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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执行建设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同时也为卫生部实施涉及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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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8-1998

Hygienic safety evaluation for chemicals

    used in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1 范困

    本标准规定了饮用水化学处理剂的卫生安全性要求和监测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混凝、絮凝、消毒、氧化、pH调节、软化、灭藻、除氟、氟化等用途的饮用水化学处理

剂。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5749-19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1985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GB 7919-1987 化妆品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法

    GB/T 9857-1988化学试剂 氧化镁

3 卫生要求

3.1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在规定的投加量使用时，处理后水的一般感官指标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3.2 有毒物质指标的要求
3.2.1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带入饮用水中的有毒物质是GB 5749中规定的物质时，该物质的容许限值

不得大于相应规定限值的10%。本标准规定的有毒物质分为四类。
3.2.1.1 金属:砷、硒、汞、福、铬、铅、银。

3.2.1.2 无机物:取决于产品的原料、配方和生产工艺。

3.2.1.3 有机物:取决于产品的原料、配方和生产工艺。

3.2.1.4 放射性物质:直接采用矿物为原料的产品应测定总a放射性和总R放射性。

3.2.2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带入饮用水中的有毒物质在GB 5749中未做规定时，可参考国内外相关标

准判定，其容许限值不得大于相应限值的10写。
3.2. 3 如果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带入饮用水中的有毒物质无依据可确定容许限值时，必须按附录B确

定该物质在饮用水中最高容许浓度，其容许限值不得大于该容许浓度的10%.

4 监测检验方法

4.，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的样品采集和配制:见附录A.

4.2 本标准规定的监测检验方法:见GB/T 5750,

国家技术监借局1998一01一21批准 1998一10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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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饮用水化学处理荆的样品采集和配制

A1样品的采集和保存

    正确的采集方法、合理的保存和及时送检是保证饮用水化学处理剂的分析质量的必要前提。根据饮

用水化学处理剂的物理形态不同，特制定本方法。

Al. 1 样品采集
    根据下述要求，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或使用单位采得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样品。样品不得从破损或

泄漏的包装中采集。

Al. 1.1 液体样品的采集
A1. 1. 1. 1 批量样品的采集:在批量产品的储存容器中，于不同深度、不同部分，分别采集每份约

100 ml,的五份独立样品，将五份样品充分混合成约500 ml.的混合样品。

Al. 1.1.2 包装样品的采集:在没有批量贮存的情况下，可从一批包装中采集一个混合样品，采集数量

约为该包装的500，最少为5个，最多为15个。如果包装少于5个，则采样方法与批量产品的储存器中

的采集方法相同(见Al. 1. 1. 1),
Al. 1.1.3 分析和保存用样品的储存:将Al. 1. 1. 1和Al. 1. 1. 2所述方法采集的混合样品，分别分装

在3个约160 ml,隔绝空气、防潮的玻璃容器或适宜的容器中。每个样品的容器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

产厂家、产地、批号、样品包装类型、采集日期以及采集负责人.

    其中一份样品用于分析，另二份样品以备重新评价(如果需要)。保存期为一年。

Al. 1.2 固体样品的采集
Al. 1.2.1 批量样品的采集:在批量产品的储存器中，于不同深度、不同部分，分别采取每份约100 g的

五份样品，将这五份样品充分混合成约500 g的混合样品。

Al. 1.2.2 包装样品的采集:可从一批包装中采得一个混合样品，采集的数量为该包装中的5%，最少

为5个，最多为15个。如果包装少于5个，则采集方法与批量储存器中的采集方法相同(见Al. 1.2.ll0

Al. 1.2.3 分析和保存用样品的储存:将Al. 1.2.1和Al. 1.2.2所述方法采集的混合样品，分别分装

在3个隔绝空气、防潮的玻璃容器或适宜的容器中，每份约160 g左右。每个样品的容器上应标明产品

名称、生产厂家、产地、批号、样品包装类型、采集日期以及采集负责人。

    其中一份样品用于分析，另二份样品以备重新评价(如果需要)，保存期为一年。

Al. 1. 3 气体样品的采集和储存
    用适当的气体采样管采得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品。样品的采集应遵照生产厂家的详细说明和安全措

施。

    每个样品容器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产地、批号、采集日期以及采集负责人。

A2 供有毒物质指标测定样品的配制

    样品的配制根据其理化性质和测定项目而异，但必须采取相应的质量保证程序和安全防护措施。

A2.1 试剂空白和实验用水

    按照测定样品同样方法测得试剂空白。所有实验用水均为纯水。

A2.2 样品的配制方法

A2.2.甲 本法适用于以下产品:硫酸铜、次氯酸钙等。
      按10倍于评价剂量称取祥品(参照表All于250 mL烧杯中，以100 ml,纯水溶解，在通风橱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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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pzo=1. 42 g/mL〕酸化至pH<2，将溶液移至1 000 mL的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按式(Al)计算

称样量。按GB/T 5750取样和保存。

                                      m=10XpX1.000 ·························⋯⋯(A1)

式中:，— 称样量,mg;

      p— 产品建议的评价剂量，mg/L;

      10— 倍数因子;

  1.000— 样品定容的体积，L,
A2.2. 2 本法适用于以下产品:氟化钠、高锰酸钾、次氯酸钠、碳酸钠、氟硅酸钠、氢氧化钠等。

    参考A 2. 2. 1，用盐酸〔p,a=1. 18 g/mL」代替硝酸酸化至pH<2。加盐酸经胺至溶液清澈。配制次氯

酸钠溶液时，不加盐酸经胺，但加碘化钾作稳定剂，加到显深稻草色为止。

A2. 2. 3本法适用于以下产品:氧化钙、氢氧化钙、氧化镁等。
    首先将样品粉碎并通过100目筛，然后按2倍于评价剂量称取样品(参照表Al)于250 mL烧杯

中，用少量纯水润湿，在搅拌下，缓慢滴加硝酸溶液((1十4)，至样品完全溶解，再加硝酸溶液((1+4)

5 mL。将溶液全部转移至1 000 mL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按式(A2)计算称样量。按GB/T 5750取样

和保存。

                                          m=2XpX1.000 ·”·”····················⋯⋯(A2)

式中:，— 称样量,mg;

      p— 产品建议的评价剂量，mg/L;

      2— 倍数因子;

  1.000— 样品定容的体积，L,

A2.2.4 本法适用于以下产品:硫酸、盐酸等。

    于1 000 mL容量瓶中加入400 mL纯水，缓慢加人10 mL样品，并不断振荡，用纯水定容。

    按GB/T 5750取样和保存。
A2. 2.5本法适用于碳酸钙。

    称取碳酸钙(CaC03)624 g于2 000 mL锥形瓶中，加入1 000 mL纯水，用塑料膜捆严瓶口。充分摇

动后，置于23℃士5℃恒温箱中24 h,然后，倒掉水液。另加1 000 mL纯水，摇动，再放入恒温箱24 h,

重复以上步骤。直到第三次24 h放置时间后，用定量快速滤纸过滤，收集滤液。按GB/T 5750取样和保

存。

A2.2.6 本法适用于以下产品:硫酸铁、聚合氯化铝等。

    称取1. 5 g固体样品(或3. 0 g液体样品)于250 mL烧杯中，加纯水至100 mL。小心加人2 mL过

氧化氢[w(H,O,)=3000]和2 mL硝酸助:。二1. 42 g/mL]，放在95℃水浴上加热1h，使体积降到50 mL

以下。冷至室温，移人1 000 mL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按GB/T 575。取样和保存。

A2. 2. 7本法适用于氛气等。

    于1 000 mL容量瓶中加人960 mL纯水后，将容量瓶、塞子和所装的水一起称量。在通风良好的通

风橱中，向容量瓶水中通入气体后，称量到所需量。其所需重量按(A3)计算。

    然后用纯水定容，盖好瓶塞，并缓慢地倒置容量瓶三次，立即进行测定。

                                    m=100 X p X 1.000 “···················“·”⋯ (A3)

式中:。— 通入气体重量,mg;

        p— 产品建议的评价剂量，mg/L;

      100— 倍数因子;

    1.000— 样品定容的体积，L,

A2.2. 8本法适用于聚丙烯酞胺类。

    称取5. 0 g样品于125 mL棕色玻璃瓶中，加50 mL甲醇水溶液〔杯CH,OH)=800oI稀释，于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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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振动3 h,静置，吸取上清液，用气相色谱法测定丙烯酞胺。

A2.3 计算

A2. 3.1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中有毒物质的含量:按式(A4)计算样品中有毒物质的含量。

矶
一叭

P,一m, _Xm X ⋯“二”·’············。····。⋯(A4)

式中:P,— 样品中有毒物质的含量，fig/g ;

    ?n,—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样品溶液中的含量,119;

      V,- 测定用样品溶液的体积，mL;

      Vz— 样品配制溶液的体积，mL;

      阴— 称取样品量，9。

A2.3.2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中有毒物质被带入饮用水中的含量:按式(A5)将样品有毒物质含量换算为

饮用水中的浓度。

P= P, X 11 000X Pz .............·.....·..·..··⋯⋯(A5)

式中:P— 有毒物质被带人饮用水中的浓度，fig/L ;

    A— 样品中有毒物质的含量,I,g/g;

1          1g

‘。:一
1 000 mg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建议的评价剂量,mg/L,

              表A1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建议的评价剂量

      化学名称

聚合抓化铝

[AI, (OH ).CI,·

硫酸铁

氟化钠

氟硅酸钠

硫酸铜

别名 用途 }近似分子量}评价剂量，mg/L 可能含有的杂质

  _}碱式氮化铝、轻
nH,01 I基氮化铝

混凝 1240.2(- 0) 125. 0(以Al表示) I标准中规定的金属‘，

五水硫酸铜、胆

矶、蓝矾

混凝

氟化

氟化

灭藻

399.88 (n= 0128. 0(以Fe

42. 0132.0
249.68(- 5)

1.0(以 F

1.0(以 F-

1.0(以 Cu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

74.5

143.1

30(以CI,表示)

30(以CI，表示)

l5

3C

次氛酸钠

次抓酸钙

高锰酸钾

抓

阳离子资丙烯酞胺

灰锰养

抓气

消毒、氧化

消毒、氧化

消毒、氧化

消毒、氧化

(聚电解质)

158.071.0
1.0(以活性聚合物

      表示)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1〕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1)

标准中规定的金属，，

汞、可吹除的卤化碳

丙烯酞胺

汞

铬、铅

标准中规定的金

属’)、氟化物、放射性

核素韵

n

C

八
U

n

o

︵11

1

1
1

5

1

0

0

40

105
56

::
氢氧化钠

碳酸钠

氧化钙

苛性钠

碱面

石灰、生石灰

pH调节

pH调节

PH调节

684



GB/T 17218-1998

表 Al(完)

网 化学名称 别名 用途 近似分子量 评价剂量,mg/L 可能含有的杂质

14

15

16

17

18

19

氢氧化钙

碳酸钙

氧化镁

硫酸

盐酸

水解聚丙烯酸胺

熟石灰、消石灰

石灰石

浓硫酸

氢抓酸

  pH调节

  pH调节

  pH调节

  pH调节

  pH调节

(聚电解质)

  馄凝

  74. 10

  100. 09

  40. 32

  98.0

  36.5

4百万~

2千万

          650

          500

          50

          40

1.0(以活性聚合物

      表示)

标准中规定的金

属”、氟化物、放射性

核素别

标准中规定的金

属”、放射性核素幻

砷、铅、放射性核素11

砷、铅、硒

砷(其他杂质随来源

变化)

丙烯酞胺

1)本标准中规定的金属:砷、福、铭、铅、汞、银和硒。

2)直接使用矿物原料的产品应考虑可能的放射性核素污染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饮用水化学处理荆奋理学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法

Bl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饮用水化学处理剂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带入饮用水中的有毒物

质凡在GB 5749和有关卫生标准中未作规定，需通过本程序和方法确定该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最高容许

浓度。

B2 总要求

B2.1 申请者应提供有关产品的下述资料:

82.1.1 产品的用途、应用条件、实际使用的剂量范围;

B2.1.2 产品的原料配方、生产工艺;

82.1.3 产品及其组分的化学结构式和理化特性;

B2.1. 4 产品可能带入饮水中的物质及估计浓度。
B2.2 用于毒理学评价的物质可包括最终产品、产品成分、杂质或其他的衍生物。

B3毒理学评价程序

    根据附录A中计算出的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浓度确定毒理学评价的水平。毒理学评价共分四级水

平，各级程序如下:

B3.1 水平 1

    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浓度小于10 Fig/L.
.3.1.7 毒理学试验:包括以下遗传毒性试验各一项:基因突变试验(Ames试验)和哺乳动物细胞染色

体畸变试验(体外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和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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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B3.1. 2 结果评定

83.1.2.1 如果上述两项试验均为阴性，则该产品可投入使用。

83.1.2.2 如果上述两项试验均为阳性，则该产品不能投入使用，或者进行慢性(致癌)试验，以便进一

步评价。

83.1.2.3 如果上述两项试验中有一项为阳性，则需选用另外两项遗传毒理学试验作为补充研究。如

果两项均为阴性，则该产品可投入使用，如有一项为阳性，则不能投入使用，或者进行致癌试验，以便进

一步评价。

B3. 2 水平I

    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浓度等于或大于10 pg/L-50 pg/L之间。
B3. 2.1 毒理学试验包括水平I全部试验和大鼠90天经口毒性试验。

B3.2-2 结果评定

B3. 2. 2.1 对水平I中遗传毒理学试验的评价同水平I。

B3.2-2.2 通过大鼠90天经口毒性试验，确定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最高容许浓度(根据阑下剂量，

安全系数可选用1000),

B3.3 水平.

    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浓度等于或大于50 pg/L-1 000 pg/L,
B3. 3.1 毒理学试验:包括水平1全部试验和大鼠致畸试验。

B3.3.2 结果评定

B3. 3.2.1 对水平.中遗传毒理学试验的评价同水平I。

B3. 12. 2通过大鼠90天经口毒性试验和大鼠致畸试验，确定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最高容许浓度

(大鼠90天经口毒性试验:根据阐下剂量，安全系数可选用1 000;致畸试验:根据阐下剂量，安全系数可

选用范围100-1 000),

B3.4 水平“

    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浓度等于或大于1 000 pg/L,
B3. 4.1 毒理学试验:包括水平.全部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

B3.4-2 结果评定

B3. 4. 2.1 对水平N中遗传毒理学试验的评价同水平I。

83.4.2.2 通过大鼠90夭经口毒性试验、大鼠致畸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确定有毒物质在饮用水中的

最高容许浓度(慢性毒性试验:根据闲下剂量，安全系数可选用100)0

B4 毒理学试验方法:按照GB 7919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