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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 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 14848 1993《地下水质量标准》，与 GB/T 14848 1993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一二水质指标由 GB/T 14848 1993 的 39 项增加至 93 项，增加了 54 项；

二二一参照 GB 5749 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地下水质量指标划分为常规指标和非常规

指标；

－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由 17 项增至 20 项，增加了铝、硫化物和铀 3 项指标；用耗氧量替换

了高锺酸盐指数。修订了总硬度、铁、锤、氨氮 4 项指标；

毒理学指标中无机化合物指标由 16 项增加至 20 项，增加了棚、锦、银和铠 4 项指标；修订了亚

硝酸盐、腆化物、隶、碑、锅、铅、镀、顿、镇、钻和铝 11 项指标；

毒理学指标中有机化合物指标由 2 项增至 49 项，增加了三氯甲：皖、四氯化碳、 1,1,1－三氯乙

烧、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二氯甲皖、1,2－二氯乙：皖、 1, 1, 2 三氯乙皖、 1, 2－二氯丙烧、三澳甲皖、

氯乙烯、1, 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氯苯、邻二氯苯、对二氯苯、三氯苯（总量）、苯、甲苯、乙

苯、二甲苯、苯乙烯、2 ,4－二硝基甲苯、 2' 6－二硝基甲苯、荼、；草、荧蓝、苯并 Cb）荧惠、苯并（a）苗、

多氯联苯（总量）、y－六六六（林丹）、六氯苯、七氯、芳去津、五氯酣、 2 ,4, 6－兰氯酣、邻苯二甲酸

二（ 2－乙基已基）醋、克百威、涕灭戚、敌敌畏、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乐果、百菌清、 2' 4－滴、毒

死蝉和草甘腾；滴滴涕和六六六分别用滴滴涕（总量）和六六六（总量）代替，并进行了修订；

一一放射性指标中修订了总 α 放射性；

修订了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的有关规定。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AC/TC 93）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水利部水文局、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淮河流

域水环境监测中心、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

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文冬光、孙继朝、何江涛、毛学文、林良俊、王苏明、刘菲、饶竹、荆继红、齐继祥、

周怀东、吴培任、唐克旺、罗阳、袁浩、汪珊、陈鸿汉、李广贺、吴爱民、李重九、张二勇、王璜、蔡五田、

刘景涛、徐慧珍、朱雪琴、叶念军、王晓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4848 1993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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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工合成的各种化合物投入施用，地下水中各种化学组分正在发生变

化；分析技术不断进步，为适应调查评价需要，进一步与升级的 GB 5749二2006 相协调，促进交流，有必

要对 GB/T 14848 1993 进行修订。

GB/T 14848 1993 是以地下水形成背景为基础，适应了当时的评价需要。新标准结合修订的

GB 5749→2006 、国土资源部近 20 年地下水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国际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修订，增加了

指标数量，指标由 GB/T 14848一1993 的 39 项增加至 93 项，增加了 54 项；调整了 20 项指标分类限值，

直接采用了 19 项指标分类限值；减少了综合评价规定，使标准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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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下水质量分类、指标及限值，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地下水质量评价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地下水质量调查、监测、评价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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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一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27025 200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下水质量 groundwater quality 

地下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的总称。

3.2 

常规指标 regular indices 

反映地下水质量基本状况的指标，包括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微生物指标、常见毒理学指标和

放射性指标。

3.3 

非常规指标 non-regular indices 

在常规指标上的拓展，根据地区和时间差异或特殊情况确定的地下水质量指标，反映地下水中所产

生的主要质量问题，包括比较少见的无机和有机毒理学指标。

3.4 

人体健康凤险 human health risk 

地下水中各种组分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概率。

4 地下水质量分类及指标

4. 1 地下水质量分类

依据我国地下水质量状况和人体健康风险，参照生活饮用水、工业、农业等用水质量要求，依据各组

分含量高低CpH 除外），分为五类。

I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H 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低，适用于各种用途 z

E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中等，以 GB 5749-2006 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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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用水；

凹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

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

V类：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高，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

4.2 地下水质量分类指标

地下水质量指标分为常规指标和非常规指标，其分类及限值分别见表 l 和表 20

表 1 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及限值

序号 指标 I 类 E类 皿类 N类

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

1 色（铅钻色度单位） 骂王5 王三5 < 15 运二25

2 嗅和味 无 无 无 元

3 浑浊度／NTU' 主三3 运3 < 3 < 10

4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pH 6.5< pH< 8.5
5.5< pH<6.5

5 
8.5<pH< 9.0

6 总硬度（以 CaCO，计）／（ mg/L) < 150 王三300 运二450 运二650

7 溶解性总固体／（mg/L) 骂王300 主ζ500 < 1 000 < 2 000 

8 硫酸盐／（mg/L) 主三50 运150 运250 主三350

9 氯化物／（mg/L) < 50 < 150 运二250 运二350

10 铁／（mg/L) < 0.1 < 0.2 < 0.3 三二2.0

11 锺／（mg/L) 骂王0.05 < 0.05 骂王0.10 < 1.50

12 铜／（ mg/L) < 0.01 < 0.05 < 1.00 < 1.50

13 镑／（ mg/L) 主二0.05 主主0.5 < 1.00 运5.00

14 铝／（mg/L) 骂王0.01 < 0.05 主豆0.20 罢王 0.50

15 挥发性盼类（以苯盼计）／（mg/L) 主三0.001 骂王0.001 < 0.002 主ζ0.01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不得检出 王三0.1 < 0.3 < 0.3

17 耗氧量（CODM.法，以 o，计）／（mg/L) 运1.0 ~2.0 三二 3.0 < 10.0

18 氨氮（以 N 计）／（mg/L) 王三0.02 < 0.10 主三0.50 < 1.50

19 硫化物／（mg/L) < 0.005 < 0.01 主三0.02 主三 0.10

20 锅／（ mg/L) < 100 < 150 主三200 主ζ400

微生物指标

21 
总大肠菌群／（ MPW /100 mL 或 CFU'/

主三3.0 < 3.0 主三 3.0 主三100
100 mL) 

22 菌落总数／（CFU/ mL) < 100 < 100 < 100 < 1 000 

毒理学指标

23 亚硝酸盐（以 N 计）／（ mg/L) < 0.01 主二0.10 主三 1.00 主三4.80

2 

V类

>25 

有

>IO 

有

pH<5.5 或

pH>9.0 

>650 

>2 000 

>350 

>350 

>2.0 

>l.50 

>l.50 

>5.00 

>0.50 

>0.01 

>0.3 

>10.0 

>l.50 

>0.10 

>400 

>100 

>1 00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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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序号 指标 I 类 E类 皿类 N类 V类

毒理学指标

24 硝酸盐（以 N 计）／（ mg/L) 主三2.0 三二 5.0 运二 20.0 ＝二 30.0 >30.0 

25 氧化物／（mg/L) 主三0.001 < 0.01 < 0.05 < 0.1 >O.l 

26 氟化物／（mg/L) < 1.0 < 1.0 < 1.0 骂王2.0 >2.0 

27 腆化物／（mg/L) 运0.04 王三0.04 王三 0.08 三二 0.50 >0.50 

28 示／（ mg/ L) 主三0.000 1 运0.000 1 < 0.001 < 0.002 >0.002 

29 碑／（ mg/L) 主二0.001 < 0.001 < 0.01 < 0.05 >0.05 

30 牺／（ mg/L) 主二0.01 < 0.01 ＝二0.01 三三0.1 >O.l 

31 锅／（ mg/L) < 0.000 1 < 0.001 主ζ0.005 主二0.01 >0.01 

32 锡（六价）／（ mg/L) 主三0.005 ~0.01 运二0.05 主二 0.10 >0.10 

33 铅／（ mg/L) ~0.005 < 0.005 主豆 0.01 < 0.10 >0.10 

34 三氯甲烧I Cµg/L) < 0.5 < 6 王三60 骂王300 >300 

35 四氯化碳I Cµg/L) 运二0.5 主三0.5 主三 2.0 主三50.0 >50.0 

36 苯ICµg/U ζ0.5 三二 1.0 < 10.0 < 120 >120 

37 甲苯／（µg/L) ~0.5 < 140 ＝二700 主三 1 400 >1 400 

放射性指标d

38 总 α 放射性／(Bq/L) ζ0.1 < 0.1 主三0.5 >0.5 >0.5 

39 总 p 放射性／(Bq/L) < 0.1 骂王 1.0 4二 1.0 >LO >LO 

'NTU 为散射浊度单位。

b MPN 表示最可能数。

'CFU 表示菌落形成单位。

d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

表 2 地下水质量非常规指标及限值

序号 指标 I 类 E 类 皿类 N类 V类

毒理学指标

1 镀／ Cmg/L) 骂王0.000 1 主三0.000 1 < 0.002 主三0.06 >0.06 

2 砌／（ mg/L) 主二0.02 三二0.10 骂王 0.50 主三 2.00 >2.00 

3 镑／（ mg/L) < 0.000 1 三二0.000 5 主豆0.005 主豆0.01 >0.01 

4 领／（ mg/L) < 0.01 主三0.10 < 0.70 主三4.00 >4.00 

5 镰／（mg/L) < 0.002 < 0.002 < 0.02 主豆0.10 >0.10 

6 钻／（mg/L) < 0.005 < 0.005 三二0.05 < 0.10 >0.10 

7 铝／（ mg/L) < 0.001 < 0.01 < 0.07 < 0.15 >0.15 

8 银／（mg/L) < 0.001 三二 0.01 < 0.05 主三0.10 >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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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指标 I类 E 类 皿类 N类 V类

毒理学指标

9 铠／（mg/L) < 0.000 1 三二0.000 1 < 0.000 1 王三0.001 >0.001 

10 二氯甲皖／（µg/L) 运1 主二2 < 20 主三500 >SOO 

11 1,2－二氯乙炕／（µg/L) < 0.5 主三 3.0 主二30.0 主三40.0 >40.0 

12 1, 1, 1 三氯乙烧／（µg/L) <;o.s <;400 运二 2 000 主三4 000 >4 000 

13 1,1,2 三氯乙烧／（µg/L) 运0.5 < 0.5 < 5.0 主豆 60.0 >60.0 

14 1,2－二氯丙烧／（µg/L) 三二0.5 运0.5 主二5.0 主二 60.0 >60.0 

15 三澳甲烧／（µg/L) < 0.5 < 10.0 ::(100 主三800 >800 

16 氯乙烯／（µg/L) 主ζ0.5 < 0.5 主二5.0 运二90.0 >90.0 

17 1, 1－二氯乙烯／（µg/L) < 0.5 三三3.0 主主30.0 三二 60.0 >60.0 

18 1,2－二氯乙烯／（µg/L) 运二0.5 <;5.0 < 50.0 <;60.0 >60.0 

19 三氯乙烯／（µg/L) 运二0.5 三二7.0 < 70.0 主主210 >210 

20 四氯乙烯／（µg/L) 王三0.5 骂王 4.0 运二40.0 三三300 >300 

21 氯苯／（µg/L) 主ζ0.5 主豆60.0 主豆300 三二600 >600 

22 邻二氯苯／（µg/L) 骂王0.5 骂王200 运1 000 主ζ2 000 >2 000 

23 对二氯苯／（µg/L) 主三 0.5 主三30.0 < 300 ＝二600 >600 

24 三氯苯（总量）／（µg/L)' 骂王0.5 主ζ4.0 < 20.0 < 180 >180 

25 乙苯／（µg/L) < 0.5 主二30.0 < 300 主ζ600 >600 

26 二甲苯（总量）／（µg/L)b < 0.5 三二100 运二500 < 1 000 >1 000 

27 苯乙烯／（µg/L) < 0.5 主二2.0 < 20.0 三二 40.0 >40.0 

28 2,4 二硝基甲苯／（µg/L) 骂王0.1 王三 0.5 主三 5.0 主三60.0 >60.0 

29 2,6一二硝基甲苯／（µg/L) 三二0.1 < 0.5 < 5.0 运二 30.0 >30.0 

30 茶／（µg/L) < I 运10 < 100 骂王600 >600 

31 葱／（µg/L) < 1 三三360 <;1 800 骂王3 600 >3 600 

32 荧葱／（µg/L) < 1 三三50 主主240 主三480 >480 

33 苯并（b）荧惠／（µg/L) 主豆0.1 < 0.4 主ζ4.0 主三8.0 >8.0 

34 苯并（a）花／（µg/L) 主豆0.002 三三0.002 < 0.01 ＝二 0.50 >0.50 

35 多氯联苯（总量）／（µg/L)' 运二0.05 < 0.05 < 0.50 < 10.0 >10.0 

36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醋／（µg/L) 主ζ3 主三3 主三8.0 主ζ300 >300 

37 2,4,6 三氯盼／（µg/L) < 0.05 < 20.0 主三200 < 300 >300 

38 五氯盼／（µg/L) 主豆0.05 王三0.90 主三 9.0 < 18.0 >18.0 

39 六六六（总量）／（µg/L)d 王三0.01 < 0.50 王三5.00 主三 300 >300 

40 γ 六六六（林丹） I (µg/U < 0.01 < 0.20 主三2.00 < 150 >150 

41 滴滴涕（总量）／（µg/L)' < 0.01 < 0.10 < 1.00 < 2.00 >2.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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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指标 I 类 E 类 皿类 N类 V类

毒理学指标

42 六氯苯／（µg/L) < 0.01 < 0.10 < 1.00 主二 2.00 >2.00 

43 七氯／（µg/L) < 0.01 主三0.04 主三0.40 主二0.80 >0.80 

44 2,4一滴／ Cµg/L) 主豆0.1 主三6.0 < 30.0 < 150 >150 

45 克百威／（µg/L) 主二0.05 < 1.40 < 7.00 < 14.0 >14.0 

46 涕灭威／Cµg/L) 三三 0.05 主二 0.60 主三 3.00 <30.0 >30.0 

47 敌敌畏／ Cµg/L) 三二0.05 < 0.10 < 1.00 三二 2.00 >2.00 

48 甲基对硫磷／Cµg/L) < 0.05 主豆4.00 王三 20.0 < 40.0 >40.0 

49 马拉硫磷／（µg/L) 主二 0.05 三二25.0 三二250 主二500 >500 

50 乐果／（µg/L) 骂王0.05 主主 16.0 ＝二80.0 主二160 >160 

51 毒死蝉／（µg/L) 主三 0.05 主三 6.00 三三 30.0 主王 60.0 >60.0 

52 百菌清／（µg/L) < 0.05 < 1.00 < 10.0 < 150 >150 

53 秀去津／ Cµg/L) < 0.05 < 0.40 运二2.00 王二600 >600 

54 革甘瞬／（µg/L) 骂王0.1 < 140 王三700 < 1400 >1400 

a 三氯苯（总量）为 1,2 ,3 三氯苯、1,2 ,4－三氯苯、1,3 ,5－三氯苯 3 种异构体加和。

b 二甲苯（总量）为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3 种异构体加和。

c 多氯联苯（总量）为 PCB28 、PCB52 、PCBlOl 、PCB118 、PCB138 、PCB153 、PCB180 、PCB194 、PCB206 9 种多氯联苯

单体加和。

d 六六六（总量）为 α 六六六 ，f3－六六六、y 六六六、8－六六六 4 种异构体加和。

e 滴滴涕（总量）为 O ,p ＇－滴滴涕、ρ ， ρ’－滴滴伊、p ，户’－滴滴滴、ρ ， p ＇－滴滴涕 4 种异构体加和。

5 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

5.1 地下水质量应定期监测。潜水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年两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 1 次），承压水监测

频率可以根据质量变化情况确定，宜每年 1 次。

5.2 依据地下水质量的动态变化，应定期开展区域性地下水质量调查评价。

5.3 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指标以常规指标为主，为便于水化学分析结果的审核，应补充锦、钙、镜、重

碳酸根、碳酸根、游离二氧化碳指标；不同地区可在常规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充选定非常

规指标进行调查与监测。

5.4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参照相关标准执行，地下水样品的保存和送检按附录 A 执行。

5.5 地下水质量检测方法的选择参见附录 B，使用前应按照 GB/T 27025 2008 中 5.4 的要求，进行有

效确认和验证。

6 地下水质量评价

6. 1 地下水质量评价应以地下水质量检测资料为基础。

6.2 地下水质量单指标评价，按指标值所在的限值范围确定地下水质量类别，指标限值相同时，从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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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劣。

示例：挥发性盼类 I 、 E 类限值均为 0.001 mg/L，若质量分析结果为 0.001 mg/L 时，应定为 I 类，不定为 E 类。

6.3 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按单指标评价结果最差的类别确定，并指出最差类别的指标。
示例 2 某地下水样氯化物含量 400 mg/L，囚氯乙烯含量 350 µg/L ，这两个指标属 V类，其余指标均低于V类。则该

地下水质量综合类别定为V类， V类指标为氯离子和四氯乙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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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下水样晶保存和送检要求

地下水样品的保存和送检要求见表 A.lo

表 A.1 地下水样晶的保存和迭检要求

序号 检测指标 采样容器和体积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1 色 G 或 P,1 L 原样 10 d 

2 嗅和味 G 或 P,1 L 原样 10 d 

3 浑浊度 G或 P,1 L 原样 10 d 

4 肉眼可见物 G 或 P,1 L 原样 10 d 

::> pH G 或 P,1 L 原样 10 d 

6 总硬度 G或 P,1 L 原样 10 d 

7 溶解性总固体 G或 P,1 L 原样 10 d 

8 硫酸盐 G或 P,1 L 原样 10 d 

9 氯化物 G或 P,1 L 原样 10 d 

10 铁 G 或 P,1 L 原样 10 d 

11 锺 G,0.5 L 硝酸，pH《2 30 d 

12 铜 G,0.5 L 硝酸，pH：；三2 30 d 

13 钵 G,0.5 L 硝酸，pH－：；；二2 30 d 

14 铝 G,0.5 L 硝酸，pH《2 30 d 

15 挥发性盼类 G,1 L 氢氧化锅，pH二三12,4 ℃冷藏 24 h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G 或 P,1 L 原样 10 d 

原样 10 d 
17 耗氧量（CODMn法） G 或 P,1 L 

或硫酸，pH《2 24 h 

原样 10 d 
18 氨氮 G 或 P,1 L 

或硫酸，pH《2,4 ·c冷藏 24 h 

每 100 mL 水祥加入 4 滴

19 硫化物 棕色 G,0.5 L 乙酸钵溶液（200 g/L)和 7 d 

氢氧化锅溶液（40 g/L) ，避光

20 销 G或 P,1 L 原样 10 d 

21 总大肠菌群 灭菌瓶或灭菌袋 原样 4 h 

22 菌落总数 灭菌瓶或灭菌袋 原样 4 h 

原样 10 d 
23 亚硝酸盐 G 或 P,1 L 

或硫酸，pH《2,4 ℃冷藏 24 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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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号 检测指标 采样容器和体积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原样 10 d 
24 硝酸盐 G 或 P,1 L 

或硫酸，pH《2,4 ℃冷藏 24 h 

25 氧化物 G,1 L 氢氧化锅，pH》12 ,4 ·c冷藏 24 h 

26 氟化物 G或 P,1 L 原样 10 d 

27 破化物 G 或 P,1 L 原样 10 d 

28 柔 G,0.5 L 硝酸，pH《2 30 d 

29 E审 G 或 P,1 L 原样 10 d 

30 晒 G,0.5 L 硝酸，pH《2 30 d 

31 锅 G,0.5 L 硝酸，pH《2 30 d 

32 铭（六价） G 或 P,l L 原样 10 d 

33 铅 G,0.5 L 硝酸，pH《2 30 d 

34 总 α放射性 P,5 L 原样或盐酸，pH＂豆2 30 d 

35 总 R 放射性 P,5 L 原样或盐酸，pH《2 30 d 

36 镀 G,0.5 L 硝酸，pH《2 30 d 

37 砌 G或 P,l L 原样 10 d 

38 镑 G,0.5 L 硝酸，pH《2 30 d 

39 领 G,0.5 L 硝酸，pH《2 30 d 

40 镇 G,0.5 L 硝酸，pH《2 30 d 

41 钻 G,0.5 L 硝酸，pH《2 30 d 

42 铝 G,0.5 L 硝酸，pH＂至2 30 d 

43 银 G,0.5 L 硝酸，pH《2 30 d 

44 钱 G,0.5 L 硝酸，pH《2 30 d 

45 三氯甲炕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Z,4 ℃冷藏 14 d 

46 四氯化碳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Z,4 ℃冷藏 14 d 

47 苯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Z,4 ·c冷藏 14 d 

48 甲苯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Z,4 ℃冷藏 14 d 

49 二氯甲烧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Z,4 ℃冷藏 14 d 

50 1,2－二氯乙烧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Z,4 ·c冷藏 14 d 

51 1, 1, 1 三氯乙烧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Z,4 ·c冷藏 14 d 

52 1, 1,2 三氯乙烧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Z,4 ℃冷藏 14 d 

53 1,2 二氯丙烧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Z,4 ℃冷藏 1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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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号 检测指标 采样容器和体积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54 三澳甲烧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2,4 ℃冷藏 14 d 

55 氯乙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冷藏 14 d 

56 1, 1 二氯乙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冷藏 14 d 

57 1,2 二氯乙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2,4 ℃冷藏 14 d 

58 三氯乙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2,4 ℃冷藏 14 d 

59 四氯乙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冷藏 14 d 

60 氯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2,4 ℃冷藏 14 d 

61 邻二氯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 pH<2,4 ℃冷藏 14 d 

62 对二氯苯 2 ×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c冷藏 14 d 

63 三氯苯（总量）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冷藏 14 d 

64 乙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冷藏 14 d 

65 二甲苯（总量）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冷藏 14 d 

66 苯乙烯 2× 40 mL VOA 棕色 G 加酸，pH<2,4 ·c冷藏 14 d 

67 2,4 二硝基甲苯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68 2 ,6－二硝基甲苯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69 荼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0 惠 2× 1 000 mL 棕色 G 4 ·c冷藏 7 d（提取） ,40 d 

71 荧葱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2 苯并（b）荧惠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3 苯并（a）草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4 多氯联苯（总量） 2× 1 000 mL 棕色 G 4 ·c冷藏 7 d（提取） ,40 d 

邻苯二甲酸二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5 

(2 乙基已基）醋

76 2 ,4 ,6－三氯盼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7 五氯盼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8 六六六（总量）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79 y－六六六（林丹）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0 滴滴涕（总量）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1 六氯苯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2 七氯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3 2 ,4－滴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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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号 检测指标 采样容器和体积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84 克百威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 （提取） ,40 d 

85 涕灭威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6 敌敌畏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7 甲基对硫磷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8 马拉硫磷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89 乐果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 （提取） ,40 d 

90 毒死蝉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91 百菌清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92 秀去津 2×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提取） ,40 d 

93 草甘麟 2 × 1 000 mL 棕色 G 4 ℃冷藏 7 d （提取） ,40 d 

注 1: G一－一硬质玻璃瓶；P一－聚乙烯瓶。

注 2 ：对于无机检测指标，当采样容器、采样体积、保存方法和保存时间一致时，可采集一份样品供检测用。

注 3: 45 号～ 66 号为挥发性有机物，同一份样品可完成上述指标分析，共采样 2 × 40 mL。

注 4: VOA 棕色玻璃瓶指专用于挥发性有机物取样分析的玻璃瓶，可用于吹扫捕集自动进样器，配套内附聚四

氟乙烯膜、取祥针可直接刺穿取样的瓶盖。

注 5: 67 号～83 号，86 号～92 号为极性比较小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可以采用同一流程进行萃取测定，共采样 2 ×

1 000 mL" 

注 6: 84 号～ 85 号为极性比较大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可以采用同一流程进行萃取测定，共采样 2× 1 000 mL" 

注 7: 93 号需衍生化，单独为一分析流程，采样量 2× 1 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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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地下水质量检测指标推荐分析方法

地下水质量检测指标推荐分析方法见表 B.L

表 B.1 地下水质量检测指标推荐分析方法

序号 检测指标 推荐分析方法

1 色 钳－钻标准比色法

2 嗅和咪 嗅气和尝味法

3 浑浊度 散射法、比浊法

4 肉眼可见物 直接观察法

5 pH 玻璃电极法（现场和实验室均需检测）

6 总硬度 EDTA 容量法、电感销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7 溶解性总固体 105 ℃干燥重量法、180 ℃干燥重量法

8 硫酸盐 硫酸锁重量法、离子色谱法、EDTA 容量法、硫酸领比浊法

9 氯化物 离子色谱法、硝酸银容量法

10 铁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分光光度法

11 锺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12 铜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13 铮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14 铝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电感搞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5 挥发性盼类 分光光度法、澳化容量法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分光光度法

17 耗氧量（CODMn法） 酸性高锺酸盐法、碱性高锺酸盐法

18 氨氮 离子色谱法、分光光度法

19 硫化物 碗量法

20 饷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火焰发射光度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21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22 菌落总数 平皿计数法

23 亚硝酸盐 分光光度法

24 硝酸盐 离子色谱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25 氧化物 分光光度法、容量法

26 氟化物 离子色谱法、离子选择电极法、分光光度法

27 E典化物 分光光度法、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离子色谱法

28 示 原子荧光光谱法、冷原子吸收光谱法

29 碑 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祸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30 砸 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祸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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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序号 检测指标 推荐分析方法

31 锅 电感桐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32 铭（六价） 电感娟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分光光度法

33 铅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34 总 α 放射性 厚样法

35 总卢放射性 薄样法

36 镀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37 砌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分光光度法

38 锦 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搞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39 银 电感娟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0 镰 电感精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1 钻 电感搞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2 锢 电感祸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3 银 电感稿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44 钱 电感锅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5 三氯甲烧

46 四氯化碳

47 苯

48 甲苯

49 二氯甲烧

50 1,2 二氯乙炕

51 1,1,1－三氯乙烧

52 1, 1,2－三氯乙烧

53 1,2－二氯丙烧

54 三澳甲炕

55 氯乙烯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56 1, 1－二氯乙烯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57 1,2，二氯乙烯

58 三氯乙烯

59 四氯乙烯

60 氯苯

61 邻二氯苯

62 对二氯苯

63 三氯苯（总量）

64 乙苯

65 二甲苯（总量）

66 苯乙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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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续）

序号 检测指标 推荐分析方法

67 2,4 二硝基甲苯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

68 2 ,6－二硝基甲苯 气相色谱－质谱法

69 荼

70 惠

71 荧惠
气相色谱－质谱法

离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器－紫外检测器法
72 苯并（b）荧惠

73 苯并（a）花

74 多氯联苯（总量）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

邻苯二甲酸二
75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2－乙基已基）醋

76 2,4,6 三氯盼
气相色谱－质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法
77 五氯盼

78 六六六（总量）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

79 y－六六六（林丹） 气相色谱质谱法

80 滴滴涕（总量）

81 六氯苯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

82 七氯 气相色谱质谱法

83 2 ,4－滴

84 克百威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法

85 涕灭威 液相色谱，质谱法

86 敌敌畏

87 甲基对硫磷 气相色谱－氮磷检测器法

88 马拉硫磷 气相色谱－质谱法

89 乐果 液相色谱－质谱法

90 毒死蝉

91 百菌清 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

92 秀去津 液相色谱质谱法

草甘麟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法

93 
液相色谱质谱法

注 1: 45 号～66 号为挥发性有机物，可采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或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同时测定。

注 2: 67 号～83 号、 86 号～92 号可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同时测定。

注 3: 83 号～92 号可采用液相色谱－质谱法同时测定。

注 4 ：草甘腾需要衍生化，应单独一个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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