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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氚的分析方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及计划要求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GB 12375-90）的修订由原国家环保总局

核安全司、标准司提出，2007 年初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承担修订

工作。具体计划要求见下表。 

 

二、 修改编制过程 

2007 年 3 月接受修订任务，成立了编制组，经过资料调研、专

家咨询、论证，于 2007 年 9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2008 年 2 月原环保

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水中氚的分析方法（征求意见稿）>等七

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环办函【2008】89 号）。根据各有

关单位的反馈意见，于 2008 年 4 月初完成送审稿。2008 年 9 月 16

日国家核安全局下发了“关于召开七项辐射环境监测标准审查会的通

知”（国核安办[2008]152 号），于 9月 22 日-24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七项标准审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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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和说明 

 

1601 310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 修订 GB/T 12375－1990 



现行国家标准《水中氚的分析方法》（GB 12375-90）是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于 1990 年 6 月 7 日批准发布，1990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

该标准采用常压蒸馏，碱式电解浓缩，二氧化碳中和，真空冷凝蒸馏，

制成蒸馏液，用低本底液体闪烁谱仪测量。为了规范执行《辐射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技术、新

情况、新问题，对该标准方法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 

经过初步调研修改工作所形成的征求意见稿向辐射监测相关单

位征求了意见。被征求意见的单位主要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

保护局（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保

产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辐射环境监督

（测）站，清华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这些单位的反馈意见在 2008 年 3 月

陆续返回，主要意见归纳如下： 

1、根据国家环保总局与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环境标准管理

的协调意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由两局联合发布，因此标准封

面发布单位应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标准前言的表述按《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家环

保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41 号）附件十二规定，在资料性附录说明之下



增加或修改为：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

安全司、科技标准司提出；本标准起草单位；删除起草人；本标准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 年 月 日批准；本标准自 年 月 日起实施；本标准

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3、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导语的表述按《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

办法》（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41 号）附件十二国定。 

4、请在标准《编制说明》的封面列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

计划的年度及项目统一编号，以及对应的国标委 909 号文编号。在《编

制说明》中明确计划来源和清理修订标准的需求。 

5、征求意见单位应增加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6、建议对氚的刻度方法增加仪器的猝灭校正方法。 

7、建议标准仅对闪烁液的成分作出要求。 

8、标准 6.分析步骤部分，括号内所作表识与之对应内容完全不符，

需重新确定修改。 

9、建议标准中公式所涉及单位“计数/分”改为“cpm”。 

10、建议标准删除“电解浓缩”这一步骤，适用范围增加海水、废液。 

    在标准（送审稿）的编制中，我们认真吸取了上述各条反馈意见。

在标准正文内容、格式、相应文字和附图都作了较大的调整，按要求



进行了修改。 

部分反馈议意见，斟酌后没有采用，主要考虑如下： 

1、标准的适用范围“环境水”已包括海水、废液等。 

2、因标准适用范围包括江河湖水等本底监测，各监测单位使用仪器

规格不一致，“电解浓缩”这一步骤应保留。且标准在附录 A 中已说

明“A1 如果待测试样中氚的浓度较高，或仪器的灵敏度足够高，用

仪器直接测量，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时，可以省去电解浓缩一步，样品

经常压蒸馏，制样，直接用仪器测量即可。” 

3、标准中闪烁液配制已包含了闪烁液的成分。 

4、因“计数/分”与“cpm”所表示的单位相同，只是表述不同，为

使本标准与其他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保留公式涉及单位“计数/分”。 

5、样品在电解浓缩之前先蒸馏，降低其电导率，样品的猝灭程度相

当，一般不需要进行仪器的猝灭校正。 

三、 调研和分析工作的情况 

本次修订等效采用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水中氚的分析方法》

（GB 12375-90）。修订过程中参照了国家环保总局 2004 年 12 月 9 日

发 布 并 实 施 的 《 环 境 监 测 分 析 方 法 标 准 制 订 技 术 导 则 》

（HJ/T168-2004）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国

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与表示》计量技术规范（JJF 1059-1999）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

司组编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指南》（中国计量出版社）。根据

国内相关实验室实际工作情况对其部分内容作了修订。 

四、 技术审查 

环保部主持召开了标准技术审议会，参加技术审查的专家和部

门代表有环保部科技标准司、核安全司、中核集团、中国环境标准所、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标准化所、四

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广东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江苏

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吉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浙江省辐射环境监

测站（标准修订项目承担单位）等有关科研、管理、使用等方面的人

员。审议会纪要详见附件《水中氚的分析方法》（送审稿）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审议会纪要。 

标准审议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对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审查结论意见

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形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水中氚的分析方法》（送审稿）是在标准《水中氚的分

析方法》（GB 12375－90）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符合项目修订要求。 

    （二）、该标准修订过程中，参照了国内外最新技术进展，结合

了原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实践经验，并采纳了有关单位的合理意

见。该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可行。 

（三）、该标准格式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的规定。 

    （四）、该标准需要对以下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1、标准的正文以“直接测量”内容为主，“电解浓缩”部分放入附



录中说明。正文其他部分做相应调整； 

     2、补充可采用市售闪烁液的技术要求； 

     3、对“制样”部分作必要的修改； 

     4、在“测量”章节中增加“淬灭校正方法”以及仪器刻度方法的内

容； 

     5、增加“空白实验”内容，并有明确要求； 

     6、界定可进行直接测量方法的适用范围，必要时应进行实验； 

     7、术语、单位、公式及文字表述应进一步规范。   

承担单位根据专家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再次征求专家意见。 

五、 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了修改。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1、将“电解浓缩”部分放入附录中说明，标准正文以

“直接测量”内容为主。  

由于对绝大部分环境水样氚的测量，可以用反映最新技术水平的

低本底高灵敏度液闪计数器。所以将原标准的“电解浓缩”部分放入

附录中说明，正文部分以“直接测量”为主。 

     对正文其他部分作相应的修改，将与“电解浓缩”相关部分放在

附录中说明。 

2、对“分析步骤”部分作必要的修改。 

将“常压蒸馏”表述部分修改为“向蒸馏瓶中加入 0.3g 高锰酸

钾（3.1）和 1.5g 氢氧化钠（3.2）”，对待测样品进行碱处理是为了防

止其他放射性核素，诸如放射性碘和放射性碳不致与氚被一道蒸馏。



降低了高锰酸钾的用量。 

目 前 国 内 常 用 的 一 种 闪 烁 液 制 备 方 法 是 7.00gPPO 和

3.5gPOPOP，放入 1000mL 容量瓶内，用 1 份曲拉通 Triton X-100 与

2 份甲苯的比例适量配制的溶剂并稀释至刻度。样品测量为 8mL 水样

+12mL 闪烁液。这与原国家标准中推荐的闪烁液配备方法不同，据

此，修改了标准中闪烁液的配制方法。鉴于目前国内许多实验室直接

使用国外进口的商品类闪烁液，在修订标准中增加了以下表述“使用

市场上可以购到的商品闪烁液，应尽量选用低毒性、高闪点、溶解性

好的安全高效产品。用户有责任检验每一种替代闪烁液的可接受性，

并了解该商品闪烁液的性能与最佳使用条件。” 

3、“测量”部分增加“淬灭校正方法”、“空白实验”和“防止交

叉污染”内容。 

 在 6.1“仪器准备”部分增加了表述“仔细选择并确定氚测量的

能量道宽，使仪器的测量道对所测氚样品的灵敏度优值达到最大。”

增加了 6.5“空白实验”“每当更换试剂时，应进行空白试验；每批样

品分析时，应进行空白试验；应定期进行空白试验。”和 6.6“防止交

叉污染”“在操作过程中，例如制备试样、蒸馏等每一可能引起样品

间交叉污染的步骤中，要注意避免交叉污染。操作要按先低水平，后

高水平顺序进行。” 

4、“电解浓缩”装置增加了“固体聚合膜自动电解浓集装置”。 

聚合膜（SPE）阳离子交换树脂膜，被水饱和后是一种极好的离

子导体，其固定基为阴离子，迁移活性基为阳离子。进行电化学反应



时，反应水（纯水）在催化阳极分解，与此同时，氧负离子在阳极放

出电子，产生氧气，正氢离子在电场力作用下，以水合离子的形式穿

过 SPE 阳离子交换膜，到达电催化阴极，在此吸收电子，放出氢气。

因此该装置用于水样的电解浓集，操作简单，由于不存在任何溶质残

留物，水的体积浓缩率不存在极限；产生的氧气和氢气分别被半渗透

膜隔离不会产生爆鸣气体，安全性高；可进行大电流电解，缩短电解

时间。 

5、增加了目次和前言。 

国家环保总局 2004 年 12 月 9 日发布并实施的《环境监测分析方

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T168-2004）中第六节“环境监测分析方法

标准的构成”中提到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构成要素分为必备要素

和可选要素，在表 1 中所列的 21 个要素中，有 11 个为必备要素。 《水

中氚的分析方法》（GB 12375-90）中均缺少了其中的目次和前言，

经本次修订，对所缺 2 个要素进行了增补。 

6、对标准中部分术语、单位、公式及文字表述进行了规范。 

五、参考资料清单 

1、GB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标准化工作导则》 

2、HJ/T168-2004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3、HJ/T61-200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4、（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5、《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指南》（中国计量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