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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第3部分。GB/T575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第3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第5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
———第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第7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
———第8部分:有机物指标;
———第9部分:农药指标;
———第10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
———第11部分:消毒剂指标;
———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
———第13部分:放射性指标。
本文件 代 替 GB/T5750.3—2006《生 活 饮 用 水 标 准 检 验 方 法  水 质 分 析 质 量 控 制》,与

GB/T5750.3—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b) 更改了质量控制要求(见第4章,2006年版的第3章);

c) 增加了滴定法检出限(见6.4);

d) 更改了校准与回归(见6.6,2006年版的第5章);

e) 增加了“能力验证”的质量控制方法(见7.6);

f) 更改了测定结果的报告(见第9章,2006年版的9.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施小明、姚孝元、张岚、朱英、杨艳伟、姜杰、陆一夫、刘丽萍、谢琳娜、陈永艳、

吕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5年首次发布为GB/T5750—1985,2006年第一次修订为GB/T5750.3—2006;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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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作为生活饮用水检验技术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与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配套,是GB5749的重要技术支撑,为贯彻实施GB5749、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

安全性评价提供检验方法。

GB/T5750由13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提供水质检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目的在于提供水样采集、保存、管理、运输和采样质量控制的基

本原则、措施和要求。
———第3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目的在于提供水质检验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与方法。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5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无机非金属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目的在于提供金属和类金属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7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有机物综合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8部分:有机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有机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9部分:农药指标。目的在于提供农药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0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消毒副产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1部分:消毒剂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消毒剂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目的在于提供微生物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第13部分:放射性指标。目的在于提供放射性指标的相应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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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3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和水源水水质检验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与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和水源水水质的测定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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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5750.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

GB/T5750.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2741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GB/T32465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内部质量控制要求

CNAS-GL027:2018 化学分析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指南———控制图的应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控制 qualitycontrol;QC
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致力于满足质量要求。
[来源:GB/T19000—2016,3.3.7]

3.2
方法验证 methodverification
针对要采用的标准方法或官方发布的方法,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证实。
[来源:GB/T32467—2015,9.2]

3.3
精密度 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对同一或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所得示值或测得的量值间的一致程度。
[来源:GB/T27417—2017,3.15]

3.4
准确度 accuracy
被测量的测得的量值与其真值间的一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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