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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农 田 灌 溉 水 质 标 准

GB 508四丁 92

代 斡 GB5081-85

St : rndards  fo r  i r r iga t ion  water  qua l i t y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l△i环境保护法》、防l⒈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

态平衡,促进经济发民·特制订本怀准: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J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农田灌溉水质要求、标准的实施和采样监测方法。

⒈2 jll Hl丿匚Fl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以地面水、地下水和处理后的城市污水及与城市污水水质相近的工业废水作水

源的农田灌溉用水。

本标准不适用医药、生物制品、化学试剂、农药、石油炼制、焦化和有机化工处理后的废水进行灌溉。

2 引用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3838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CJ18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C)J⒛。l 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3 标准分类

本标准根据农作物的需求状况,将灌溉水质按灌溉作物分为三类:

3.1 一类:水作,如水稻,灌水量 80Om3/占·年。

3.2 工类:早作,如小麦、玉米、棉花等。灌溉水量 3O0m3/亩·年。

⒊3 三类:蔬菜,如大白菜、韭菜、洋葱、卷心菜等。蔬菜品种不同,灌水量差异很大,一般为 ⒛0~5O0

m3/亩·茬。

四 标准值

农田灌溉水质要求,必须符合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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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标店矿′
作物分类

(对硼敏感{↑∶物.如:马铃菩、挣瓜、韭菜、洋葱、柑}丿i等)

(对硼耐受性较强的丨1f物,如小麦、I米、肯椒、小匚J

() (对硼耐受性强的仵物.女丨l: H二̄

肠菌群数,

在以 F地区,仑盐量水质标冫卩:叮以j适当放宽。

1 士t仃一定的水和j灌爿仁I程没加.能保证 -定
的引仁水和l地F水径流条H∶冉

∷
勹J地l/x

2 仃-定淡水资源能满足冲洗土l+.屮盐分的地区。

丿i卞}刂l氵{丨:亻:向匕i占辽当J山J卜J屯保F丨⒒∶;要̂
l∷
"、fl氵f氵|(、rJ轺i「丨∫∫、l吐:△iJ|

"Ⅰ为地:方补允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各案。

5 标准的实施与管理

5.1 本标准由各级农业部门负责实施与管理,环保部门负责监督。
5.2 严格按照本标准所规定的水质及农作物灌溉定额进行灌溉。
5.3 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处理后的△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应保证其下游最近淮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本
标准。

5.四 严禁使用污水浇灌生食的蔬菜和瓜果。

6 水质监测

6.1 当地农业部闸负责对污灌区水质、土壤和农产品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价。
62̌ 为了保障农业用水安全,在污水灌溉区灌溉期问,采样点应选在灌溉进水 口上。化学需氧量
(CC)ID)、氰化物、三氛乙醛及丙烯醛的标准数值为一次测定的最高值,其他各项际准数值均指灌溉期多
次测定的平均值。

6.3 本标准各项日的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2。

}章;:

表 2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选配分析方法

序 号 项  日 测 定 方 法
检测范围

mg/L
注   释 分析方法辛源

1 生化需氧量

(BODs)

稀释与接种法 3以上

GB7488

2 化学需氧量

(CODcr)

重铬酸盐法 10'`ˇ800

GB11911

3 悬浮物 滤膜法 5以上 视干扰情况具体 选

用
GB lO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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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丧 2

检泗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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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 纳F1|七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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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盐堂

讯{匕物

硫化物

l ( ) 以上

可测至 10以卜

(),02⌒̌O.8

结果以 Cl

结果↓∶头s?

GB6920

(jI‘5750

=l

J2 七、汞
冷原 J=吸收光度法

高锰酸钾一过硫酸钾消解法

{-l∴圮lc阝K

0.0001

包括无机或有饥结

合的可溶和l悬浮的

全部汞

(;B7468

高锰酸钾一过硫酸钾 消解-双

硫腙比色法
O.002⌒̌0.O1 GB7469

总 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螯合萃

取法)
0.001ˉ̄0.5

经酸消解处理后,测

得水样中的总镉量

GB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0‘001--0,05 GB7471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 甲酸银分

光光度法

0.007⌒̌0,5 测得为单体形态、无

机或有机物 中元`素

砷的总量

GB7485

铬(六价)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0,004'`ˇ1,0 GB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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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  号
ˉ
|    r页  日

检测范围

m g / I '
〓汪 释

总 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鬟萑竿劈'抵
测
|⑴
m

GB7470

直接法 O.2'`1̌O

鳌合萃取法 0,Ol-O.2

O。01冖̌ O,3O

17 '曾、铜 未过滤的样‘礻l经消

解后测得的总铜蚩,

包括浑予解的耵丨怂 浮

臼勹

←∶I‘7175

直接法 0, ()5⌒ˇ5

螯合萃取法

∷乙△ 1硫∫廴钗 苎|丨1睃钠(铜

0 . 0 O l ⌒Ǒ ,

{佥∫HΠ丁阝艮{)003

试剂)分光光度法 (3cm比色皿)

0.02 s0.07

(l cm比色皿)

18 '曾、锌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0.005^0̌,05 经消化处理 后测得

的水样中总锌量

GB7472

原 r吸收分光光度法 0.05'~l GB7475

19 '总石沔 工氨基联苯胺比色沼 检出下限 0.01

(jI3 575O

荧光分光光度法 检出下限 0,∞1

20 彳祆化牛勿 氟试剂比色法 O,O5- 1.8 结果以F^汁

(∶)I37482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0.05'`ˇ2. 5

离 0,05冖̀̌1 9O0 ()I‘ 748刂

氰化物
异烟酸-吡啶啉酮比色法 0.004'`冫0.25

包括全部简单氪 化

物和绝大部分络合

氰化物,不包括钴氰

铬合物

GB7486

吡啶-巴比妥酸比色法 0.002'`ˇ0.45

石油类 紫外分光光度法 0,05冖̌50 (1)、(2)、(3)

挥发酚
蒸馏后 艹氨基安替比林分光

光度法

(氯仿萃取法)

0,002^`ˇ6
GB7490

苯 气相色谱法 0.005^0̌.1

GB11937

二硫化碳萃取气相色谱法 0,05'1̌2

三氯乙醛 气相色谱法 最低检出值为

3×105ug

适用于农药(化工厂

污水测定
(1)、(2)、(3)

吡唑啉酮光度法 O。02-ˉ/5.6

ug/mL

适用于测定城市混

合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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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冖i方法 农源中、未列出国初i的.哲时采Hi下列方法,待囤家标准方法发布后。执行国家标准:

a,水吊l废水标准检验方法(第15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b,环境污染标准分析方法手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

c。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

d,卫生防疫检验,上海科技出版社 ,19“年(

续表 2

俭测范围

m g / I ' L亻竿y
蛳计
|¨̈

适用于各:阝:

I:5750

〓汪

最小检出浓度 O,l

0. ()2'`ˇ1, o

0.03^ˉ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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