 1.36 1.32 1.36 0.03 2.4

水源水 1.72 1.72 1.76 1.76 1.74 0.02 1.3

地表水

1# 3.19 3.23 3.19 3.11 3.18 0.05 1.6

2# 2.27 2.43 2.47 2.43 2.40 0.09 3.7

3# 2.95 2.95 2.95 2.95 2.95 0.00 0.0

4# 1.92 1.92 1.92 1.92 1.92 0.00 0.0

5# 3.31 3.31 3.39 3.35 3.34 0.04 1.2

稀释污水 4.18 4.10 4.18 4.26 4.18 0.07 1.6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3）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

差

1x 1S 1RSD
1 2 3 4 （mg/L） （mg/L） （%）

饮用水 1.30 1.28 1.27 1.26 1.28 0.02 1.3

水源水 1.58 1.62 1.57 1.58 1.59 0.03 1.6

地表水

1# 2.75 2.70 2.78 2.82 2.76 0.05 1.8

2# 2.24 2.31 2.21 2.34 2.28 0.06 2.7

3# 2.82 2.86 2.83 2.86 2.84 0.02 0.7

4# 1.80 1.82 1.77 1.78 1.79 0.02 1.2

5# 3.11 3.08 3.21 3.26 3.17 0.08 2.7

稀释污水 4.04 4.14 3.98 4.02 4.04 0.07 1.7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4）试验结论与评价

1、通过测定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有证标准物质，相对标准偏

差为 1.3%-2.3%，所有检测数据均在证书定值范围内。



2、通过测定饮用水、水源水、不同区域地表水、稀释污水，重

复测定相对标准偏差在 0.0%-3.7%之间。

3、通过仪器法和手工法的比对，两者检测结果比较接近，无显

著性差异。

试验结果 3：

完成单位：山东瑞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

高锰酸盐

指数标准

样品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相对误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203177
6.27 6.27 6.20 6.35 6.41 6.43 6.32 0.09 1.42 2.02

203178
4.57 4.65 4.60 4.57 4.57 4.57 4.59 0.03 0.65 1.78

203195
3.27 3.26 3.28 3.30 3.35 3.26 3.29 0.03 0.91 2.50

（2）4种水样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结果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mg/L）（%）

饮用水 0.96 0.94 0.94 0.93 0.95 0.96 0.95 0.01 1.05

水源水 1.29 1.27 1.31 1.29 1.29 1.30 1.29 0.01 0.78

地表水

1# 3.21 3.20 3.26 3.23 3.21 3.36 3.25 0.06 1.85

2# 4.03 4.12 4.07 3.99 4.06 4.04 4.05 0.04 0.98

3# 2.98 2.87 2.91 2.91 2.91 2.96 2.92 0.04 1.37

4# 3.05 3.06 3.05 3.05 3.11 3.09 3.07 0.03 0.98

5# 2.15 2.27 2.26 2.23 2.22 2.22 2.23 0.04 1.79

稀释污水 6.02 6.11 5.89 5.97 5.98 6.10 6.01 0.08 1.33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3）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mg/L）（%）

饮用水 0.92 0.96 0.90 0.98 0.91 0.93 0.93 0.03 3.23

水源水 1.22 1.29 1.27 1.22 1.34 1.23 1.26 0.05 3.97

地表水

1# 3.17 3.22 3.23 3.29 3.23 3.29 3.24 0.05 1.54

2# 4.17 4.14 4.01 4.00 4.16 4.05 4.09 0.08 1.96

3# 2.95 2.94 2.98 2.89 2.88 2.86 2.92 0.05 1.71

4# 3.07 3.05 3.05 3.09 3.05 3.03 3.06 0.02 0.65

5# 2.19 2.11 2.17 2.23 2.19 2.19 2.18 0.04 1.83

稀释污水 6.20 6.02 6.00 6.13 6.13 5.99 6.08 0.09 1.48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4）试验结论与评价

1、通过测定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有证标准物质，相对标准偏

差为 0.65%~1.42%，相对误差为 1.78%-2.50%,平均值均在证书定值范

围内。

2、通过测定饮用水、水源水、不同区域地表水、稀释污水，测

定的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在 0.78%~1.85%之间。

3、通过仪器法和手工法的比对，两者结果比较接近，无显著性

差异。

试验结果 4：

完成单位：肇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1）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

高锰酸盐

指数标准

样品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相对误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203182 1.64 1.68 1.60 1.64 1.64 1.68 1.65 0.03 1.8 3.1



203178
4.56 4.64 4.56 4.64 4.56 4.60 4.59 0.04 0.9 1.8

203179
7.61 7.77 7.69 7.61 7.69 7.53 7.65 0.08 1.1 1.4

（2）4种水样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结果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mg/L）（%）

饮用水 0.80 0.84 0.76 0.76 0.80 0.76 0.79 0.02 3.0

水源水 1.00 1.00 1.00 1.00 1.04 1.00 1.01 0.02 2.8

地表水

1# 3.32 3.36 3.32 3.36 3.40 3.36 3.35 0.03 0.9

2# 3.18 3.18 3.10 3.10 3.26 3.10 3.15 0.07 2.1

3# 5.33 5.33 5.41 5.33 5.33 5.25 5.33 0.05 0.9

4# 0.92 0.92 0.92 0.96 0.96 0.92 0.93 0.02 2.2

5# 0.92 0.92 0.96 0.96 0.92 0.96 0.94 0.02 2.3

稀释污水 1.91 1.91 1.95 1.95 1.91 1.91 1.92 0.02 1.1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3）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mg/L）（%）

饮用水 0.79 0.84 0.84 0.84 0.79 0.81 0.82 0.02 3.0

水源水 0.89 0.87 0.84 0.89 0.89 0.84 0.87 0.02 2.8

地表水

1# 3.27 3.27 3.22 3.33 3.25 3.19 3.26 0.05 1.5

2# 2.95 3.11 3.17 3.11 3.24 3.24 3.14 0.11 1.9

3# 5.49 5.40 5.49 5.62 5.40 5.33 5.46 0.10 4.4

4# 0.97 0.92 0.97 1.00 0.92 0.89 0.95 0.04 4.0

5# 0.95 0.89 0.97 0.89 0.92 0.97 0.93 0.04 2.8

稀释污水 2.00 2.06 2.08 2.00 1.95 1.98 2.01 0.05 2.4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4）试验结论与评价

1、通过测定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有证标准物质，相对标准偏



差为 0.9%~1.8%，相对误差为 1.4%-3.1%,平均值均在证书定值范围内。

2、通过测定饮用水、水源水、不同区域地表水、稀释污水，仪

器法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在 0.9%~3.0%之间，手工法测定结果的

相对标准偏差在 1.5%~4.4%之间。

3、通过仪器法和手工法的比对，两者结果比较接近，无显著性

差异。

试验结果 5：

完成单位：浙江多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

高锰酸盐

指数标准

样品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相对误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203178
4.54 4.54 4.56 4.60 4.52 4.56 4.55 0.03 0.66 0.89

203185
4.21 4.22 4.22 4.26 4.28 4.26 4.24 0.03 0.71 3.41

203186
5.21 5.23 5.21 5.17 5.17 5.17 5.19 0.03 0.58 0.97

（2）4种水样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结果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mg/L）（%）

饮用水 0.91 0.95 0.95 0.94 0.95 0.90 0.93 0.02 2.15

水源水 1.22 1.23 1.29 1.23 1.22 1.24 1.24 0.03 2.42

地表水

1# 4.09 4.11 4.12 4.00 4.18 4.19 4.12 0.07 1.70

2# 3.33 3.38 3.41 3.39 3.39 3.33 3.37 0.03 0.89

3# 1.77 1.87 1.74 1.82 1.81 1.74 1.79 0.05 2.79

4# 2.09 2.02 2.09 2.09 2.05 2.11 2.08 0.03 1.44



5# 3.02 2.89 2.88 2.87 2.89 2.90 2.91 0.06 2.06

稀释污水 3.02 3.00 3.10 3.13 3.12 3.07 3.07 0.05 1.63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3）国标方法 GB 11892-1989《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mg/L）（%）

饮用水 0.89 0.91 0.95 0.96 0.92 0.93 0.93 0.03 3.23

水源水 1.26 1.29 1.30 1.28 1.26 1.22 1.27 0.03 2.36

地表水

1# 4.10 4.08 4.20 4.20 4.22 4.25 4.18 0.07 1.67

2# 3.35 3.40 3.42 3.47 3.35 3.37 3.39 0.05 1.47

3# 1.75 1.85 1.75 1.84 1.75 1.75 1.78 0.05 2.81

4# 2.03 2.08 2.03 2.11 2.14 2.17 2.09 0.06 2.87

5# 2.85 3.02 3.03 2.89 2.97 2.94 2.95 0.07 2.37

稀释污水 3.03 3.08 3.13 3.15 3.11 3.16 3.11 0.05 1.61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4）试验结论与评价

1、通过测定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有证标准物质，相对标准偏

差为0.58%~0.71%，相对误差为0.89%-3.41%,平均值均在证书定值范

围内。

2、通过测定饮用水、水源水、不同区域地表水、稀释污水，测

定的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在0.89%~2.79%之间。

3、通过仪器法和手工法的比对，两者结果比较接近，无显著性

差异。

试验结果 6：

完成单位：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

本验证所用标准样品信息如下表：



产品编号 基底 批号 浓度与不确定度 生产厂家 有效期

GSB07-3162-2014 纯水 203198 1.72±0.20mg/L 生态环境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2025/10/31
GSB07-3162-2014 纯水 2031101 2.29±0.31mg/L 生态环境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2025/10/31
GSB07-3162-2014 纯水 203194 5.96±0.44mg/L 生态环境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2025/04/30

高锰酸盐指数

标准样品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相对误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标样 1
1.72 1.88 1.8 1.84 1.84 1.84 1.82 0.055 3.03 5.81

（批号 203198）

标样 2
2.20 2.36 2.32 2.28 2.28 2.24 2.28 0.057 2.48 -0.44

（批 2031101）

标样 3
6.14 5.98 5.82 6.06 5.90 6.06 5.99 0.12 1.96 0.56

（批号 203194）

（2）4种水样利用氧化还原自动滴定法测定结果

本验证用到的样品来源

1、饮用水：某公司办公室直饮水；

2、水源水：福建南平崇阳溪河道水源地取水口；

3、地表水：1#浙江省台州市横石河、浙江省宁波市慈溪观海卫镇老

塘横河、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区中大河、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方桥

街道铜山河、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桥头胡街道汶溪；

4、污水：宁波市象山县鹤浦镇五利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终端。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饮用水 0.60 0.60 0.68 0.68 0.56 0.72 0.64 0.062 9.68

水源水 1.83 1.87 1.91 1.99 1.87 1.83 1.88 0.060 3.20

地表水

1# 3.58 3.66 3.70 3.58 3.66 3.70 3.65 0.055 1.50

2# 5.61 5.77 5.61 5.85 5.69 5.77 5.72 0.10 1.69

3# 4.02 4.06 3.90 4.02 3.90 4.02 3.99 0.069 1.73

4# 12.4 12.2 12.2 12.6 12.4 12.0 12.3 0.21 1.70

5# 7.12 7.20 7.04 7.20 7.12 6.97 7.11 0.090 1.27

稀释污水 24.6 24.6 25.4 23.8 24.6 24.2 24.5 0.53 2.16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3）国标方法GB 11892-1989《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水样
测定结果（mg/L）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1x 1S 1RSD

1 2 3 4 5 6 （mg/L） （mg/L） （%）

饮用水 0.59 0.59 0.61 0.62 0.59 0.63 0.61 0.018 2.91

水源水 1.85 1.87 1.79 1.87 1.81 1.84 1.84 0.033 1.77

地表水

1# 3.60 3.59 3.63 3.61 3.60 3.68 3.62 0.033 0.92

2# 5.87 5.68 5.75 5.99 5.84 5.94 5.85 0.12 1.98

3# 4.04 4.01 4.03 4.07 4.01 4.00 4.03 0.026 0.64

4# 12.5 12.6 12.7 12.7 12.4 12.7 12.6 0.12 0.94

5# 7.18 7.22 7.12 7.22 7.12 7.10 7.16 0.054 0.75

稀释污水 24.8 24.2 24.3 24.6 24.3 24.9 24.5 0.30 1.21

备注 1#、2#、3#、4#、5#、为不同区域的水样。

（4）试验结论与评价

1、本验证采用 3种标准物质样品，浓度值分别为：1.72±0.20mg/L、

2.29±0.31mg/L、5.96±0.44mg/L，经验证精密度（RSD）分别为 3.03%、

2.48%、1.96%，相对误差为 5.81%、-0.44%、0.56%。

2、本验证饮用水平均浓度 0.64mg/L，精密度（RSD）为 9.68%，

水源水平均浓度为 1.88mg/L，精密度（RSD)3.20%，5种地表水平均

浓度分别为：3.65mg/L、5.72 mg/L、3.99mg/L、12.3 mg/L、7.11mg/L。

精密度分别为： 1.50%、1.69%、1.73%、1.70%、1.27%。

3、经与 GB 11892-1989《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比对，检

测浓度相近。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未发现有标准中的参数、条款涉及专利的情况。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系列标准中无机物检测方法类。

本标准符合国家《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

GB/T1.1-2009规定进行编写，与其它相关标准没有矛盾和抵触。

与本标准相关的标准包括（1）《GB 11892-1989 水质 高锰酸盐

指数的测定》，（2）《GB/T 5750.7-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3）《T/CHES 26-2019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

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其中第 1，2项标准应用的方法是经典

高锰酸钾滴定法，第 3项团体标准应用的方法是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本标准遵循 GB 11892-1989和 GB/T 5750.7-2006标准，工作原理与经

典高锰酸钾滴定法完全一致，但将原来国标方法的手动滴定步骤，修

改为自动滴定步骤，并规定相应的仪器试剂，并对精密度和准确性进

行了规定，标准的方法原理，适用范围均遵循国标。因此，本标准不

违背上述相关标准，并且是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团体标准，使

上述标准具有更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同时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带来相应产品

技术指标的提高，鼓励各企业通过不断完善产品，不断提高产品性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建议在本标准发布后两年内进行宣贯，宣贯对象是全自动高锰酸

盐指数分析仪生产企业、各级环境监测站、水利水文机构、石油化工

等行业大型企业、海洋监测部门、疾控部门、第三方检测机构、农林

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第一次制订，未发现有需要废止的相关标准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