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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手工监测的监测方案，采样位置，监测项目及分

析方法，监测要求，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手工方法对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进行监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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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5134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T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347.2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755 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1001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法

HJ 1147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DB33/973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T 1196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排入标准

DB33/T 1199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HJ91.1、DB33/ 97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监测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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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目的、监测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方法、采样频次、采样

器材、现场测试仪器、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采样安全以及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等。

5 采样位置

5.1 采样点位应设置在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井，出水井按照 DB33/T 1199要求，并预留不

小于 1m2现场采样操作空间。

5.2 采样点位应设置明显标识，同时满足排水通畅、采样方便的要求，能够保证监测水样具有代表性，

确保满足手工监测要求。

6 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

6.1 监测项目

必测项目5项：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选测项目：总氮、粪大肠菌群、动植物油，以及根据监测目的选取的其他指标。

6.2 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规定的标准方法，详见附录A。

7 监测要求

7.1 采样器材准备

应按照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的要求，准备合适的采样器、采样瓶、水样保存剂和其他所需辅

助设备。采样器材的材质和结构、水样保存、容器洗涤方式应符合标准分析方法要求。

7.2 采样频次

7.2.1 采样应在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出水稳定后进行，其中 pH 值和粪大肠菌群取瞬

时水样。

7.2.2 连续排水的集中处理设施：监测取样频率 1天 3~4次，采样间隔不低于 2h，取混合样（动植物

油除外）。

7.2.3 间歇性排水的集中处理设施：应在排水周期内等时间间隔监测取样，取样频率 3~4次，取混合

样（动植物油除外）。

7.3 自行监测频次

7.3.1 设计规模小于 30m3/d（含）的集中处理设施，自行监测频次 1次/季度。

7.3.2 设计规模大于 30m3/d的集中处理设施，自行监测频次 1次/月。

8 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

8.1 样品保存

样品采集后，应根据各项目标准分析方法的要求，在现场添加适量保存剂固定。保存剂使用分析纯

及以上试剂。各项目的保存剂及其用量详见附录 A。

8.2 样品运输

8.2.1 样品运输前，应将样品瓶的瓶盖盖紧，需要冷藏保存的样品应按照标准分析方法要求保存，并

在运输途中确保冷藏效果。

8.2.2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送回实验室。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每个项目分析前最长可保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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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以防延误。

8.2.3 每个样品瓶必须加以妥善的保存和密封，并装在包装箱内固定，以防破损。

8.2.4 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沾污、损失和丢失。

8.3 样品交接

8.3.1 样品交付实验室时，须清点和检查样品有效性，并填写交接记录。样品交接记录内容需包括交

接样品的日期和时间、样品数量和性状、测定项目、保存方式、交样人、接样人。

8.3.2 采样记录、样品标签应完整。若发现样品异常或破损，应如实记录，并尽快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必要时重新采样。

9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9.1 原始记录

9.1.1 现场记录应包含以下内容：监测目的、污水处理设施所在地、气象条件、采样日期、采样时间、

现场测试仪器型号与编号、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现场测试项目和监测方法、水样感官指标的描述、采样项目、采样方式、样品编号、保存方法、采样人、

复核人、其他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

9.1.2 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包括标准溶液配制及标定记录、仪器工作参数、校准曲线记录、各监测项

目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内部质量控制记录，具体格式可自行制订。

9.2 数值修约规则及结果有效位数

分析结果的有效位数不超过三位，小数点后最多位数不得超过采用的标准方法的检出限位数，不得

任意增删。数值修约规则执行GB/T 8170，详见附录B。

9.3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一组监测数据中，个别数值经检测明显偏离其所属样本的其余测定值，即为异常值。当出现异常值

时，应查找原因，原因不明的异常高值不应随意剔除。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规则执行GB/T 4883。

9.4 监测结果的表示方法

监测结果的表示应根据相关分析方法要求来确定，具体规则执行HJ 91.1。当测定结果高于分析方

法检出限时，报实际测定结果值；当测定结果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按照附录B的方法检出限报出，

并在检出限后加“L”。

10 质量控制

10.1 质量保证

从事监测的组织机构、监测人员、监测仪器与设备设施按HJ 630、HJ/T 373等相关内容执行。

10.2 采样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过程中，按分析方法中的要求采集全程序空白和现场平行样品。如分析方法中未明确，对

均匀样品，凡能做平行双样（除现场监测项目、悬浮物、动植物油）的监测项目也应采集现场平行样品，

每批次水样应采集不少于10%的现场平行样品（自动采样除外），样品数量较少时，每批次水样至少做

1份样品的现场平行样品。当现场平行样品测定结果差异较大时，应对水样进行复核，检查采样和分析

过程对结果的影响。

10.3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监测人员应执行相应标准分析方法和HJ630中有关质量控制的规定，做好质量控制。主要监测项目

的质量控制指标要保证精密度和准确度的要求，详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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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主要监测项目的采样和水样保存要求

序号 项目 采样容器 采集或保存方法 保存期限
最少采样量

（ml）
采样注意事项 分析方法

1 pH值 P 2h 250 样品充满容器立即密封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

2
化学需氧量

（CODCr）

G
H2SO4，使样品 pH≤2，0~4℃保存

5d 100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

G 7d 100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

光度法（HJ/T 399）

3 悬浮物（SS） P 或 G 0~4℃避光保存 7d 500

采样瓶用洗涤剂洗净，再依次用

自来水和蒸馏水冲洗干净，在采

样前，再用即将采集的水样清洗

三次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

4 氨氮

P 或 G

H2SO4，使样品 pH≤2，2~5℃保存

7d 250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P 或 G 7d 500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

P 或 G 7d 500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537）

P 或 G
H2SO4，使样品 pH≤2，4℃以下保

存
7d 250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5）

5 总磷 P 或 G H2SO4，使样品 pH≤1，0~5℃保存 24h 500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

6 总氮

P 或 G
H2SO4，使样品 pH≤2

7d 250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HJ 636）

P 7d 250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9）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203/W020120410336075623072.pdf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203/W0201204103360756230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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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采样容器 采集或保存方法 保存期限
最少采样量

（ml）
采样注意事项 分析方法

7 粪大肠菌群
G（灭菌）

或无菌袋
0~4℃保存 6h

100
与其他项目一同采样时，先单独采

集微生物样品，不预洗采样瓶，样

品采集至采样瓶体积的 80%左右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 347.2）

200
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法（HJ 755）

/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

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法（HJ 1001）

8 动植物油 G HCl，使样品 pH≤2，0~4℃保存 3d 500
采集水样前，不能荡洗采样器具

和样品容器。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

分光光度法（HJ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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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主要监测项目的监测结果有效位数要求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检出限 样品含量 数据结果报出要求

pH值 电极法 / / 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化学需氧量

（CODCr）

重铬酸盐法 4mg/L
＜100mg/L 保留至整数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 /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悬浮物（SS） 重量法 / / 保留至整数位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0.01/0.004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蒸馏-中和滴定法 0.05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0.020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
0.05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0.05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0.01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0.06mg/L
＜10.0mg/L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10.0mg/L 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粪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3/20MPN/L
＜100 MPN/L 按实际有效位数保留

≥100 MPN/L 科学计数法

纸片快速法 20MPN/L
＜100 MPN/L 按实际有效位数保留

≥100 MPN/L 科学计数法

酶底物法 10MPN/L
＜100 MPN/L 按实际有效位数保留

≥100 MPN/L 科学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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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主要监测项目的质量控制指标要求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样品含量（mg/L）
精密度 准确度%

相对偏差% 基体加标回收率

pH值 电极法

6~9 ±0.1pH单位

/pH值≤6，
pH值≥9

±0.2pH单位

化学需氧量

（CODCr）

重铬酸盐法 / ≤10 /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 ≤10 /

悬浮物（SS） 重量法 / / /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1.0mg/L ≤20 70～130
＞1.0mg/L ≤15 80～120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1.0mg/L ≤20 70～130
＞1.0mg/L ≤15 80～120

蒸馏-中和滴定法
≤1.0mg/L ≤20 70～130
＞1.0mg/L ≤15 80～120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1.0mg/L ≤20 75～130
＞1.0mg/L ≤15 75～130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

≤1.0mg/L ≤10 90～110
＞1.0mg/L ≤5 90～110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1.0mg/L ≤20 70～130
＞1.0mg/L ≤10 70～130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0.03mg/L ≤25 70～130
＞0.03mg/L ≤10 80～120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 / /

粪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 / /
纸片快速法 / / /
酶底物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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