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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23448-2009《卫生洁具 软管》，与GB/T 23448-200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修改产品的分类与代号（见第4章，2009年版的第4章）；

— 修改材料要求（见第5章，2009年版的第5章）；

— 删除软管内径最小尺寸要求（见2009年版的第6.2.2）；

— 修改软管有效连接螺纹的要求（见6.3.1）；

— 增加流量要求（见6.6）；

— 增加抽取软管抗弯曲要求（见6.9）；

— 增加洗涤软管和抽取软管耐冷热循环要求（见6.10）；

— 修改表面耐腐蚀要求（见6.12，2009年版的第6.1.3）；

— 增加有害物析出限量要求（见6.13和附录A）；

— 增加流量试验方法的规定（见7.6）；

— 修改抗拉伸试验方法的规定（见7.7，2009年版的第7.6）；

— 修改抗脉冲试验方法的规定（见7.8，2009年版的第7.7）；

— 修改耐老化试验方法的规定（见7.11，2009年版的第7.10）；

— 修改表面耐腐蚀试验方法的规定（见7.12，2009年版的第6.1.3）；

— 增加有害物析出试验方法的规定（见7.13和附录B）。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49）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 GB/T 2344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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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洁具 软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卫生洁具用软管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代号、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和标识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压力不大于1.0MPa，供水温度4℃～90℃的连接供水管路与用水卫生洁具或用水

卫生洁具之间相互连接的柔性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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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 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 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7307 55°非密封管螺纹

GB/T 7759.1-2015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第1部分：在常温及高温条件下

GB/T 7759.2-2014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第2部分：在低温条件下

G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6662 建筑给水排水设备器材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66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卫生洁具用软管 flexible hose for sanitary tapware

用于冷、热水给水管道与用水卫生洁具之间或卫生洁具与卫生洁具之间相互连接，便于移动或者能

弯曲的柔性管。

3.2

连接软管 flexible link hose for water

用于连接给水管路与用水器具（如便器、热水器、水嘴、洗衣机等）的软管。

3.3

淋浴软管 flexible hose for shower

用于连接给水管路或水嘴与淋浴花洒的软管。

3.4

洗涤软管 flexible hose for washing

用于连接给水管路与洗涤喷头的软管。

3.5

抽取软管 pullout hose for kitchen faucet

用于厨房龙头与出水喷头连接的软管。

3.6

冷水软管 flexible hose for cool water

适用水温不高于50℃的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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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热水软管 flexible hose for hot water

适用水温高于50℃的软管。

3.8

软管长度 flexible hose length

软管两接头外端面之间的距离。

3.9

套管 sleeve

将内管固定到软管接头的装置。

3.10

饮用水软管 flexible hose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drinking water

安装在生活饮用水输送管道，用于连接供水管路与给水器具（如厨房水嘴、面盆水嘴或饮水机等）

的软管。

4 分类与代号

产品的分类方法与代号见表1、表2和表3。

表 1

按用途分类 连接软管 淋浴软管 洗涤软管 抽取软管

代号 L S W P

表 2

按卫生标准分类 饮用水软管 非饮用水软管

代号 D N

表 3

按使用水温分类 冷水软管 热水软管

代号 C H

5 材料

5.1 产品使用的所有与饮用水接触的材料，在本文件规定的使用条件下，不应对饮用水造成任何水质、

外观、味觉、嗅觉等变化。

5.2 橡胶密封圈材质按 GB/T 7759.1-2015 和 GB/T 7759.2-2014 规定的方法，分别在-10 ℃±1 ℃和

70 ℃±1 ℃的条件下进行 24 h 试验,压缩永久变形应不超过 20%。

5.3 软管用的编织丝、接头、套管应使用防腐蚀性材料，不应使用铝材。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金属外管表面不应有剥层、气泡、氧化皮、锈斑、裂纹、油污、明显划伤、压痕、尖锐折叠等

缺陷；非金属外管表面不应有明显波纹、熔接痕、擦划伤、修饰损伤等缺陷。

6.1.2 软管接头的内外表面不应有裂纹、凹凸等明显缺陷；螺纹表面不应有断牙、凹痕等缺陷。

6.2 尺寸

产品标称尺寸由制造商确定，产品长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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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位:mm

产品长度 L L≤ 500 500﹤L≤1 000 1 000﹤L≤2 000 L＞2 000

允许上偏差 ΔL +10 +20 +30 +40

允许下偏差 ΔL 0 0 0 0

6.3 螺纹连接

6.3.1 软管接头管螺纹精度应符合 GB/T 7307 的要求,其中外螺纹精度等级应不低于 B级。软管有效

连接螺纹最小长度应达到图 1和表 5的规定。对特殊产品，允许采用合同规定的规格。

图1 软管有效连接螺纹示意图

表5 单位:mm

螺纹规格
最小长度

内螺纹( m1 ) 外螺纹( m2 )

G 1/4 4 6

G 3/8 5 7

G 1/2 6 7

G 3/4 7 8.5

G 1 8 9.5

M 8 4 6

M 10 5 6

M 12 5 6

M 15 6 7

M 16 6 7

6.3.2 软管连接螺纹应能承受不小于 20 N·m 的扭矩，经扭矩试验后螺纹应无裂纹、损坏。

注： 淋浴软管、抽取软管与花洒（或喷头）连接端螺纹不适用于本条款。

6.4 密封性

按7.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软管各部位应无破裂、渗漏或其它缺陷等现象。

6.5 耐压性

按7.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软管各部位应无破裂、渗漏或其它缺陷等现象。

6.6 流量

按7.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出水流量应达到表6的规定。

m
2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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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产品类别 供水压力/ MPa 流量/ (L/min)

连接软管

0.30 ±0.01

≧ 8

淋浴软管 ≧ 20

洗涤软管

≧ 12

抽取软管

注： 与水嘴、淋浴花洒、淋浴器配套的软管，其流量满足对应产品执行标准时，本条款可不做要求。

6.7 抗拉伸性

淋浴软管、洗涤软管和抽取软管按7.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接头应不脱落、软管各部位应无破

裂、渗漏等不良现象。

6.8 抗脉冲性

连接软管、洗涤软管按7.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软管应无破裂、密封性满足6.4的要求。

6.9 抗弯曲性

6.9.1 淋浴软管、洗涤软管和抽取软管

按7.9.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应无破裂、损坏和渗漏等不良现象。

6.9.2 连接软管

除金属波纹管外，其它连接软管按7.9.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椭圆度≤15%；

金属波纹连接软管按7.9.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应满足6.4和6.5的要求。

6.10 耐冷热循环性

淋浴软管、洗涤软管和抽取软管按7.10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应无破裂、渗漏，密封性应满足6.4

的要求。

6.11 耐老化性

按7.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软管各部位应无破裂、渗漏，密封性应满足6.4的要求。
注：淋浴软管、抽取软管不适用于本条款。

6.12 表面耐腐蚀

按GB/T 10125-2012进行24 h乙酸盐雾试验（ASS）后，应不低于GB/T 6461-2002标准表1中外观评

级（RA）9级的要求。

6.13 有害物析出限量（适用于饮用水软管）

6.13.1 金属有害物析出限量

铅析出统计值（Q）应不大于5 μg/L，非铅元素的析出量应不大于附录A中表A.1规定的限值。

6.13.2 有机化合物析出限量

应不大于附录A中表A.2和表A.3规定的限值。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

采用目测。目测距离为500 mm，光照度不低于300 lx，不得借助任何放大仪器。

7.2 尺寸

用精度为1 mm的直尺或钢卷尺测定，测量时软管应处于自然放置状态，不应用力拉伸软管。

7.3 螺纹连接

7.3.1 螺纹精度用相应级别的螺纹量规测定。

7.3.2 螺纹长度用精度不低于 0.1mm 的卡尺或深度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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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螺纹扭矩用扭矩扳手进行测试。测试时将软管连接螺纹(含密封胶垫)套在相应的夹具上，逐渐

施加扭力至规定的扭矩值。用同样方式对软管的另一端螺纹进行扭矩测试。

7.4 密封性能

将软管一端连接到加压设备上，另一端连接一个流量调节阀。冷水软管通入室温水；热水软管通入

70 ℃±2 ℃的热水，调节流量调节阀，使水以6 L/min的流速流经软管5 min。然后调整动压至0.50 MPa

±0.02 MPa ,保持5 min±10 s。

7.5 耐压性能

将软管一端连接到加压设备上，另一端连接一个带有排气阀的堵头。向软管中缓慢加入温度不大于

30 ℃的室温水，待排净管内空气后关闭排气阀。

连接软管和洗涤软管：

在1 min±10 s内将供水压力缓慢增加至1.40 MPa±0.02 MPa，保持1 h±5 min，然后加压至3.50 MPa

±0.02 MPa，保持1 min±10 s。

淋浴软管和抽取软管：

在1 min±10 s内将供水压力缓慢增加至0.70 MPa±0.02 MPa，保持1 h±5 min，然后加压至2.00 MPa

±0.02 MPa，保持1 min±10 s。

7.6 流量

将软管按图2安装在试验设备上，在软管进水端施加0.30 MPa±0.01 MPa的供水压力，保持1 min

后，读取流量计显示的实际值，读取3次取平均值。

① ─ 供水设备；

② ─ 管路系统；

③ ─ 流量计，测量精度为±2%；

④ ─ 截止阀；

⑤ ─ 直管，长度大于20倍管内径；

⑥ ─ 压力表，测量精度为±1%，安装在距测试连接口（5～10）倍管内径；

⑦ ─ 测试样品。

图2 流量试验示意图

7.7 抗拉伸性

步骤1：将软管一端固定在拉伸设备上，另一端逐渐增加拉力至67 N,往复拉伸10 000次。

步骤2：另一端逐渐增加拉力至500 N，保持60 s±5 s，此时软管接头不应脱落。

步骤3：将软管在一个直径为50 mm的圆柱物上缠绕一圈，并在软管的两端逐渐施加拉力至67 N，观

察软管是否与圆柱物完全贴合。

步骤4：将软管一端连接到加压设备上，另一端连接一个带有排气阀的堵头。通入不大于30 ℃的室

温水，对软管施加0.30 MPa±0.02 MPa的静压力，保持2 min±10 s，观察软管各部位有无破裂、渗漏

等不良现象。

供水系统 测试系统

1 2 3
4 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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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抗脉冲性

将软管安装在一个能产生脉冲压力的装置上，该装置能产生从0.5 MPa至1.2 MPa的梯形脉冲压力，

脉冲频率为15 次/min。对冷水软管：试验水温为60 ℃±3 ℃；对热水软管：试验水温为90 ℃±3 ℃。

对连接软管施加250 000个脉冲冲击后，观察软管各部位有无破裂；密封性按7.4进行检验。

对洗涤软管施加50 000个脉冲冲击后，观察软管各部位有无破裂；密封性按7.4进行检验。

7.9 抗弯曲性

7.9.1 180°弯曲性试验

步骤1：如图3所示，将软管进水端与弯曲测试仪器上的水平旋转管连接，旋转管外径为50 mm±5 mm。

另一端用堵头密封并承受5 N的拉力。再通过旋转管向软管中充入0.10 MPa±0.02 MPa的气压，以每分

钟20 次的频率作180°旋转5000 次。

注： 旋转“一次”是指位置1→位置2→位置1。

步骤2：将软管一端连接到加压设备上，另一端连接一个带有排气阀的堵头。通入不大于30 ℃的室

温水，对软管施加0.30 MPa±0.02 MPa的静压力，保持2 min±10 s，观察软管各部位有无破裂、损坏

和渗漏等不良现象。

空气

位置1
Φ50

位置2

5N

180°

图3 180°弯曲试验示意图

7.9.2 360°弯曲性试验

步骤1：根据软管的公称直径和长度，在表7中选择试验用的圆柱体半径和所需的拉力值。

表 7

软管公称直径DN/mm 圆柱体半径R/mm 软管最短长度/mm 拉力/N

DN 6 25 400 15

DN 8 30 450 15

DN 10 35 500 20

DN 13 45 600 30

DN 15 60 700 35

DN 20 80 9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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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环境温度为23 ℃±2 ℃的条件下，如图4所示将软管中心部位围绕一个刚性圆柱体缠绕

一周，在图示的A区范围内应使软管紧贴圆柱体，软管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施以表7规定的拉力值，测量

B区范围内形成的最小外径。

步骤3：根据公式（1）计算椭圆度：

Ο=(Da-De)/Da×100% ……………………………………（1）

式中：

Ο —— 椭圆度；

Da —— 弯曲前的软管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e —— 弯曲时形成的软管最小外径，单位为毫米（mm）。

图 4 360°弯曲性试验示意图

7.9.3 金属波纹连接软管抗弯曲性试验

步骤1：将软管中心部位紧贴一个直径为80 mm的刚性圆柱体弯曲，使弯曲后两边形成的夹角为90°。

然后将软管弯曲回直线状。重复此步骤共 2 次；

步骤2：接下来在原弯曲处仍沿直径80 mm的刚性柱体向步骤1相反的方向弯曲使弯曲后两边形成的

夹角为90°。然后将软管弯曲回直线状。重复此步骤共 2 次；

步骤3：将软管按7.4、7.5进行试验。

7.10 耐冷热循环性

将软管安装在冷热循环试验装置上，调整动压为0.30 MPa±0.02 MPa，同时使流量保持在6.0 L/min；

向软管通入 70 ℃±2 ℃的热水，维持 2 min，然后向软管通入 20 ℃±2 ℃的冷水，维持 2 min，冷

热水切换时间不大于 2 s，重复 300 次 循环试验后，按7.4进行密封测试。

7.11 耐老化性

将软管安装在老化试验设备中，通水1min后调节至静水压力为 1.20 MPa±0.02 MPa，在整个老化

过程中保持这个压力，将热水软管浸入 90 ℃±3 ℃的水中保持 168 h；冷水软管浸入 60 ℃±3 ℃的

水中保持168 h，观察试验过程中各部位是否有破裂、渗漏等不良现象，试验后按7.4进行密封测试。

7.12 表面耐腐蚀

按GB/T 10125-2012进行 24 h 乙酸盐雾试验，结果按GB/T 6461-2002标准进行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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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有害物析出限量

按附录 B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6.1、6.2、6.3、6.4、6.5、6.12。

8.2.2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以同类别、同品种、同型号产品进行组批，出厂检验所需的样本从组批中随机抽取。按GB/T 2828.1

的规定进行抽样,采用特殊检验水平S-2，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8.2.3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的接收质量限(AQL)为1.5。

经检验所要求项目均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凡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

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包括本标准第6章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8.3.2 检验条件

有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8.3.3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8.3.3.1 组批

以同类别、同品种、同型号产品进行组批，每1000根为一批，不足1000根仍以一批计。

8.3.3.2 抽样及判定

型式检验的样本在提交合格批中抽取，抽样及判定按表8的规定进行。经检验所有项目均合格时，

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凡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表8

检验项目 章条 不合格类别
样品数量（个）/

(合格判定数，不合格判定数)

外观 6.1 C

1,(0/1)

尺寸 6.2

B螺纹连接 6.3

密封性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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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耐压性 6.5

B

1,(0/1)

流量 6.6

抗拉伸性 6.7

抗脉冲性 6.8

抗弯曲性 6.9

耐冷热循环性 6.10

耐老化性 6.11

表面耐腐蚀 6.12

有害物析出限量 6.13 A

8.3.3.3 检验程序

型式检验的最小样品数为6个，样品应按照表9的程序测试。软管有害物析出限量应另外增加样品单

独进行试验，样品数量根据附录B第B.2条确定。

表9

程序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样品5 样品6

1 外观 密封性 密封性 密封性 密封性 密封性

2 尺寸 抗拉伸性 抗脉冲性 抗弯曲性 耐冷热循环性 耐老化性

3 螺纹连接 密封性 密封性 密封性 密封性 耐压性

4 表面耐腐蚀 ／ ／ ／ ／ 密封性

9 标志和标识

9.1 永久性标志

产品的明显位置应刻印商标。

9.2 产品标识

9.2.1 产品或包装上至少应标明产品名称、分类代号、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制造商名称、商标、产

地。

9.2.2 饮用水软管应在包装上的明显位置标识“饮用类”。

9.3 合格证和说明书

产品最小包装应附有合格证，每批产品应提供安装使用说明。特殊情况按合同要求处理。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每套产品应分别包装、并保证产品之间不发生碰撞。用全封闭纸箱或木箱作外包装。

10.2 产品在运输中应防止挤压和磕碰。

10.3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处，不得与酸、碱及有腐蚀性的物品共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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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软管有害物析出限量要求

软管金属有害物析出限值见表A.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析出限值见表A.2，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析出

见表A.3。

表 A.1

序号 元素名称 限值/(ug/L)

1 锑 0.6

2 砷 1.0

3 钡 200.0

4 铍 0.4

5 硼 500.0

6 镉 0.5

7 铬 10.0

8 六价铬 2.0

9 铜 130.0

10 汞 0.2

11 硒 5.0

12 铊 0.2

13 铋 50.0

14 镍 20.0

15 锰 30.0

16 钼 4.0

表 A.2

序号 物质名称 CAS 号 限值/(ug/L)

1 氯乙烯 75-01-4 0.2

2 1,1-二氯乙烯 75-35-4 0.7

3 二氯甲烷 75-09-2 0.5

4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7

5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0

6 三氯甲烷 67-66-3 80

7 1,1,1-三氯乙烷 71-55-6 20

8 四氯化碳 56-23-5 0.5

9 苯 71-43-2 0.5

10 1,2-二氯乙烷 107-06-2 0.5

11 二氯一溴甲烷 75-27-4 80

12 甲苯 108-88-3 总 100

13 四氯乙烯 127-18-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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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续）

14 一氯二溴甲烷 124-48-1 总 80

15 苯乙烯 100-42-5 10

16 三溴甲烷 75-25-2 总 80

17 1,4-二氯苯 106-46-7 7.5

18 1,2-二氯苯 95-50-1 60

19 1,2,4-三氯苯 120-82-1 7

20 1,2,3-三氯苯 87-61-6 0.3

21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1

22 1,1,2,2-四氯乙烷 79-34-5 0.2

23 1,1,2-三氯乙烷 79-00-5 0.5

24 1,2,3-三氯丙烷 96-18-4 4

25 1,2,4-三甲苯 95-63-6 50

26 1,2-二溴乙烷 106-93-4 0.005

27 1,2-二氯丙烷 78-87-5 0.5

28 2-氯甲苯 95-49-8 10

29 4-氯甲苯 106-43-4 10

30 4－异丙甲苯 99-87-6 0.3

31 溴苯 108-86-1 0.3

32 溴氯甲烷 74-97-5 9

33 溴甲烷 74-83-9 1

34 氯苯 108-90-7 10

35 氯甲烷 74-87-3 3

36 顺-1,3-二氯丙烯 10061-01-5 0.4

37 二氯二氟甲烷 75-71-8 0.3

38 乙苯 100-41-4 70

39 异丙苯 98-82-8 70

40 邻、间、对二甲苯 95-47-6 1000

41 1-甲基丙苯 135-98-8 0.3

42 反-1,3-二氯丙烯 10061-02-6 0.4

43 三氯乙烯 79-01-6 0.5

44 三氯一氟甲烷 75-69-4 200

表 A.3

序号 物质名称 CAS 号 限值/(ug/L)

1 苯并噻唑 95-16-9 3

2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131-11-3 50

3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84-66-2 600

4 2-羟基苯并噻唑 934-34-9 0.3

5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84-74-2 70

6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85-68-7 100

7 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己）酯 117-81-7 0.6

8 苊 83-32-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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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续）

9 苊烯 208-96-8 0.3

10 蒽 120-12-7 0.3

11 荧蒽 206-44-0 0.3

12 萘 91-20-3 10

13 菲 85-01-8 0.3

14 芘 129-00-0 0.3

15 双酚 A 80-05-7 10

16 1,2-二氯苯 95-50-1 60

17 2，4-二氯酚 120-83-2 5

18 2，4-二甲酚 105-67-9 10

19 2-甲萘 91-57-6 3

20 2-甲酚 95-48-7 40

21 3，3-二氯联苯胺 91-94-1 0.08

22 4-氯-3-甲酚 59-50-7 70

23 苯乙酮 98-86-2 20

24 双（2-氯乙基）醚 111-44-4 0.03

25 六氯乙烷 67-72-1 0.9

26 N-亚硝二甲胺 62-75-9 0.0007

27 N-亚硝二丙胺 621-64-7 0.005

28 N-亚硝二苯胺 86-30-6 7

29 五氯酚 87-86-5 0.1

30 酚 108-95-2 200

31 1，2-二溴-3-氯丙烷 96-12-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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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金属、有机化合物析出测试方法

B.1 原理

用含碳酸氢钠和次氯酸钠的模拟自来水浸泡样品表面与水接触部分，用满足测试要求的仪器设备测

定浸泡液中的金属元素及有机化合物的浓度。测得的浓度值经标准化处理后再经过数据运算与标准规定

的限值比较。

B.2 样品

用于测试金属有害物析出需取相同规格型号的样品3个；用于测试有机化合物析出的测试样品数量

需满足所取样品的过水体积总和不少于1 L。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所测试的样品可以代表其他各种型号

的产品：

a) 材料具有相同合金、成分或配方；

b) 设计和制作过程相似；

c) 具有最大的过水表面积与体积比。

B.3 试剂

B.3.1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简称纯水），电导率≤0.1 uS/cm；

B.3.2 次氯酸钠(溶液)（分析纯，有效氯含量≥5%）；

B.3.3 无水碳酸氢钠（分析纯）；

B.3.4 浓硝酸（优级纯）；

B.3.5 浓盐酸（优级纯）；

B.3.6 被测元素的标准溶液。

B.4 试验用浸泡液的配制

B.4.1 0.025 mol/L含氯常备溶液

取 7.3 mL 次氯酸钠溶液（B.3.2），用纯水稀释至 200 mL，贮存于密闭带塞的棕色瓶中，避光保

存，此溶液为含氯常备溶液。每周需配制新鲜的溶液。

取 1.0 mL 含氯常备溶液用试剂水稀释至 1 L，立即分析总余氯（A）。

为了配制余氯浓度为2 mg/L的溶液，需要向试验用浸泡液中加入含氯常备溶液的体积，按公式（B.1）

计算：

V＝
A

B0.2
…………………………………………（B.1）

式中：

V —— 需加入含氯常备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B —— 试验用浸泡液的体积，单位为升（L）；

A —— 含氯溶液总余氯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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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0.4 mol/L 碳酸氢钠溶液

将 33.6 g 无水碳酸氢钠溶解于纯水中，并用纯水稀释至 1 L，充分混匀。每周需配制新鲜的溶液。

B.4.3 试验用浸泡液

配制 1 L浸泡液：取 25 mL 0.4 mol/L 碳酸氢钠溶液（B.4.2）、适量含氯常备溶液（B.4.1），用

纯水稀释至 1 L，用 0.1 mol/L 盐酸调整 pH 值，使溶液的 pH 为 8.0±0.5；碱度(以 CaCO3 计)为 500 mg/L

±25 mg/L；无机碳为 122 mg/L±5 mg/L；余氯为 2 mg/L±0.5 mg/L。

按照上述比例配制实际所需要的浸泡液。

B.5 样品洗涤与稳定化

用自来水冲洗样品 15 min，然后用纯水洗涤 3次，洗去样品内的残渣和污物。在室温(23±2) ℃，

用浸泡液洗涤样品 3次，并用浸泡液完全充满样品，浸泡一段时间后将浸泡液倒掉，浸泡时间应不超过

72小时。

B.6 样品的浸泡

样品在（23±2） ℃条件下进行浸泡。在对样品进行洗涤和稳定化之后，用浸泡液完全充满样品内

腔，根据浸泡液的用量记录样品内部体积。样品两端用聚四氟乙烯薄膜密封，或用包有聚四氟乙烯薄膜

的干净软木塞或橡皮塞塞紧。浸泡试验按照下面的次序进行 19天。测试第 1天早上 8 时充入浸泡液，2

个小时后更换一次浸泡液，连续更换四次于 16 时完成当日浸泡液更换，浸泡液充满软管内腔保持 16

小时；第 2天早上 8时按第 1 天的过程重复进行。第 3天、第 4天、第 5天按照第 1天过程重复进行并

将保持 16小时的浸泡液收集起来，第 5 天 16 时完成浸泡液更换，再保持 64 小时后倒掉浸泡液。样品

进入第 8天和第 15 天重复进行第一个循环的完整浸泡过程。测定铅的浓度取第 3，4，5，10，11，12，

17，18，19 天收集的经过 16 小时浸泡的浸泡液进行测试。非铅元素和有机化合物测试取第 19 天收集

的经过 16 小时浸泡的浸泡液进行测试。测试开始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样品的浸泡按照表

B.1 的次序进行。

表 B.1

说明：

W/C —— 样品的清洗和处理；

＜72 —— 样品处理和浸泡开始之前稳定化的时间（小于 7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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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倒入和更换浸泡液的时间间隔为 2 h；

16 —— 保持 16 h（过夜）；

16 —— 保持 16 h 用于测试；

C —— 收集前一天保持 16 h 的浸泡液；

64 —— 保持 64 h（周末）。

B.7 水样的收集和保存

浸泡完成之后，按以下方式对水样进行收集和保存：

a) 测试金属有害物含量的水样，收集放入带盖的聚四氟乙烯瓶中，加入浓硝酸使溶液 PH值＜2，

并摇匀，于室温下储存，14天内测定。

b) 测试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水样，收集 40 mL 放入带聚四氟乙烯盖棕色玻璃样品瓶中做挥发

性有机物测试用，并在每 40 mL 样品中加入 25 mg 的抗坏血酸来除去水样中残留的氯，然后小

心加入两滴 1：1 的盐酸至每个 40 mL 的样品瓶中，调节 pH值至小于 2。

c) 测试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水样，收集约 1 L 放入带聚四氟乙烯盖棕色玻璃样品瓶,并在

样品中加入 40 mg 的亚硫酸钠来除去水样中残留的氯（加入时应该搅拌或振荡直至亚硫酸钠溶

解），用 1：1 的盐酸将样品的 pH值调节至小于 2。

所有的样品从采集后到萃取前，都应在暗处冰镇或保存在温度不高于 4 ℃的冰箱中，在 7 天内完

成萃取，并在 14 天内完成分析。

B.8 检测方法

B.8.1 金属有害物含量检测

按照 GB/T 5750.6 规定的方法测试；铋的检测按照 GB/T 5750.6 的规定，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

法（ICP/MS）或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B.8.2 有机化合物含量检测

按照 GB/T 5750.8 规定的方法测试。

B.9 有害物浓度测定值的标准化处理与结果计算

B.9.1 实验室浓度标准化

对实验室测试的水样中有害物的浓度按公式（B.2）进行标准化结果计算：

X＝C ×
1L

L

V

V
………………………………………………（B.2）

式中：

X —— 标准化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C —— 实验室测试水样中有害物析出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VL —— 试验用浸泡液的体积，单位为升（L）；

VL1 —— 标准化体积，单位为升（L），此处规定为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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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分析有害物浓度值表示见表 B.2。

表 B.2 单位：ug/L

样品
每天浓度

3 4 5 10 11 12 17 18 19

1 C13 C14 C15 C110 C111 C112 C117 C118 C119

2 C23 C24 C25 C210 C211 C212 C217 C218 C219

3 C33 C34 C35 C310 C311 C312 C317 C318 C319

标准化浓度值表示见表 B.3。

表 B.3 单位：ug/L

样品
每天浓度

3 4 5 10 11 12 17 18 19

1 X13 X14 X15 X110 X111 X112 X117 X118 X119

2 X23 X24 X25 X210 X211 X212 X217 X218 X219

3 X33 X34 X35 X310 X311 X312 X317 X318 X319

B.9.2结果计算

B.9.2.1铅析出统计值（Q）的计算

按公式（B.3）计算标准化浓度自然对数值：

ijY =ln( ijX ) …………………………………………………（B.3）

按公式（B.4）计算单个样品的标准化浓度自然对数值平均值：

iY =( 3iY + 4iY + 5iY + 10iY + 11iY + 12iY + 17iY + 18iY + 19iY )/9 ……………………（B.4）

按公式（B.5）计算 3 个样品 Yi的平均值Y ：

Y =
n

Y
n

i
i

1 ………………………………………………（B.5）

按公式（B.6）计算对数标准偏差 s ：

s =

 
1

1

2






n

YY
n

i
i

…………………………………………（B.6）

按公式（B.7）计算铅析出统计值：

Q = e Y
× e  sk 1 …………………………………………（B.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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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 是确定铅析出统计值（Q）的常数值，为 2.60281；

i 为样品（1，2，3）；

j 为实验日期（3，4，5，10，11，12，17，18，19）；

n 为样品数，此处为 3 个。

B.9.3 非铅金属有害物及有机化合物的析出量计算

非铅金属有害物及有机化合物的析出量取第 19 天收集的 16 h 水样检测，测得的浓度进行标准化，

非铅金属有害物取 3 个样品标准化浓度的几何平均值；有机化合物取标准化浓度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