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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环境管

理水平，我局批准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等８项标准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现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９３—２００５）
二、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１９４—２００５）
三、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５—２００５）
四、水质　凯氏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６—２００５）
五、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７—２００５）
六、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８—２００５）
七、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１９９—２００５）
八、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ＨＪ／Ｔ２００—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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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本标准规定了总氮的气相分子吸收测定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宝钢环境监测站起草。

本标准国家环保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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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地表水、水库、湖泊、江河水中总氮的测定。检出限００５０ｍｇ／Ｌ，测定下限０２００
ｍｇ／Ｌ，测定上限１００ｍｇ／Ｌ。

２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文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文，与本标准同效。

ＧＢ１１８９４─８９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３　术语与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在规定的分析条件下，将待测成分转变成气态分子载入测量系统，测定其对特征光谱吸收的方

法。

４　原理

在碱性过硫酸钾溶液中，于１２０～１２４℃温度下，将水样中氨、铵盐、亚硝酸盐以及大部分有机
氮化合物氧化成硝酸盐后，以硝酸盐氮的形式采用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进行总氮的测定。

５　试剂

本标准所用试剂，除特别注明，均为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化学试剂；实验用水为无氨水或新制

备的去离子水。

５１　无氨水的制备：将一般去离子水用硫酸酸化至ｐＨ＜２后进行蒸馏，弃去最初１００ｍｌ馏出液，收
集后面足够的馏出液，密封保存在聚乙烯容器中。

５２　碱性过硫酸钾溶液：称取４０ｇ过硫酸钾 （Ｋ２Ｓ２Ｏ８）及１５ｇ氢氧化钠 （ＮａＯＨ），溶解于水中，
加水稀释至１００ｍｌ，存放于聚乙烯瓶中，可使用一周。
５３　盐酸：ｃ（ＨＣｌ）＝５ｍｏｌ／Ｌ，优级纯。
５４　三氯化钛：原液，含量１５％，化学纯。
５５　无水高氯酸镁（Ｍｇ（ＣｌＯ４）２）：８～１０目颗粒。
５６　硝酸盐氮标准贮备液 （１００ｍｇ／ｍｌ）：称取预先在 １０５～１１０℃干燥 ２ｈ的优级纯硝酸钠
（ＮａＮＯ３）３０３４ｇ，溶解于水，移入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５７　硝酸盐氮标准使用液 （１０００μｇ／ｍｌ）：吸取硝酸盐氮标准贮备液 （５６），用水逐级稀释而成。

６　仪器、装置及工作条件

６１　仪器及装置
６１１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
６１２　镉 （Ｃｄ）空心阴极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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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圆形不锈钢加热架。
６１４　可调定量加液器：３００ｍｌ无色玻璃瓶，加液量０～５ｍｌ，用硅胶管连接加液嘴与样品反应瓶
盖的加液管。

６１５　比色管：５０ｍｌ，具塞。
６１６　恒温水浴：双孔或４孔，温度０～１００℃，控温精度±２℃。
６１７　高压蒸汽消毒器：压力１０７８～１２７４ｋＰａ，相应温度１２０～１２４℃。
６１８　气液分离装置 （见图１）：清洗瓶１及样品反应瓶３为５０ｍｌ的标准磨口玻璃瓶；干燥管５中
放入无水高氯酸镁 （５５）。将各部分用ＰＶＣ软管连接于仪器 （６１１）。

１—清洗瓶；２—定量加液器；
３—样品吹气反应瓶；４—恒
温水浴；５—干燥器

图１　气液分离装置

６２　参考工作条件
空心阴极灯电流：３～５ｍＡ；载气 （空气）流量：０５Ｌ／ｍｉｎ；工作波长：２１４４ｎｍ；光能量保

持在１００％～１１７％范围内；测量方式：峰高或峰面积。

７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水样采集在聚乙烯瓶中，用硫酸酸化至ｐＨ＜２，在２４ｈ内进行测定。

８　水样的预处理

取适量水样 （总氮量５～１５０μｇ）置于５０ｍｌ比色管 （６１５）中，各加入１０ｍｌ碱性过硫酸钾溶
液 （５２），加水稀释至标线，密塞，摇匀。用纱布及纱绳裹紧塞子，以防溅漏。将比色管放入高压
蒸汽消毒器 （６１７）中，盖好盖子，加热至蒸汽压力达到１０７８～１２７４ｋＰａ，记录时间，５０ｍｉｎ后
缓慢放气，待压力指针回零，趁热取出比色管充分摇匀，冷却至室温待测。同时取４０ｍｌ水制备空白
样。

９　干扰的消除

消解后的样品，含大量高价铁离子等较多氧化性物质时，增加三氯化钛用量至溶液紫红色不褪进

行测定，不影响测定结果。

１０　步骤

１０１　测量系统的净化
每次测定之前，将反应瓶盖插入装有约５ｍｌ水的清洗瓶中，通入载气，净化测量系统，调整仪

器零点。测定后，水洗反应瓶盖和砂芯。

１０２　校准曲线的绘制
取００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ｍｌ硝酸盐氮标准使用液 （５７），分别置于样品反应瓶

中，加水释至２５ｍｌ，加入２５ｍｌ盐酸 （５３），放入加热架 （６１３），于７０℃ ±２℃水浴 （６１６）
中加热１０ｍｉｎ。逐个取出样品反应瓶，立即与反应瓶盖密闭，趁热用定量加液器 （６１４）加入０５
２



ＨＪ／Ｔ１９９ ２００５

ｍｌ三氯化钛 （５４），通入载气，依次测定各标准溶液的吸光度，以吸光度与所对应的硝酸盐氮的量
（μｇ）绘制校准曲线。
１０３　水样的测定

取待测试样 （８）２５ｍｌ置于样品反应瓶中，以下操作同１０２校准曲线的绘制。
测定水样前，测定空白样，进行空白校正。

１１　结果的计算

总氮的含量 （ｍｇ／Ｌ）按下式计算：

总氮 ＝
ｍ－ｍ０

Ｖ×２５５０
式中：ｍ———根据校准曲线计算出水样中氮量，μｇ；

ｍ０———根据校准曲线计算出的空白量，μｇ；
Ｖ———取样体积，ｍｌ。

１２　精密度和准确度

１２１　精密度
测定总氮为３０５ｍｇ／Ｌ±０１５ｍｇ／Ｌ的统一标准样品 （ｎ＝６），测得结果为２９５～３０４ｍｇ／Ｌ，相

对标准偏差１１４％。
１２２　准确度

测定３０５ｍｇ／Ｌ±０１５ｍｇ／Ｌ的统一标样，测得平均值３０１ｍｇ／Ｌ，相对误差１３％；对地表水样
加入１５２５μｇ总氮标样，测得回收率９３％～１０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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