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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对CJ/T3018.1—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专用术语》、CJ/T3018.2—1993《生活垃圾渗

沥水 色度的测定》、CJ/T3018.3—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总固体的测定》、CJ/T3018.4—1993《生
活垃圾渗沥水 总溶解性固体与总悬浮性固体的测定》、CJ/T3018.5—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硫酸

盐的测定 重量法》、CJ/T3018.6—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氨态氮的测定 蒸馏法和滴定法》、CJ/

T3018.7—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凯氏氮的测定 硫酸汞催化消解法》、CJ/T3018.8—1993《生活垃

圾渗沥水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CJ/T3018.9—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总磷的测定 钒

钼磷酸盐》、CJ/T3018.10—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CJ/T3018.11—

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培养法》、CJ/T3018.12—1993《生活

垃圾渗沥水 化学需氧量(CODCr)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CJ/T3018.13—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钾和钠的测量 火焰光度计法》、CJ/T3018.14—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细菌总数的检测 平板菌落

计数法》和CJ/T3018.15—1993《生活垃圾渗沥水 总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15项标准的整

合修订。
本标准与CJ/T3018.1~3018.15—199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原标准中渗沥水名称改成渗沥液;
———氨氮的检测增加了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总磷的检测增加了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总大肠菌群的检测增加了滤膜法;
———增加了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对总氮的测定;
———增加了原子荧光光谱法对汞和砷的测定;
———增加了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及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对镉和铅的测定;
———增加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法对总铬的测定;
———增加了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对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增加了电导率仪法对电导率的测定;
———增加了质量保证和控制。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天津市市容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同济大学、北京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深

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爱华、张益、李晓勇、沈国萱、岳优琴、王磊、张玉林、马志峻、董晓丹、吴爽、

陈晓岚、张建军、姚庆军、韩志梅、何俊宝。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CJ/T3018.1~3018.15—1993。

Ⅰ

CJ/T428—2013



生活垃圾渗沥液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渗沥液的术语和定义、色度、总固体、总溶解性固体与总悬浮性固体、硫酸

盐、氨氮、凯氏氮、总氮、氯化物、总磷、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电导率、钾和钠、总汞、总
砷、铅和镉、总铬、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等21个项目的检测方法及其质量保证和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渗沥液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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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74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HJ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出限 limitofdetection
某特定分析方法在给定的置信度内可从样品中检出待测物质的最小浓度或最小量。

3.2
标准曲线 standardcurve
以纯溶剂作参比,用一系列标准溶液直接测得信号值后所绘制的曲线。然后在相同的操作条件下

测定样品的信号值,从标准曲线上查得该样品信号值的含量或浓度。

3.3
工作曲线 workingcurve
当样品的前处理对被测组分产生的干扰不可忽视时,不应用一系列标准溶液直接测定信号值,应制

作经与样品完全相同前处理后的标准溶液,再测定信号值后所绘制的曲线。从工作曲线上可查得在相

同操作条件下被测样品信号值的含量或浓度。

3.4
准确度 accuracy
测定值与真实值的符合程度。可用直接测定标准样品或测定标准样品回收率的方法进行分析

评价。

3.4.1
标样分析 standardsampleanalysis
用一个已知被测物质含量的标准样品(一般都是人工合成的)进行分析,从测得结果与已知含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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