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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化学品测试导则Ｎｏ．３０３（２００１年）《模拟试验　污水

好氧处理：活性污泥单元法》。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范围、术语与定义、质量控制；

———将计量单位改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单正军、石利利、刘济宁、杨力、陈琳、陈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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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污水好氧处理模拟试验：

活性污泥单元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污水好氧处理模拟试验：活性污泥单元试验的方法概述、仪器和设备、试验准

备、试验程序、质量控制、数据与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测试与评价可溶于水的、非挥发性的化学品的最大生物降解能力。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生物降解性　犫犻狅犱犲犵狉犪犱犪犫犻犾犻狋狔

受试物与接种物接触表现出的生物降解潜力。

２．２

初级生物降解　狆狉犻犿犪狉狔犫犻狅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

受试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化学结构发生变化致使特性丧失的过程。

２．３

化学需氧量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狅狓狔犵犲狀犱犲犿犪狀犱，犆犗犇

在强酸性溶液中，一定量的重铬酸盐氧化水样中还原性物质所消耗氧化剂的量，也可表示为每毫克

受试物消耗的氧气量（ｍｇ／ｍｇ）。

２．４

溶解性有机碳　犱犻狊狊狅犾狏犲犱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犇犗犆

溶液中有机碳的含量，或通过０．４５μｍ滤膜过滤后试液中有机碳的含量，或经４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离

心１５ｍｉｎ后上清液中有机碳的含量。

２．５

停滞期　犾犪犵狆犺犪狊犲

试验开始到降解率达到１０％的时期，即微生物的适应期。

２．６

稳定期　狆犾犪狋犲犪狌狆犺犪狊犲

连续试验中，降解率达到最大时的持续时间。通常，至少应持续３周，测试１５个有效数据。

３　受试物信息

ａ）　结构式；

ｂ）　纯度；

ｃ）　水溶性；

ｄ）　挥发性；

ｅ）　吸附性；

ｆ）　微生物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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