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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１８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污染治理设

施质量，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解法二氧化

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等 ８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 （ＨＪ ／ Ｔ ２５７—２００６）
二、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解法次氯酸钠发生器 （ＨＪ ／ Ｔ ２５８—２００６）
三、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转刷曝气装置 （ＨＪ ／ Ｔ ２５９ —２００６）
四、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鼓风式潜水曝气机 （ＨＪ ／ Ｔ ２６０ —２００６）
五、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压力溶气气浮装置 （ＨＪ ／ Ｔ ２６１—２００６）
六、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格栅除污机 （ＨＪ ／ Ｔ ２６２—２００６）
七、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射流曝气器 （ＨＪ ／ Ｔ ２６３—２００６）
八、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臭氧发生器 （ＨＪ ／ Ｔ ２６４—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电解法二氧化氯复合消毒剂发生器 （ＨＣＲＪ ０２４—１９９８）
二、电解法次氯酸钠发生器 （ＨＣＲＪ ０２７—１９９８）
三、转刷曝气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３４—１９９８）
四、鼓风式潜水曝气机 （ＨＣＲＪ ０３５—１９９８）
五、压力溶气气浮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０８—１９９９）
六、格栅除污机 （ＨＣＲＪ ００９ —１９９９）
七、射流曝气器 （ＨＣＲＪ ０４９ —１９９９）
八、臭氧发生器 （ＨＣＲＪ ０５８—１９９９）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水污染治理委员会）、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湖南省

卫生工程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电解法二氧化氯复合消毒剂发生器》

（ＨＣＲＪ ０２４—１９９８）。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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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的分类与命名、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隔膜电解食盐水产生含氯和二氧化氯的协同消毒剂，并用于饮用水消毒、废水处

理、卫生防疫及工业生产的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 （以下简称发生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 ６２５ 化学试剂硫酸

ＧＢ ／ Ｔ ３８５９ ３ 半导体整流器 变压器和电抗器

ＧＢ ／ Ｔ ４０６４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ＧＢ ５０８３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ＧＢ ５４６１ 食用盐

ＧＢ ５７４９—１９８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ＧＢ ／ Ｔ １０８９４ 分离机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ＨＪ ／ Ｔ ３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电解槽

在发生器内，将发生电解反应和溶液反应的装置称为电解槽，根据运行方式和使用上的要求不

同，电解槽可采用不同的槽体结构和电极形状。

３２ 有效氯质量浓度

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的氧化能力的强弱用有效氯质量浓度表示。即每升协同消毒剂的溶液相当于

若干克质量的氯气在水中所具有的氧化能力，单位为 ｇ ／ Ｌ。
３３ 二氧化氯质量浓度

每升协同消毒剂溶液中所含二氧化氯的质量，单位为 ｇ ／ Ｌ。
３４ 有效氯产量

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的产量用有效氯产量表示，其数值等于设备在额定状态下工作时，每小时产

生有效氯的质量，单位为 ｇ ／ ｈ。
３５ 电流效率

电解槽中流过一定电量后，有效氯的实际生成量与理论生成量之比，称为该电解槽的电流效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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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直流电耗

发生器在额定状态下工作时，每生成 １ ｋｇ 有效氯在电解槽中所消耗的直流电能称为直流电耗，
单位为 ｋＷ·ｈ ／ ｋｇ。

３７ 交流电耗

发生器在额定状态下工作时，每生成 １ ｋｇ 有效氯，设备整机所消耗的交流电能称为交流电耗，
单位为 ｋＷ·ｈ ／ ｋｇ。

３８ 盐耗

发生器在额定状态下运行时，每生成 １ ｋｇ有效氯所消耗氯化钠的质量称为盐耗，单位为 ｋｇ ／ ｋｇ。

４ 分类与命名

４１ 规格

发生器的规格按设备的有效氯产量分为 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ｇ ／ ｈ，超过 ５ ０００ ｇ ／ ｈ 的规格根据实际需要提供。

４２ 命名

发生器的型号由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规则排列组成，并按下列顺序排列：

产品名称、分类方式、额定产量。

ＤＥＸＦ

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

分类方式：Ｌ表示连续式，Ｊ表示间歇式

额定产量

示例：ＤＥＸＦ － Ｌ － ４００ 指额定产量为 ４００ ｇ ／ ｈ的连续式电解法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

５ 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  １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５１  ２ 发生器的设计应按 ＧＢ ５０８３ 进行；电气设计应按 ＧＢ ／ Ｔ ４０６４ 进行。

５１  ３ 发生器必须设置外壳接地螺栓，外壳各部分及电源部分金属结构件与接地螺栓间应有可靠的

电气联接，联接电阻实测值应小于 ０ １Ω。接地螺栓应设置明显的接地标志。

５１  ４ 有效氯产量大于 ２０ ｇ ／ ｈ 的发生器，其电解槽、储液箱和阴极室应采用封闭式结构，并设置与
通往室外排气管路联接的通用接口。

５１  ５ 有效氯产量大于 ２０ ｇ ／ ｈ 的发生器，应设置电解电流、电解电压监测仪表，其精度不低于 ２ ５
级。

５１  ６ 发生器的电解槽应采用耐腐蚀、耐温材料制造，结构设计应考虑便于进行电极的清洗操作、

电极拆卸、隔膜更换，并设有电解液放空口。

５２ 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的理化性能

５２  １ 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溶液应清澈透明，无可见杂质。

５２  ２ 发生器所产生的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溶液中重金属离子铬、铅的含量应符合 ＧＢ ５７４９—１９８５
第 ３ 章的规定。

５３ 运行参数

５３  １ 发生器的输入电源应为：

ＡＣ ２２０ Ｖ ／ ３８０ Ｖ ５０ Ｈｚ
５３  ２ 电解电流调节范围应大于额定电解电流的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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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３ 发生器在长期工作状态下应保证设备的额定产量，在超过额定产量 １０％的工作状态下，应保
证安全工作时间不小于 ２ ｈ。
５３  ４ 设备应有温度控制与保护装置，保证电解液在电解过程中温度不超过 ８０ ℃。
５４ 性能要求

５４  １ 发生器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

表 １ 发生器的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电流效率 ／ ％ ≥８０ 按 ６ ４ 进行

直流电耗 ／ （ｋＷ·ｈ ／ ｋｇ） ＜ ７ ０ 按 ６ ４ 进行

交流电耗 ／ （ｋＷ·ｈ ／ ｋｇ） ＜ １２ ０ 按 ６ ４ 进行

盐耗 ／ （ｋｇ ／ ｋｇ） ＜ ２ ５ 按 ６ ４ 进行

二氧化氯与有效氯质量浓度之比 ／ ％ ≥１０ 按 ６ ６ 进行

噪声 ／ ｄＢ （Ａ） ≤６０ ＧＢ ／ Ｔ １０８９４

阳极强化试验失效时间 ／ ｈ ＞ ６０ 按 ６ ５ 进行

环境中氯气质量浓度 ／ （ｍｇ ／ ｍ３） ＜ １ ０ ＨＪ ／ Ｔ ３０

５４  ２ 发生器的电极和隔膜应采用耐酸碱、耐氧化、稳定性好的材料制成，在无检修及不清洗电极

的状态下，保证累计正常运转时间不小于 １ ０００ ｈ。
５４  ３ 发生器应具备良好的密封性，产生的二氧化氯和氯气不应泄漏到环境中引起人体感官的刺

激。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采用目测检查。

６２ 电解电源的耐压试验、绝缘电阻测量和电源温升检验方法按 ＧＢ ／ Ｔ ３８５９ ３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３ 在通电操作试验前，检查设备整机工作状态及电解电流的调节范围。

６３  １ 接通设备电源线路，并调节电解电流为额定值，电解 ３０ ｍｉｎ 设备工作应正常。
６３  ２ 用自藕调节器调节输入电压，当电解电流控制装置在外电源电压额定值 － １０％时，输出电解
电流应能调节到额定值 ＋ １０％处；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 ＋ １０％时，电解电流应能调节到额定值 － １０％
处。

６４ 连续运转试验 （电解电压、额定产量、电流效率、直流电耗、交流电耗、盐耗、整机输入功率

和电解液温升的试验）。

６４  １ 试验方法。

用被试发生器在 ６ ４ ２ 规定的额定工作状态下连续运转，按 ６ ４ ４ 记录运转过程中的各项运转参
数，并按规定的公式计算各参数。

６４  ２ 连续运转试验额定工作状态。

６４  ２  １ 试验所使用的电解液应符合下述要求：

ａ）电解液采用食用盐和自来水，食用盐应符合 ＧＢ ５４６１ 的规定；
ｂ）试验中电解液质量分数应控制在 ３０％ ～ ３２％范围内 （饱和盐水）；

ｃ）试验中输入电解槽的电解液温度应为 ２０ ℃ ± ５ ℃；
ｄ）试验中电解液流量应维持在额定值，对于连续式运转，流量变化应小于额定值的 ± ５％。

６４  ２  ２ 试验中电解电流应维持在额定值的 ± ２ ５％之内，可在电源输入端增加稳压设备或调压设
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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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３ 连续式电解槽运转时间为设备开机达到稳定后，再运行 ８ ｈ，间歇式电解槽应工作 ６ 个电解周
期。

６４  ４ 运转数据的记录：连续式电解在运转中每间隔 ０ ５ ｈ、间歇式电解每个电解周期的开始和结束
时按附录 Ｅ记录运转数据。
６４  ５ 试验用仪表。

试验中使用的实验室仪表的精度应不低于 ０ ５ 级，温度计的分辨率为 ０ ２ ℃。
６４  ６ 实验中连续式电解槽协同消毒剂溶液流量，采用体积法测量，每个流量参数取样应在 ３ 次以
上，每次取样时间不少于 １ ｍｉｎ，测量结果取几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６４  ７ 有效氯产量的测定与计算。

６４  ７  １ 对于连续式运转的发生器，产生的是液体消毒剂，则有效氯产量根据 ３ ４ 进行计算；若产
生的是气体消毒剂，则按附录 Ａ测定、计算有效氯的产量。
６４  ７  ２ 对于间歇式运转的发生器，每个电解周期的盐水耗量用电解液体积除以电解时间来表示，

并按 ３ ４ 计算每个周期的有效氯产量。被试设备的有效氯产量取几个电解周期实测有效氯产量的平均
值。

６４  ８ 电流效率的计算。

根据连续运转试验中的实测产量和电解电流的平均值按 ３ ５ 进行计算。
６４  ９ 直流电耗的计算。

根据连续运转试验中电解电压、电解电流、有效氯产量的平均值按 ３ ６ 计算。
６４  １０ 交流电耗的计算。

根据连续运转试验中交流输入功率的平均值及额定产量平均值按 ３ ７ 计算。
６４  １１ 整机输入功率。

试验时在额定运转状态下，用一定时间内设备电源进线上安装的电度表计量值除以电解时间计算

得出，也可以直接用瓦特表测得，单位为 ｋＷ。
６５ 电解阳极强化寿命试验。

电解阳极强化寿命试验按附录 Ｄ的方法进行。
６６ 协同消毒剂溶液理化性能试验。

６６  １ 感官检验。

在发生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取协同消毒剂溶液 ８０ ｍｌ 于 １００ ｍｌ 的烧杯中，用目测检查溶液的色
泽及透明情况。

６６  ２ 有效氯质量浓度测试按附录 Ｂ的方法进行。
６６  ３ 二氧化氯质量浓度测试按附录 Ｃ的方法进行。
６６  ４ 重金属离子含量的测定按 ＧＢ ５７５０ 的方法进行。
６７ 环境空气中氯气含量的测定按 ＨＪ ／ Ｔ ３０ 的相关规定进行。
６８ 累计正常运转时间采用现场调查确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发生器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  １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由厂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方能出厂。

７２  ２ 出厂检验项目和结果应符合 ５ １ 和 ５ ３ 的规定。
７３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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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新产品及新规格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ｂ）产品的结构、工艺及主要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ｃ）连续停产二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产品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ｅ）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７３  １ 发生器的检验采取随机抽样，抽样台数不少于 ２ 台。
７３  ２ 型式检验项目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５ 章的规定。
７３  ３ 型式检验中任一台被检验设备，存在某一项目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产品中重新加倍抽样，并

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如果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每台设备应在明显的位置上固定铭牌，铭牌的内容为：

ａ）制造厂商、商标；
ｂ）产品名称；
ｃ）产品型号；
ｄ）产品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ｅ）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有效氯产量、电源电压、额定电解电流、电解电压、电解液质量浓度、

电解液耗量）。

８２ 包装

８２  １ 包装方法：一般为箱装，个别备件、附件也可采用捆装。

８２  ２ 包装应防潮、防震，包装件外形尺寸和重量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的规定，包装顶部一般为平
顶。

８２  ３ 产品装箱前应使其重心位置居中靠下，重心偏高的产品尽可能采用卧式包装，重心偏离中心

较明显的产品采取相应的平衡措施。

８２  ４ 包装箱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８２  ５ 产品应进行防雨包装，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 的规定。
８２  ６ 包装标志应符合 ＧＢ １９１ 的规定，使用冲洗不掉的油漆、油墨等，准确、清晰、牢固地喷刷在
箱面上，其标志一般包括：

ａ）产品型号、名称、规格和数量；
ｂ）箱号；
ｃ）箱体最大外形尺寸：长 × 宽 × 高，ｃｍ；
ｄ）净重与毛重，ｋｇ；
ｅ）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国内发运不需加此标志）。

８２  ７ 产品分多箱包装时，箱号采用分数表示，分子为箱号，分母为总箱数，主机箱应为 １ 号箱。
８２  ８ 凡需起吊和重心明显偏离中心的包装件，应标注 “由此起吊”和 “重心”的标志，并准确喷

刷在包装件的相应位置上。

８２  ９ 随机文件包括：

ａ）使用说明书；
ｂ）产品合格证；
ｃ）装箱单；
ｄ）随机备附件清单；
ｅ）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分离包装时，随机文件一般放在主机箱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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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有效氯 （气态）产量的测定方法

Ａ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发生器有效氯 （气态）产量的测定及计算方法。

Ａ２ 原水对有效氯消耗量的测定方法

Ａ２ １ ０ ０１ ｍｏｌ ／ Ｌ硫代硫酸钠 （Ｎａ２Ｓ２Ｏ３）标准溶液的配制
吸取附录 Ｂ （Ｂ３ ３）中已标定的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 ５０ ｍｌ 置于 ５００ ｍｌ 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

刻度，摇匀。

Ａ２ ２ 消毒剂溶液的配制

采用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 （或次氯酸钠）溶液，配制成有效氯质量浓度为 ８ ０ ～ １０ ０ ｍｇ ／ ｍｌ 的溶
液。有效氯质量浓度测定方法，按附录 Ｂ进行。消毒液质量浓度，每隔 １ ｈ 必须测定 １ 次 （按附录 Ｂ
进行）。

Ａ２ ３ 原水对有效氯消耗量的测定

Ａ２ ３  １ 测定程序

取发生器使用现场的原水样 １ ０００ ｍｌ，准确加入一定量的、已知质量浓度的消毒液ρ０，搅拌均
匀，放置 ０ ５ ｈ 后，取 １００ ｍｌ 水样，测定有效氯质量浓度 （总余氯）ρ，测定方法按附录 Ｂ 进行，采
用 ０ ０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滴定。
Ａ２ ３  ２ 计算方法 （按公式 Ａ１ 计算）

ｍ０ ＝ ρ０ －ρ （Ａ１）

式中：ｍ０———原水对有效氯的消耗量，ｍｇ ／ Ｌ （ｇ ／ ｍ３）；

ρ０———有效氯投加量，ｍｇ ／ Ｌ （ｇ ／ ｍ
３）；

ρ———总余氯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ｇ ／ ｍ
３）。

Ａ３ 总余氯质量浓度测定方法

Ａ３ １ 处理水流量与水射器动力水流量的测定

采用便携式 （外夹型或外缚型）超声波流量计 （被测管径范围：１５ ～ ５００ ｍｍ，被测流速范围：
０ ２ ～ ３ ｍ ／ ｓ），测定处理水流量、水射器动力水流量，以下简称处理水总流量 Ｑ。
Ａ３ ２ 开机运行

启动发生器、水泵、投药系统，运行正常后，按附录 Ｅ记录发生器运转参数。
Ａ３ ３ 测定总余氯质量浓度

当设备运行稳定后，开始计时、采样。每间隔 ０ ５ ｈ 采 １ 次样，连续采样 １６ 次，每次取水样
１００ ｍｌ，测定处理后水的总余氯质量浓度。测定方法按附录 Ｂ进行，采用 ０ ０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
滴定。与此同时，测定原水对有效氯的消耗量 （测定方法按 Ａ ２ ３ １ 进行）、处理水总流量，并按表
Ａ１ 记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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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１ 测 定 记 录

测定地点： 年 月 日

测定时间 ／ ｈ
测定参数

处理水总流量 Ｑ ／ （ｍ３ ／ ｈ） 有效氯消耗量 ｍ０ ／ （ｇ ／ ｍ３） 总余氯质量浓度ρ ／ （ｇ ／ ｍ
３）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８ ０

均值

测定人：

Ａ４ 计算

发生器有效氯 （气态）产量 （以 Ｃｌ２ 计，ｇ ／ ｈ）按公式 Ａ２ 计算：
有效氯产量 ＝ （ｍ０ ＋ ｍ）Ｑ （Ａ２）

式中：ｍ０———现场原水对有效氯的消耗量，ｇ ／ ｍ３；

ｍ———处理后的水中总余氯质量浓度，ｇ ／ ｍ３；
Ｑ———处理水总流量 （含水射器动力水流量），ｇ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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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总有效氯的测定方法

Ｂ１ 范围

本法规定了发生器的总有效氯质量浓度、质量浓度测定及计算方法，适用于发生器总有效氯的测定。

Ｂ２ 方法原理概要

在 ｐＨ小于 ７ 时，氯、二氧化氯与碘化钾溶液中的碘离子反应完全，释放出来的碘，利用淀粉做
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滴定。反应最佳条件，ｐＨ ３ ～ ４。

Ｂ３ 试剂

Ｂ３ １ 浓 （冰）醋酸，分析纯

Ｂ３ ２ 碘化钾结晶，分析纯

Ｂ３ ３ ０ １ ｍｏｌ ／ Ｌ 的硫代硫酸钠 （Ｎａ２Ｓ２Ｏ３）标准溶液
将 ２５ ｇ Ｎａ２Ｓ２Ｏ３·５Ｈ２Ｏ溶于 １ ０００ ｍｌ 新煮沸、冷却后的蒸馏水中，存放一周，用碘酸氢钾或重铬酸

钾标准溶液标定后，保存于棕色瓶内，并加几毫升氯仿或几克无水碳酸钠以减少分解。

Ｂ３ ４ １％淀粉指示剂
称取 １ ｇ淀粉，加少量蒸馏水调至糊状，倒入 １００ ｍｌ 沸水中，加热使其呈透明液。

Ｂ４ 试验仪器与设备

Ｂ４ １ ２５ ｍｌ 酸式滴定管
Ｂ４ ２ ２５０ ｍｌ 碘量瓶
Ｂ４ ３ 各种型号的刻度移液管

Ｂ４ ４ 测定步骤

在 ２５０ ｍｌ 的碘量瓶中，用移液管准确加入试样 （协同消毒剂水溶液），用蒸馏水稀释至 １００ ｍｌ，
加入 ５ ｍｌ 冰醋酸和 １ ｇ碘化钾，并搅拌混匀，并调节试样 ｐＨ ３ ～ ４ 范围内，在暗处静置 ５ ｍｉｎ 后，用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滴定至浅黄色，加入 １ ｍｌ 淀粉指示剂，再滴定至蓝色消失，读取并记录消
耗的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的毫升数。用同样的方法，用蒸馏水代替试样做空白试验。

Ｂ５ 计算

Ｂ５ １ 发生器的总有效氯质量浓度按公式 Ｂ１ 计算

ρ（Ｃｌ）＝
（Ａ ＋ Ｂ）× ｃ × ３５ ４５０

Ｖ （Ｂ１）

式中：ρ （Ｃｌ）———总有效氯质量浓度 （以 Ｃｌ２ 计），ｍｇ ／ Ｌ；
Ａ———水样消耗的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量，ｍｌ；
Ｂ———空白试验消耗的 Ｎａ２Ｓ２Ｏ３ 标准溶液量，ｍｌ；
ｃ———Ｎａ２Ｓ２Ｏ３ 的浓度，ｍｏｌ ／ Ｌ；
Ｖ———水样体积，ｍｌ。

Ｂ５ ２ 取两次平行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报告

注：试样的用量以消耗 ０ １ ｍｏｌ ／ Ｌ的 Ｎａ２Ｓ２Ｏ３ 为 １０ ～ ２０ ｍｌ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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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二氧化氯质量浓度测定方法

Ｃ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二氧化氯协同消毒剂发生器的二氧化氯质量浓度测定及计算方法，适用于发生器二

氧化氯质量浓度 （ＣｌＯ２）的测定。

Ｃ２ 方法原理概要

ＣｌＯ２、Ｃｌ２、ＣｌＯ２ －、ＣｌＯ３ －在不同 ｐＨ条件下与 Ｉ －发生的反应，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计算

出 ＣｌＯ２ 质量浓度。其反应为：

ｐＨ ＜ ７ Ｃｌ２ ＋ ２Ｉ － ＝ Ｉ２ ＋ ２Ｃｌ －

ｐＨ ＝ ７ ２ＣｌＯ２ ＋ ２Ｉ － ＝ Ｉ２ ＋ ２ＣｌＯ２ －

０ １ ＜ ｐＨ≤２ ２ＣｌＯ２ ＋ １０Ｉ － ＋ ８Ｈ ＋ ＝ ５Ｉ２ ＋ ２Ｃｌ － ＋ ４Ｈ２Ｏ

０ １ ＜ ｐＨ≤２ ＣｌＯ２ － ＋ ４Ｉ － ＋ ４Ｈ ＋ ＝ ２Ｉ２ ＋ Ｃｌ － ＋ ２Ｈ２Ｏ

ｐＨ ＜ ０ １ ＣｌＯ３ － ＋ ６Ｉ － ＋ ６Ｈ ＋ ＝ ３Ｉ２ ＋ Ｃｌ － ＋ ３Ｈ２Ｏ

Ｃ３ 试剂

Ｃ３ １ ０ １ ｍｏｌ ／ Ｌ硫代硫酸钠 （Ｎａ２Ｓ２Ｏ３）标准溶液
称取 ２５ ｇ Ｎａ２Ｓ２Ｏ３·５Ｈ２Ｏ溶于煮沸冷却后的蒸馏水中，稀释至 １ ０００ ｍｌ，加 ２ ～ ３ ｇ Ｎａ２ＣＯ３，置于棕

色瓶中放置 ２４ ｈ 后标定。
Ｃ３ ２ ５％溴化钾 （ＫＢｒ）溶液

称取 ５ ｇ ＫＢｒ溶于蒸馏水稀释至 １００ ｍｌ。
Ｃ３ ３ ｐＨ ７ 缓冲溶液

称取 ２５ ４ ｇ 无水 ＫＨ２ＰＯ４ 和 ８６ ｇ 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溶于 ８００ ｍｌ 蒸馏水中，放置 ２４ ｈ 后稀释至
１ ０００ ｍｌ。
Ｃ３ ４ １％淀粉指示剂

称取 １ ｇ淀粉加少量蒸馏水调至糊状倒入 １００ ｍｌ 沸水中，加热使其呈透明液。
Ｃ３ ５ 饱和磷酸氢二钠 （Ｎａ２ＨＰＯ４）溶液

溶解足量的 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于热的蒸馏水中，冷却后有晶体析出。
Ｃ３ ６ １ ∶ ９ 盐酸 （ＨＣｌ）溶液

取 １ 份 ３８％的分析纯 ＨＣｌ 与 ９ 份蒸馏水混合。
Ｃ３ ７ 碘化钾 （ＫＩ）固体，化学纯
Ｃ３ ８ ０ ０１６７ ｍｏｌ ／ Ｌ标准重铬酸钾 （Ｋ２Ｃｒ２Ｏ７）溶液

准确称取在 １０５ ℃下烘干后的 Ｋ２Ｃｒ２Ｏ７ ４ ９０４ ｇ溶于蒸馏水中，稀释至 １ ０００ ｍｌ。

Ｃ４ 测试用仪器、设备

Ｃ４ １ 纯氮钢瓶

Ｃ４ ２ 天平

Ｃ４ ３ 吸收瓶

Ｃ４ ４ 碘量瓶 （２５０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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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 ５ 容量瓶

Ｃ４ ６ ２５ ｍｌ 或 ５０ ｍｌ 棕色酸式滴定管
Ｃ４ ７ １０ ｍｌ 微量滴定管
Ｃ４ ８ 移液管

Ｃ５ 试验程序

Ｃ５ １ 取 １ ｍｌ ｐＨ ７ 缓冲溶液于 ２５０ ｍｌ 碘量瓶中，加入 ９０ ｍｌ 试样 （协同消毒剂水溶液），尽量避免

试样与空气接触，加入 １ ｇ ＫＩ摇匀，用标准 Ｎａ２Ｓ２Ｏ３ 溶液滴定至终点，记录读数 Ａ１，计算求出滴定体
积与试样体积之比 Ａ。
Ｃ５ ２ 在上述滴定后的溶液中再加 １ ｍｌ １ ∶ ９ 盐酸溶液，在暗处放置 ５ ｍｉｎ 后，用标准硫代硫酸钠溶
液滴定至终点，记录读数 Ｂ１，计算出滴定体积与试样体积之比 Ｂ。
Ｃ５ ３ 另取一碘量瓶加 １ ｍｌ ｐＨ ７ 缓冲溶液，加入 ９０ ｍｌ 蒸馏水和 ２５ ｍｌ 试样。在尽量避免与空气接
触的条件下用纯氮气吹 １０ ｍｉｎ，加入 １ ｇ ＫＩ摇匀，用标准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至终点，记录读数 Ｃ１，
计算出滴定体积与试样体积之比 Ｃ。
Ｃ５ ４ 在上述滴定后的溶液中加入 １ ｍｌ １ ∶ ９ 盐酸溶液，在暗处放置 ５ ｍｉｎ 后，滴定至终点并记录读
数 Ｄ１，并计算出滴定体积与试样体积之比 Ｄ。
Ｃ５ ５ 另取一碘量瓶加入 １ ｍｌ ＫＢｒ 溶液和 １０ ｍｌ 浓盐酸混合均匀，加入 １５ ｍｌ 试样，定容至 ７５ ｍｌ，
加入 １ ｇ ＫＩ摇匀，加入 ２５ ｍｌ 饱和 Ｎａ２ＨＰＯ４ 溶液，滴定至终点，记录读数 Ｅ１ 和 Ｅ （Ｅ ＝ 滴定体积 ／试
样体积）。

Ｃ６ 二氧化氯质量浓度 （ｍｇ ／ Ｌ）计算

ρ（Ｃｌ２）＝ ［Ａ － （Ｂ － Ｄ）／ ４］× ｃ × ３５ ４５０ × １ ０００ （Ｃ１）

ρ（ＣｌＯ２）＝ （５ ／ ４）× （Ｂ － Ｄ）× ｃ × １３ ４９０ × １ ０００ （Ｃ２）

ρ（ＣｌＯ２
－）＝ Ｄ × ｃ × １６ ８６３ × １ ０００ （Ｃ３）

ρ（ＣｌＯ３
－）＝ ［Ｅ － （Ａ ＋ Ｂ）］× ｃ × １３ ９０８ × １ ０００ （Ｃ４）

式中： Ａ、Ｂ、Ｄ、Ｅ———滴定体积 ／试样体积；
ｃ———Ｎａ２Ｓ２Ｏ３ 的浓度；

３５ ４５０、１３ ４９０、１６ ８６３、１３ ９０８ 等数字———分别为各组分的分子量。

Ｃ７ 报告

二氧化氯的质量浓度按 （公式 Ｃ２）式计算，取两次平行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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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电解阳极强化试验方法

Ｄ１ 试验原理

采用阳极在硫酸溶液中高电流密度下的快速寿命试验方法，测试不同被试阳极在相同浓度、温度

的硫酸溶液中，在相同的高电流密度下工作的电极强化寿命试验的失效时间，比较不同电极的使用寿

命。

Ｄ２ 试验装置

Ｄ２ １ ５００ ｍｌ 烧杯
Ｄ２ ２ 被试阳极：试验用阳极应直接取自被试发生器电极并加工处理。采用破损法，用机械加工方

法将试验表面的活性涂层保留 １ ０ × （１ ± ０ ０５）ｃｍ２ 的有效反应面积 （投影面积）。

Ｄ２ ３ 采用 １ Ｃｒ １８ Ｎｉ ９ Ｔｉ 不锈钢材质，当被试阳极为管材时，阴极采用圆环状，阴极有效导电面积
应远大于有效阳极反应面积，阴极极间距离不小于 １ ｃｍ。
Ｄ２ ４ 试验用电解电源应采用额定电流大于 ３ Ａ的直流恒流电流。
Ｄ２ ５ 试验用直流表和直流电压表精度为 ０ ５ 级。
Ｄ２ ６ 精密恒温水浴箱，水温控制精度应小于 ± １℃。

Ｄ３ 试验条件

Ｄ３ １ 电解液：０ ５ ｍｏｌ ／ Ｌ Ｈ２ＳＯ４ （应符合 ＧＢ ６２５ 的规定）。
Ｄ３ ２ 电解液温度：４０ ℃ ± １ ℃。
Ｄ３ ３ 阳极电流密度：２００ Ａ ／ ｄｍ２。

Ｄ４ 操作步骤

Ｄ４ １ 将 ０ ５ ｍｏｌ ／ Ｌ Ｈ２ＳＯ４ 溶液倒入烧杯，固定安装电解的阴、阳极并完全淹没有效工作部位。
Ｄ４ ２ 待电解液温度上升到 ４０ ℃后，接通电源并调节电解电流为规定值，并在试验过程中不定期
地添加一定量的蒸馏水及 Ｈ２ＳＯ４，以维持电解液液位及浓度。
Ｄ４ ３ 每半小时记录一次电解时间、电解电流、电解槽电压值。

Ｄ４ ４ 电解槽电压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停止试验。

Ｄ４ ５ 从开始试验到电解槽电压开始迅速大幅度上升时所累计的电解时间称作被试电极强化寿命试

验的失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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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连续运行测试记录

连续运行测试记录

测试地点： 年 月 日

电解

时间 ／ ｈ

输入

电压 ／ Ｖ

输入

电流 ／ Ａ

电解

电压 ／ Ｖ

电解

电流 ／ Ａ

电解液

流量 ／
（Ｌ ／ ｈ）

电解溶

液量 ／ Ｌ

电解液质

量浓度 ／
（ｇ ／ Ｌ）

消毒液

流量 ／
（Ｌ ／ ｈ）

有效氯质

量浓度 ／
（ｇ ／ Ｌ）

电解液

温度 ／ ℃

环境

温度 ／ ℃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８ ０

测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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