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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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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我国水环境监测工作的能力，实现水质监测的自动化和现代化，以期达到地表水水质预警监

测、污染源总量监测与控制的目的，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紫外（UV）吸收水质自动在线分析仪的研制生产以及性能检验、选型使

用、日常校核等方面的主要技术要求。 

紫外（UV）吸收水质自动在线分析仪适用于污水处理的过程控制和水质监测。在水质

监测中光吸收系数与化学需氧量或高锰酸盐指数具有相关性时，可将 UV仪的光吸收系数折

算成化学需氧量或高锰酸盐指数。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保总局 2005年 9月 20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5年 11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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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UV）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地表水、地下水和污水的紫外（UV）吸收自动在线监测分析仪（以

下简称 UV仪）的技术要求和性能试验方法。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 UV仪的研制、生产和性能检验。 

 
2  定义 

2.1  试样  导入 UV仪的地表水、地下水或污水等样品。 

2.2  校正液 

为了获得与试样光吸收系数相同的指示值所配置的校正液，有以下 2种： 

2.2.1  零点校正液 

2.2.2  量程校正液 

注：仪器校正时，对厂家已配置校正滤光片（或量程校正液）的 UV仪也可直接采用校

正滤光片（或量程校正液）进行校正，可以不用邻苯二甲酸氢钾量程校正液。 

2.3  零点漂移  指采用本技术要求中规定的零点校正液（7.2.3）为试样连续测试，UV仪显

示值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 

2.4  量程漂移  指采用本技术要求中规定的量程校正液（7.2.5）为试样连续测试，UV仪显

示值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 

2.5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MTBF）  指 UV 仪在检验期间总运行的小时数（h）与发

生的故障次数（次）之间的比值。单位：h/次。 

2.6  光吸收系数（SAC）  将吸光度值 A与池厚（光程）L（mm）之比作为光吸收系数（SAC），

计算公式：
L

A 0010
× ，单位为 m-1。 

 
3  UV仪的种类、原理及测量范围 

3.1  种类 

按检测方式分类有单波长、多波长和扫描紫外吸收（UV）仪。 

按安装方式分类有采水型和浸入型，采水型又分为吸收池型和落水型。 

3.2  原理 

3.2.1 单波长 UV仪 

以单波长 254nm作为检测光直接透过水样进行检测的 UV仪。 

3.2.2 多波长 UV仪 

在紫外光谱区内以多个紫外波长作为检测光源的 UV仪。 

3.2.3 扫描型 UV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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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样进行可见和紫外区域扫描的 UV仪。 

3.2.4 采水型 UV仪 

将水样采集到仪器内部后，用吸收池或水流自然落下的方式进行检测的 UV仪。 

3.2.5 浸入型 UV仪 

将仪器的检测部分直接浸入水样中进行检测的 UV仪。 

3.3 干扰及消除 

水样中浊度和色度会干扰 UV仪测定。因此，所有 UV仪须具有可见光光路，用于消除

浊度和色度的影响。 

3.4 测定范围 

标准溶液浓度与换算成 1m 光程的吸光度呈线性的范围。最小测定范围为 0～20 m-1，

最高测定范围可达 0～250 m-1或更高。 

 
4  工作电压与频率 

工作电压为单相（220±20）V，频率为（50±0.5）Hz。 

 
5  性能要求 

5.1  当采用第 7条试验时，UV仪的性能须满足表 1的技术要求。 

5.2  系统具有设定、校对和显示时间功能，包括年、月、日和时、分。 

5.3  当系统意外断电且再次上电时，系统能自动清洗吸收池、自动复位到重新开始测定的

状态。 

表 1    UV仪的性能指标 

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重复性 量程的±2%以内 7.4.1 

零点漂移 量程的±2%以内 7.4.2 

量程漂移 量程的±2%以内 7.4.3 

直线性 量程的±5%以内 7.4.4 

MTBF ≥720 h/次 7.4.5 

电源电压波动时的稳定性 量程的±2%以内 7.4.6 

绝缘阻抗 2MΩ以上 7.4.7 

 
6  仪器构造 

6.1  一般构造  必须满足以下各项要求。 

6.1.1  结构合理，各部件的安装良好，坚固。 

6.1.2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可平稳工作。 

6.1.3  各部件不易产生机械、电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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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不因漏水、被水浸湿和结露等影响 UV仪的运行性能。 

6.1.5  便于维护、检查，无安全危险。 

6.2  结构  如图 1所示，UV仪的构成应包括：测量单元（光源、吸收池、检测器）和数据

显示、数据处理、数据传输等。 

光源 吸收池

数据显示 数据处理 数据传输

测量单元

检测器

 
 

图 1  UV仪的基本构成图 

6.2.1  测量单元  由光源、吸收池、检测器组成。 

（1）光源  由光源灯及其电源装置构成。单波长检测一般由低压汞灯作光源，提供 254nm

的光。多波长检测一般采用氘灯、氙灯和钨灯等。 

（2）吸收池  能使光源发出的光透过水样，并具有一定光程长的空间（池）。吸收池须具

有自动清洗功能，能自动清除附着在池表面上遮挡光路的污物。 

（3）检测器  光电系统接受透过吸收池的辐射光照射后产生电信号的装置。必要时可由

透镜、光学滤膜等组合而成。 

6.2.2  数据显示、处理和传输单元 

（1）数据显示  具有将 UV 值按比例转换成直流电压或电流输出，并将测定值显示或记

录下来的功能。 

（2）数据处理  具有数据采集系统和换算等功能的装置。 

（3）数据传输  具有数据输出、传输功能的装置。 

6.2.3 附属装置  根据需要，UV仪须配置试样自动稀释、自动清洗等附属装置。 
 
7  检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环境温度  在 5℃～35℃之间，试验期间的温度变化在±5℃以内。 

7.1.2  湿度  相对湿度在 85%以下。 

7.1.3  大气压  在 95～106 kPa压力下，其变化幅度在 5%以内。 

7.1.4  电源电压  （220±20）VAC。 

7.1.5  电源频率  （50±0.5）Hz。 

7.1.6  仪器预热时间  按说明书规定的时间。 

7.2  试剂 

7.2.1  纯水  重蒸馏水（于蒸馏水中加入少许高锰酸钾进行重蒸馏）或确认无紫外吸收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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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邻苯二甲酸氢钾  优级纯。在 120℃的温度下干燥 1h，放置在干燥器中冷却后备用。 

7.2.3  零点校正液  用纯水（7.2.1）作零点校正液。 

7.2.4  量程校正储备液  准确称取 1.000g的邻苯二甲酸氢钾（7.2.2），用纯水（7.2.1）溶解

后全量转入到 1000ml的容量瓶中，再加纯水定容至标线，备用。 

7.2.5  量程校正液  按所需的倍数将量程校正储备液（7.2.4）进行稀释。 

7.2.6  量程中间溶液  将量程校正液的浓度用纯水稀释一倍，至量程校正液浓度的一半。 

7.3  试验准备及校正 

7.3.1  仪器预热  将仪器通电后，按说明书所述进行仪器预热，使仪器的各部分稳定运行。 

7.3.2  校正  按仪器说明书中的校正方法，用零点和量程校正液进行零点校正和量程校正。 

7.4  试验方法 

7.4.1  重复性  在 7.1的实验条件下，测定零点校正液 6次，将各次显示值的平均值作为零

值。在相同的条件下，测定量程校正液 6次，将各次测定值扣除零值后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7.4.2  零点漂移  采用零点校正液，连续测定 24h。利用该段时间内的初期零值（最初的 3

次测定值的平均值），计算最大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值的百分比。 

7.4.3  量程漂移  在零点漂移试验中，于零点漂移试验的前后采用量程校正液代替零点校正

液，分别测定 3次，计算平均值。由分别减去零点漂移后量程测定值的变化幅度，求出相对

于量程值的百分比。 

7.4.4  直线性  零点和量程校正后，测定量程中间溶液。当仪器显示值稳定后读取量程中间

溶液的测定值（光吸收系数）。量程中间溶液测定值与量程中间溶液对应的光吸收系数（见

附录 A）之差，相对于量程值的百分比。 

7.4.5  MTBF  采用实际水样，连续运行 2个月，记录总运行时间（h）和故障次数（次）。

此项指标可在现场进行考核。 

7.4.6  电源电压波动时仪器稳定性  采用量程校正液，加上高于或低于规定电压 10%的电源

电压时，读取显示值。分别进行 3次测定，计算各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相对于量程值的百分

率。 

7.4.7  绝缘阻抗  在关闭 UV仪电路状态下，采用国家规定的阻抗计（直流 500 V绝缘阻抗

计）测量电源相与机壳（接地端）之间的阻抗。 
 
8  标识 

在仪器上，必须在醒目处端正地表示以下有关事项，并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8.1  名称及型号。 

8.2  测定对象。 

8.3  测定范围。 

8.4  使用温度范围。 

8.5  电源类别及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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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制造商名称。 

8.7  生产日期和批号。 
 
9  操作说明书 

操作说明书中，至少必须说明以下有关事项。 

9.1  安装场所。 

9.2  水样的前处理方法。 

9.3  试样流量。 

9.4  配管及配线。 

9.5  预热时间。 

9.6  使用方法。 

9.6.1  测量原理及方式 

9.6.2  测定的准备及校正。 

9.6.3  校正液的配制方法。 

9.6.4  测定操作。 

9.6.5  测定停止时的处置。 

9.7  排出废液的处理。 

9.8  维护检查。 

9.8.1  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导则。 

9.8.2  流路系统的清洗。 

9.8.3  故障时的对策。 
 

附录 A 

邻苯二甲酸氢钾校正液在 25℃的条件下，在 254nm紫外波长处的光吸收系数可参考下

表。校正液的光吸收系数在 5℃～30℃之内的温度特性为（4.5×10-3）/℃。 

量程校正液及其光吸收系数表（单波长 254nm检测方式） 

邻苯二甲酸氢钾校正液浓度（mg/l） 25℃时的光吸收系数（SAC） 

50 44 

100 87 

20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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