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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多 泥 沙 河 流 水 环 境 样 品 采 集 及 预 处 理 技 术 规 程"#$%&’(
%’’)制定的主要依据为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0
!标准化工作导则"1水利部发布的 #$’)(/&!水利水电技术标准

编 写规定"1国际标准化组织 2#3和国家有关水环境监测的技术

标准4以及国内外关于多泥沙河流水环境监测研究方面的最新成

果5
!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理技术规程"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6
((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种类的确定7
((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时间和频率的规定7
((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样设备1方式与技术的规定7
((多泥沙河流水环 境 样 品 不 同 监 测 项 目 预 处 理 方 法 的 规

定5

本规程解释单位6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本规程主编单位6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6暴维英 万蔚华 高 宏 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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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统一多泥沙河流水

环境样品采集和预处理技术与方法’保证多泥沙河流水环境监测

成果的代表性&可比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特制订本规程(
!"#") 本规程的主题内容是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

理技术和方法(
!"#"* 本规程适用于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的采集及预处理’不
适用于生活污水&工矿废水等含悬浮物的水环境样品的采集及预

处理(
!"#"+ 本规程的使用必须与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及评价方法相

匹配(
!"#", 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理技术除应符合本规

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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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语 及 其 定 义

!"#"$ 水环境 %&’()(*+,)-*.(*’
包括水/悬浮物/沉积物和水生生物在内的整个水体0

!"#"! 预处理 1)(1&)(
样品进行分析测定之前的处理过程2包括水沙分离2悬浮物/

沉积物的脱水/筛分与制备2生物样品取样种类与年龄的鉴定和制

备等0
!"#"3 悬浮物 4541(*(64(6,.(*’

河流中通过水的紊动作用而保持悬浮状态2且不与河流底部

接触的粒径在 7"89:;<=.范围内的颗粒状物质0
!"#"> 沉积物 ?-’’-.@4(6,.(*’

沉积在河流底部的松散矿物质颗粒或有机物质0
!"#"A 保存剂 1)(4()+&’,-*&B(*’

可固定水样中的待测组分或者抑制水样中待测组分的变化2
且不干扰待测组分测定的各种化学试剂0
!"#"C 水样 %&’()4&.1D(

为了解天然水体的物质成分及物理化学性质2从指定的水域

中间断或连续地采集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能提供分析/鉴定/试验

的水体实物0
!"#"E 生物样品 ?,-D-B,F&D4&.1D(

为了某种评价或研究目的2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采集到的具有

代表性的能提供鉴定/试验/分析用的生物实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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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采集种类的确定

!"#"$ 评估同一流域的水体环境质量%应采集水&悬浮物&沉积物

样和营定居性生活或活动范围小的生物样品’
!"#"( 确定一个河流作为人畜饮用水源的适用性%可只采水样’
!"#"! 确定一个河流作为农业用)如喷灌&家畜用水*的适用性%
应采水和悬浮物样’
!"#"+ 确定一个河流作为维持和)或*发展 渔 业 的 适 用 性%应 采

水&悬浮物&沉积物样和生物样品’
!"#", 确定一个河流作为娱乐用)如水上运动和游泳*的适用性%
可采水与悬浮物样’
!"#"- 确定一个河流作为工业和科学试验用水的适用性%可只采

水样’
!"#". 评估土地利用与经济开发对河流水质影响%应采集水&悬

浮物样和生物样品’
!"#"/ 评估矿产开采和能源开发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应采集水&
悬浮物样和生物样品’
!"#"0 评估水土保持和支流综合治理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应采水

和悬浮物样’
!"#"$# 确定废物泄漏对受纳水体水质的影响%应采水&悬浮物&
沉积物样和生物样品’
!"#"$$ 研究水体中悬浮物1沉积物富集和释放的污染物对水体

内水生生物群的影响%应采水&悬浮物&沉积物样和生物样品’
!"#"$( 研究河道治理对河流水质的化学性能和其他水生生物的

影响%应采水&悬浮物&沉积物样和生物样品’
!"#"$! 研究河流工程)如2拦河堰的扩建1迁移&河道1河床结构

的变化*对水质的影响%可采水和悬浮物样’
!"#"$+ 研究污水排放对受纳河流水质的影响%应采水&悬浮物样

和生物样品’
3



! 采样时间和频率

!"#"$ 采样时间和频率应视采样目标而定%
!"#"& 以评估水体环境质量为目标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水样按 )*+,-./01水质采样技术规程2规定执行3
& 悬浮物采样应每季度 +次’各年时间宜一致3
4 沉积物每年丰5枯水期应各采样 +次’各年时间宜一致3
! 生物样品的采集宜于春季和冬季进行’以每年 6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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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采集的数量

!"#"$ 水样采集量应根据测试项目%目的而定&常规监测项目的

常用水样总量应不少于 ’"()*测试项目较多时*可酌情增加&
!"#"+ 悬浮物样品采集量应视测试项目%目的和含沙量而定*但

不宜少于 ,-.湿重/*如样品不易采集或测定项目较少时*可予酌

减&
!"#"0 沉积物样品采集量应视测试项目%目的而定*宜采 ("12
)3-.湿重/*如样品不易采集或测定项目较少时*可予酌减&
!"#"4 以鱼类为代表的生物样品*应按监测目的*选择同种或不

同种鱼类*其采样量应依据测试项目要求的用量而定5以高等水生

维管束植物为代表的生物样品*应视测试项 目 要 求*确 定 其 采 样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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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样 设 备

!"# 采样器的选择

!"#"# 采集油类和细菌学等监测 项 目 的 水 样$可 使 用 单 层 采 样

器%采集溶解氧&或其他溶解性气体’和生化需氧量测定项目的水

样$应选用溶解氧采样器%其他监测项目水样与悬浮物样的采集应

选用横式采样器$或带有可将水样上下搅拌均匀装置的(出水口内

径不小于 )"*+,的竖式采样器-
!"#". 沉积物样品的采集$可用挖式&抓式’采样器&适用于采集

量 较大的表层沉积物样品’(锥式采样器&适用于采集量较小的表

层 沉积物样品’(管式泥芯采样器&适用于采集柱状样品’$如水深

小于 /,$可将竹竿粗的一端削成尖头斜面$插入床底取样-
!"#"0 鱼类样品的采集$可使用渔船捕涝$鱼网以撒网和张网为

宜$网目不小于 )"*+,-
!"#"1 采集用于残留分析的水生维管束植物$用水草采集夹(采

样网和采样耙采集-

!". 水沙分离方法及设备选择

!"."# 水沙分离方法可根据采样条件和分析方法要求选择离心(
过滤或沉淀澄清法-
!".". 选用的离心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2

# 离心机

额 定 转 速 必 须 大 于 344456,78$一 次 离 心 的 水 量 不 能 小 于

944,:-
. 离心管

应根据不同测试项目$选用玻璃(塑料(不锈钢等材质所制专

用离心管$并按 ;:)<=>?@规定执行-
!"."0 选用的过滤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2
@



! 孔径 "#$%的过滤筛

测金属项目的样品&应使用塑框尼龙网过滤筛’测有机物项目

的样品应使用不锈钢框金属网筛(
) 孔径 *+,-$%的滤膜

测金属项目的样品&应使用有机滤膜.聚碳酸酯/纤维素/醋酸

纤维素等0&通常先用稀酸清洗&再用蒸馏水清洗&然后保存在培养

皿内待用’测有机物项目的样品&应使用玻璃纤维滤膜或银滤膜&
通常先用溶剂浸泡清洗&再于 #**1温度下烘干&保存在铝箔或螺

帽密封的干净金属或玻璃容器中待用(
2+)+3 选用的沉淀澄清水沙分离设备应满足下述要求4

! 贮样容器材质必须符合 56789:;"的要求&容器上口直

径不应小于 -<%&高度不应小于 -*<%&容积不应少于待测水样需

用量的 -倍(
) 采集清水的虹吸管材质也应符合 56789:;"的要求&插

入贮样容器的一端应带有长度约 =<%的向上弯头(

9



! 采样方式与技术

!"# 采 样 方 式

!"#"# 无论河水深浅$均不可涉水采样%
!"#"& 在有缆道的河流采样时$如用船只$必须抛锚或用马达使

船平衡在水面’如用吊箱$必须将吊箱固定在缆道上$悬吊采样器

的绳子应能到达采样点位置%

!"& 采 样 技 术

!"&"# 一般分析项目水样的采集$必须将采样器中每次所采集的

水样$全部通过 ()*+的过滤筛倒入一个较大的贮样器中%储够

需用量后$应先将贮样器中的水样搅拌均匀$然后边搅拌边灌装贮

样瓶%
!"&"& 测定特殊项目的水样$应分别选用以下采样技术,

# 用碘量法测定水中溶解氧时$应将采样器采得的水样用虹

吸法注满 -...+/具塞细口瓶中$并溢出 -0)左右$于液面下加

入 -.12+034的硫酸铝钾溶液 -.+/和浓氨水 -56+/$盖好瓶

盖$颠倒7混匀7放置$待悬浮物下沉后$将其上清液虹吸至溶解氧

瓶内%在采集水样时$应注意不使水样曝气或有气泡残存在采样瓶

中%如样品不是用溶解氧瓶直接采集$而需要 从 采 样 器2或 采 样

瓶4分装时$溶解氧样品必须最先采集$且应在采样器从水中提出

后$立即进行%即用乳胶管一端连接采样器的放水嘴或用虹吸法与

采样瓶连接$乳胶管的另一端插入溶解氧瓶底%注入水样时$先慢

速注至小半瓶$然后迅速充满$在保持溢流状态下$缓慢地撤出管

子%
& 测定生化需氧量的水样应按测定溶解氧样品要求采集%
8 测过滤态元素的水样$应将采集水样沉淀澄清后$倾出上

清液$过 ."9:*+滤膜$取一定量的滤液作为水样%
;



!"#"$ 悬浮物样品的采集可按如下技术要求进行%
& 采集的悬浮物样品’应为水体中粒径在 (")*+,-./范

围内的全部颗粒物0
# 在现场用 ,-./孔径的筛子’除去大于 ,-./的颗粒物’

然后用 (")*./滤膜过滤法或离心法取得悬浮物样品0
12用 (")*./滤膜过滤法取得悬浮物样品时’应将分好的一

个样品全部过滤’弃去滤液’滤膜截留的悬浮物与滤膜一起折好’
放入事先清洗干净的贮样容器内’冷藏保存0

32用离心法取得悬浮物样品时’离心转速4离心时间分别控制

在 )(((56/7841*/78为宜0离心机停转后’应小心取出离心管’
防止固体再悬浮’然后弃去上层清液’留下悬浮物’冷藏保存0样品

必须全部经离心分离’操作过程中应严格防止细粒径组分的丢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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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品 的 预 处 理

!"# 水 样

!"#"# 测定 $%&电导率&氟化物&悬浮物&色度&浊度等项目的样

品’采集后应低温()*+,-密闭保存和运输’回实验室取摇匀的浑

水作为待测样.
!"#"/ 测定硫化物&硒等项目时’需在现场对采集的浑水按测定

项目的要求加保存剂保存’保存剂应沿样品瓶壁缓慢加入’将水样

慢速摇匀后密闭保存和运输’回实验室取摇匀的浑水作为待测样.
!"#"0 测定有机氯农药&苯系物&硝基苯类&苯并(1-芘&有机磷农

药&石油类等有机污染物项目时’样品采集后’应在现场按测定项

目的要求用萃取剂直接萃取摇匀的浑水’将萃取液低温()*+,-
保存’运回实验室分析2或低温()*+,-密闭保存浑水样’运回实

验室取摇匀的浑水进行萃取分析.
!"#"3 测定铁&锰&总砷&汞&铜&铅&锌&镉等项目时’对含沙量不

大于 4")567的水样’只测定浑水’应在现场对采集的浑水按测定

项目的要求加保存剂’密闭保存和运输’回实验室取摇匀的浑水作

为待测样2在含沙量大于 4")567时’除测定浑水外’必须加测沉

淀澄清水’应同时采集两份浑水样’其中一份浑水样在现场沿样品

瓶壁缓慢加入测定项目要求的保存剂(详细记录加入保存剂的体

积-’将水样慢速摇匀后’密闭保存和运输’回实验室后取摇匀的浑

水 作为待测样(计算时应考虑保存剂的体积-’另一份浑水样置于

密闭容器内低温()*+,-保存和运输’到实验室重新摇匀’沉淀澄

清 8*9):后’用虹吸法于液面下 +;<处向上吸取澄清水作为待

测样.
!"#"= 测定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凯氏氮&总氮&总磷项目

时’对含沙量不大于 4")567的水样’只测定浑水’应在现场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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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浑水加浓硫酸调 !"值小于 #$低温%#&’()保存和运输$回

实验室后取摇匀的浑水作为待测样*在含沙量大于 +,#-./时$除
测定浑水外$必须加测沉淀澄清水$应同时采集两份浑水样$其中

一份浑水样在现场沿样品瓶壁缓慢加入浓硫酸调 !"值小于 #%详
细记录加入的浓硫酸的体积)$将水样慢速摇匀后低温%#&’()保
存和运输$回实验室取摇匀的浑水作为待测样$另一份浑水样置于

密封容器内低温%#&’()保存和运输$到实验室重新摇匀$沉淀澄

清 0&1#2后$用虹吸法于液面下 ’34处向上吸取澄清水作为待

测样5
6,7,8 测定挥发酚9氰化物9总氰化物等项目时$样品采集后$应

在现场对采集的浑水按测定项目要求加保存剂保存和运输$回实

验室取摇匀水样蒸馏$以蒸馏冷凝液作为待测样5
6,7,: 测定氯化物9硝酸盐9亚硝酸盐项目的水样$样品采集后$
应置于密封容器内9低温%#&’()保存和运输$运回实验室加氢氧

化铝絮凝沉淀$定量滤纸过滤$取滤液作待测样5
6,7,6 测定六价铬9氨氮项目的水样$样品采集后$应置于密封容

器 内9低温%#&’()保存和运输$运回实验室 加 氢 氧 化 锌 絮 凝 沉

淀$定量滤纸过滤$取滤液作待测样5
6,7,; 测定总硬度9可滤态硫酸盐项目的水样$样品采集后$应置

于密封容器内9低温%#&’()保存和运输$运回实验室用 +,<’=4
滤膜过滤$取滤液作待测样5
6,7,7> 溶解氧9’日生化需氧量应优先选择现场仪器测定法*如
用碘量法测定$样品 采 集 后$应 按 本 规 程 ?,#,#条 规 定 获 得 清 水

样$按 @/#1ABA0C水环境监测规范D规定加入保存剂9低温%#&
’()保存和运输$回实验室测定5
6,7,77 测定过滤态元素的样品采集后$应按本规程 ?,#,#条的

规定获得清水样$现场加入测定项目要求的保存剂保存$运回实验

室测定5

11



!"# 沉积物和悬浮物样品

!"#"$ 沉积物样品预处理应按下述步骤进行%
$ 根据待测样品组分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脱水&
’(各种类型的组分)均可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法)对热*空气不

稳定的组分)必须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法&
+(测汞用的样品必须采用自然风干法&
,(易挥发或易发生变化的组分)可采用离心分离法&
-(油类等有机污染物)可采用无水硫酸钠脱水法&
.(稳定组分可采 用 自 然 风 干 法)也 可 采 用 恒 温 干 燥/’0.1(

法&
# 脱水后的样品应剔除石块*贝壳*杂草等物)平摊在有机玻

璃板上)反复碾压)过 +0目筛)筛至筛上不含泥土为止&
2 筛下的样品用四分法缩分至所需量后)用玛瑙研钵研磨)

至全部通过 304+00目筛/视测定项目的要求()装入棕色广口瓶

中)贴上标签)冷冻保存&
!"#"# 悬浮物样品采集后应尽快用澄清*过滤*离心等方法去除

大量水分)其后的处理步骤按本规程 3"+"’条的规定执行&
!"#"2 需用湿样进行测定的)可不经本规程 3"+"’43"+"+条的

规定处理)直接取样测定&

!"2 生 物 样 品

!"2"$ 采集到的生物样品应及时进行种类*年龄/鱼类(的鉴定)
测量体长*体重)并予记录&
!"2"# 待测样品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要求%

$ 对体重在 ’56以下的较小鱼类)用竹制刀具剔除皮*骨)
取其全部背部肌肉7较大型鱼类)可从鱼鳃盖外缘起)去皮*骨)取

鱼体长十分之一背部肌肉7体重大小不等的混合鱼类)以其中最小

鱼的全部背部肌肉量为基准)其他鱼类均称取与之相等重量的背

部肌肉)混合均匀&
+’



! 水生维管束植物样品"取整体植物或根#茎#叶#花具有代

表性的部位$
%&’&’ 待测样品的保存应符合下列要求(

) 将选取的生物样品"用保鲜袋密封"保存于冷藏设备中备

用$
! 用于测定挥发酚类的样品"应在采样 *+内立即测定"否

则需用水盐混合剂保鲜"或经低温速冻后及时送样$
’ 测定其他项目的样品"送至实验室后"将选取的样品用高

速组织捣碎机捣碎"立即进行处理分析"否则应装于保鲜袋或玻璃

器皿中"冷藏保存$
%&’&, 待测样品的预处理可根据样品组织的性质或分析项目选

择以下方法(
) 测定生物体残留金属类项目"可采用湿式消解法$
! 测定生物体残留有机污染物项目"可采用无水硫酸钠脱水

萃取法$
’ 整体-含骨质.生物样品重金属项目的测定"可采用干式灰

化法$
, 测定挥发酚#氰化物等项目"可采用蒸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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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

及预处理技术规程

!"#$%&#%%’

条 文 说 明

()



! 总 则

!"#"!$!"#"% 这两条是关于&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

处理技术规程’的编制依据(宗旨与主题内容的规定)
制定的&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理技术规程’*是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配套技术法规之一)
!"#"+ 本条是关于&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理技术规

程’适用范围的规定)
!"#", 本条规定了&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理技术规

程’的使用原则与限制)
现 行 的 国 家 -./0/0100&地 面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和 水 利 部

234/156&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中关于水环境监测参数标准值

的规定*是包含悬浮物在内的原状水的指标*本规程规定对含沙量

较大的水样*测定浑水时增加清水的测定*所得监测结果*应使用

与之相匹配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悬浮物和沉积物的监测结果*也
应参考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才能正确评价多泥沙河流水环境质

量*并据此采用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
!"#"7 本条是关于&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及预处理技术规

程’与相关标准关系的规定)相关标准有 -.88005188589105
&水质 词汇:第 /$;部分<与分析方法’(-.8=55;158&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8=550158&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8=555158&水 质 采 样 样 品 的 保 存 和 管 理 技 术 规 定’(23
80;154&水质采样技术规程’(234/156&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
和 23=85150&水环境监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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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语 及 其 定 义

!"#"$%!"#"& 这 ’条给出了本规程使用较多的特殊术语及其定

义(对于其他相关标准中已有定义的术语(应参照使用)

*+



! 样品采集种类的确定

!"#"$%!"#"$& 样品采集种类只要满足采样目标的要求即可’这
是对常见采样目标做出的具体规定’如有特殊要求’应自行取舍(

)*



! 采样时间和频率

!"#"$ 本条是对悬浮物样品采集时间和频率的原则规定%全面评

价多泥沙河流的水体环境质量%悬浮物样应与水样采集时间和频

率相同%考虑到我国目前监测工作的具体情况%暂做出本条规定&
!"#"’ ()*+,-,.第 /"*"*条规定%鱼体残留毒物的样品应 于

秋冬季采集&由于春季是大多数鱼类的繁殖期%其活动范围相对比

较集中%易于获得所需要的鱼类样品0秋季鱼体肥育度较好%是鱼

类捕获季节%本规程规定%污染物鱼体残留样品的采集%以春1秋季

为宜&

.+



! 样品采集的数量

!"#"$%!"#"& 悬浮物’沉积物的采样量(除应考虑其测定项目所

需样品量外(还应考虑所测含水率的样品需要量)为使沉积物样品

具有代表性(在同一采样点应采集 *%+次(将各次样品混合成一

个样品)

,-



! 采 样 设 备

!"#"# 为避免多泥沙水样采集后因泥沙下沉而使水样中泥沙分

布不均$本条规定了水与悬浮物样品采集应使用的特殊竖式采样

器$这种采样器必须带有可上下搅拌的装置$可将水样搅拌均匀 $
出水口内径不小于 %"&’($是为避免水样流出不畅而定)

*+



! 采样方式与技术

!"#"# 本条强调了不能涉水采样$多泥沙河流水环境样品采集对

水样中泥沙分布的均匀性要求较高$涉水采样易扰动采样区域底

部沉积物$使水样失去代表性%
!"#"& 缆道采样是一种安全可靠的采样方式$但在流速较大的山

区河流采样时$应使用带有重锤的横式采样器%
!"&"# 大量科学研究表明$小于 ’()*的泥沙颗粒在河流断面

上的分布比较均匀$在地球化学和环境化学方面具有重要的代表

性$因此$本规定要求将采集的水样全部通过 ’()*的过滤筛%
!"&"+ 采用离心法制备悬浮物样品$取离心管时$应防止固体再

悬浮%原水样品必须全部经离心分离$严防细粒径的损失$获取的

悬移质样品才具有代表性%

,-



! 样品的预处理

!"#"# 本条规定的几个待测项目$样品采集后不能加保存剂$必

须低温密闭保存和运输$测定时必须摇匀取样%
!"#"& 本条规定的几个待测项目$需在采样现场对样品加保存剂

进行保存$测定时必须摇匀取样%
!"#"’ 本条规定的几个待测项目$属于挥发性较强的有机物$样

品采集后如不能在采样现场进行萃取$则应将浑水样低温密闭保

存和运输$萃取时必须摇匀取样$以获得水相和泥沙相中的有机污

染物量%
!"#"()!"#"* 根据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这些项目

应测定水相和悬浮泥沙相的全部含量$即应测定浑水$其监测结果

对于农业+渔业等直接使用浑水的部门是适用的,而工业+生活等

方面用水却是经过沉淀的澄清水$只监测浑水$难以满足这些用水

部门的需求$为使监测结果满足不同用水部门的要求$做出本条规

定%另 外$关 于 水 中 含 沙 量 的 划 分 界 限$主 要 依 据 -./0123+
456783129: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关于悬浮物含量的规定值$
通过理论计算$水中含沙量在规定值以下时$泥沙本身含量对水样

测定结果影响甚小$不会造成评价结果的混乱$为减少不必要的工

作量$水中含沙量在规定值以下时$可只测定浑水%
!"#"<)!"#"## 这些条目是根据待测项目标准分析方法的要求

而做出的具体规定%
!"&"#)!"&"& 沉积物和悬浮物样品风干时$应注意避免落入尘

埃$并贴好标签%
!"’"#)!"’"( 本规程规定的生物样品预处理技术$仅为用于残

留毒物分析的鱼类或其他类水生物样品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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