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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净水厂用煤质活性炭的要求、试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包装、运输i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净化以及水源突发污染的净化处理用煤质活性炭。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5750．6—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 7491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GB／T 7701．1—2008煤质颗粒括性炭气相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GB／T 7701．2—2008煤质颗粒活性炭净化水用煤质颗粒活性炭

GB／T 7702．1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水分的测定

GB／T 7702．2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粒度的测定

GB／T 7702．3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强度的测定

GB／T 7702．4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装填密度的测定

GB／T 7702．6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亚甲蓝吸附值的测定

GB／T 7702．7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碘吸附值的测定

GB／T 7702．16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pH值的测定

GB／T 7702．17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漂浮率的测定

GB／T 7702．20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孔容积和比表面积的测定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活性炭activated carbon

含碳物质经过炭化、活化处理制得的具有发达孔隙结构和巨大比表面积的碳吸附剂。

3．2

煤质(基)活性炭activated carbon from coal

制造碳吸附剂时所用的基材为煤的活性炭。

3．3

颗粒活性炭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

颗粒尺寸在80目(0．18 ram)筛网以上的活性炭。

3．4

粉末活性炭powdered activated carbon

颗粒尺寸在80目(o．18 ram)筛网以下的活性炭。



4要求

外观

暗黑乜炭素物质，呈颗粒状或粉末状

杂质

活性炭中不应含有影响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

技术指标

生活蚀用水净永厂用煤质活性炭技术指标应符合表l的要求

表1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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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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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要求
序号 项 目

颗粒活性炭 粉末括性炭

14 有效粒径／ram 0．35～1．50

15 均匀系数 ≤2．1‘

16 锌(Zn)／(Vg／g) <500 <500

17 砷(As)／(vg／g) <2 <2

18 镉(Cd)／(pg／g) <1 <1

19 铅(Pb)／(pg／g) <IO <10

8
200目对应尺寸为75 pm，通过筛网的产品大于或等于90％。

“适用于降流式固定床使用的不规则状颗粒活性炭。

5试验方法

5．1外观检验

目视法。

5．2孔容积的测定

孔容积的测定，按GB／T 7702．20的规定。

5．3比表面积的测定

比表面积的测定，按GB／T 7702．20的规定。

5．4漂浮率的测定

漂浮率的测定，按GB／T 7702．17的规定。

5．5水分的测定

水分的测定，按GB／T 7702．1的规定。

5．6强度的测定

强度的测定，按GB／T 7702．3的规定。

5．7装填密度的测定

装填密度的测定，按GB／T 7702．4的规定。

5．8 pH值的测定

pH值的测定，按GB／T 7702．16的规定。

5．9碘吸附值的测定

碘吸附值的测定，按GB／T 7702．7的规定。

5．10亚甲蓝吸附值的测定

亚甲蓝吸附值的测定，按GB／T 7702．6的规定。

5．11酚值的测定

酚值的测定，按附录A的规定。

5．12二甲基异莰醇吸附值的测定

二甲基异莰醇吸附值的测定，按附录B的规定。

5．13水溶物的测定

水溶物的测定，按GB／T 7701．2—2008附录c的规定。

5．14粒度的测定

粒度的测定，按GB／T 770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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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有效粒径的测定

有效粒径的测定，按附录C的规定

516均匀系数的测定

均匀系数的测定，按附录c的规定

5 17锌(Zn)的测定

锌(zn)的测定，按附录D的规定。

5 18砷(As)的测定

砷(As)的测定，按附录D的规定。

检验项目见袅2

表2检验项目

每批

中的各项

m&ⅢⅨ

√

&&



表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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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8 pH值 √ √

9 碘吸附值 √ √

10 亚甲蓝吸附值 √ √

11 酚值 √

12 二甲基异莰醇吸附值 √

13 水溶物 √ √

14 粒度 √ √

15 有效粒径 √

16 均匀系数 √

17 锌(Zn) √

18 砷(As) √

19 锅(Cd) √

20 铅(Pb) √

注：“√”为检验项目，。一”为免检项目，“*”为商定项目。

6．4组批

按GB／T 7701．1—2008中4．2．2的规定。

6．5抽样

按GB／T 7701．1—2008中4．2．3的规定。

6．6判定规则

按GB／T 7701．1—2008中4．2．4的规定。

7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按GB／T 7701．1—2008第6章的规定执行。

5



C2／T 345—2010

A．1 吸附等温线的测定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吸附等温线和酚值的测定

活性炭样品与待试水样经充分混合、吸附后，测定待试水样中的污染物的剩余浓度，从而计算出该

活性炭样品对水中污染物的吸附值。它通常以水中污染物的剩余浓度为横轴，以单位质量的活性炭所

吸附污染物的量为纵轴，用图表示(或用吸附方程表示)，而水净化中常用的吸附方程为弗累德利希

(Freundlich)方程(A．1)，按式(A．1)计算：

』ⅥX=Kc÷

式中：

x——污染物的减少量(被吸附量)，rag；

M——活性炭的添加量，g；

K——常数[其物理意义为c(剩余浓度)为1 mg／L时，单位重量活性炭吸附污染物的量]

c——水中污染物的剩余浓度(平衡浓度)，rag／L；
1

音——直线(在双对数坐标纸上为直线)的斜率。
A．1．1试剂和材料

A．1．1．1水

需要处理的水样。

A．1．1．2滤膜(孔径0．45 pm)

应用蒸馏水浸泡24h后再使用。

A．1．1．3高锰酸钾

优级纯。

A．1．2仪器和设备

A．1．2．1电热恒温干燥器

0℃～300℃。

A．1．2．2干燥器

内装变色硅胶或无水氯化钙。

A．1．2．3分析天平

感量0．000 1 g。

A．1．2．4振荡器

频率240次／分土20次／分，振幅36 mm士6 mm。

A．1．2．5具塞磨口锥形瓶

500InL。

A．1．2．6试验筛

≠200 mm×50 ram(H)(方孔)。

A．1．2．7玻璃漏斗

≠70 mm～9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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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活性炭样品的制备

将待试的活性炭样品用四分法取出10 g左右，磨细至90％以上能通过325目(45 pm)筛网，然后

将筛上、筛下的物料充分混匀，在150℃士5℃的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2 h，再置于干燥器中冷却，

备用。

A．1．4测定步骤

A．1．4．1取6只500mL具塞磨口锥形瓶，分别编为1号、2号、3号、4号、5号、6号。

A．1．4．2分别向2号、3号、4号、5号、6号瓶中加入2mg、4mg、6mg、8mg、10mg活性炭样品。

A．1．4．3分别向6只锥形瓶中加入200 mL需要处理的水样。

A．1．4．4盖紧瓶塞，置于振荡器上振荡30 min。

A．1．4．5用滤膜过滤水样。

A．1．4．6分别测定水样中的污染物剩余浓度(rag／L)。

A．1．5结果计算

按式(A．2)计算：

!!!二盟兰!：!
优．

式中：

旬——1号瓶中污染物的浓度，rag／L；

c，——i号瓶中污染物的浓度，rag／L；

×1 000(mg／g)

0．2——水样体积(200 mL)折合成L为0．2；

m；——不同瓶中加入的活性炭量，mg；
1 ooo——l g为1 000 mg的换算系数。

A．1．5．1按式(A．2)计算，得到5组数据，即：cz白“岛f。

92 q3口4 95 96

A．1．5．2以c为横轴，q为纵轴，用双对数坐标纸作图，即可得一近似直线，此直线即为吸附等温线。

计算结果参见表A．1和图A．1。

A．1．6精度

按此方法测量得到吸附等温线，并用弗累德利希(Freundlich)方程回归后，其精度为90％左右(即

偏差为士10％)。

A．2酚值的测定

在酚浓度为100 pg／L的水样中加入不同数量的粉末活性炭，经过充分振荡、过滤后，用4一氨基安替

比林分光光度法测定水样中酚的剩余浓度。按照测定吸附等温线的方法A．1，求出剩余浓度为

10 pg／L时的粉末活性炭投加量，此粉末活性炭投加量就是酚值。

A．2．1试剂和材料

A．2．1．1水

需要处理的水样。

A．2．1．2待试验的粉末活性炭

A．2．1．3 500 mL的具塞磨口锥形瓶

A．2．1．4振荡器

按本附录A．1．2．4的规定。

A．2．2操作

按本附录A．1．3～A．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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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见GB 7491水质挥发酚的测定。

A．2．4计算

A．2．4．1按表A．1和图A．1进行酚值的计算。

A．2．4．2 吸附等温线试验的数据(酚值的计算)，见表A．1。

表A．1 吸附等温线试验数据(酚值的计算)

1号活性炭样品 2号活性炭样品

M X q(X／M) M X q(X／M)

粉末炭添 残留酚含量／ 吸附酚 单位粉末炭的 粉末炭添 残留酚含量／ 吸附酚 单位粉末炭的

加量／(mg／L) (t,g／L) 的量／mg 吸酚量／(rag／g) 加量／(rng／L) (txg／L) 的量／r雌 吸酚量／(mglg)

O 100 0 0 98 O

5 40 60 12．0 5 49 49 9．8

10 18 62 8．2 10 29 69 6．9

15 9 91 6．1 15 24 74 4．9

20 6 94 4．7 20 17 81 4．1

25 4 96 3．8 25 14 84 3．4

30 3 97 3．2 30 12 86 2．9

A．2．4．3以残留浓度c为横轴，q(XIM)为纵轴，将表A．1中数据整理如图A．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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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酚残留浓度(平衡浓度)吸附等温线计算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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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4图A．1中，由c为10／，g／L处作垂直线，分别交吸附等温线1于P，；交吸附等温线2于Pz。

过P，和Pz分别作水平线与纵轴相交于K。和K：，由图可知K。为6．1，K。为2．7。

l号和2号样品的酚值按式(A．3)和式(A．4)计算：

N1一—1010--一10：14．75≈15(mg／L)n1

Nz一学_32．59一-．33(mg／L)
式中：

N， 1号样品的酚值，mg／L’

Nz——2号样品的酚值，mg／L。

A．2．4．5根据式(A．3)和式(A．4)计算结果，2号活性炭样品的酚值大于25 mg／L，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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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二甲基异莰醇(2-MIB)吸附值的测定和检测方法

B．1二甲基异莰醇(2一Mill)吸附值的测定

在水样中加人不同数量的磨制成粉末的活性炭，按附录A中A．1进行操作。然后用色质联用分析

方法对六个水样中的2-MIB浓度进行测定，水中2-MIB的剩余浓度为横轴，以单位活性炭吸附2-MIB

的量为纵轴，在双对数坐标纸上将五点连接成线，并最终整理成方程，按附录A式(A．1)计算：

取c为10 ng／L，代人式(A．1)求得q，即2-MIB的吸附量。

B．1．1试剂和材料

按附录A．1．1的规定。

B．1．2设备和仪器

按附录A．1．2的规定。

B．1．3活性炭样品的制备

按附录A．1．3的规定。

B．1．4测定步骤

按附录A．1．4的规定。

B．1．5计算

按附录A．1．5的规定。

B．2二甲基异莰醇(2-MIB)的检测方法

本方法系利用固相微萃取顶空法技术，将样品中的待测化合物吸附在涂有二乙烯基苯／碳分子筛／

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固相微萃取针的吸附纤维上，再将吸附纤维插入气相色谱分析仪的进样口，借助进样

口高温使吸附物脱附，以脱附物的相对保留时问及质谱图来检测样品中的2-MIB的成分与含量。

B．2．1干扰

任何有机物都有可能吸附在吸附纤维上干扰分析结果，应用质谱判定可能的干扰。对于含余氯的

水样，分析前宜先用硫代硫酸钠去除其干扰。

B．2．2设备和材料

B．2．2．1质谱仪分析系统

扫描范围为40 m／z～200 m／z的质谱仪。

B．2．2．2毛细管气相色谱柱

HP．5MS，5％苯基甲基硅氧烷柱，管长30m，内径0．25mm，管壁厚度0．25／zm。可承受温度范围

至325℃，或同级品。

B．2．2．3恒温水浴锅

能保证温度在65℃土0．5℃范围的恒温水浴锅。

B．2．2．4磁力搅拌器

可维持转速约200 r／rain。

B．2．2．5采样瓶

100 mL附有四氟乙烯垫片的棕色玻璃瓶。

B．2．2．6气提瓶

135 mL附可穿刺的四氟乙烯垫片的血清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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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7微量注射器

100 mL微量注射器。

B．2．2．8固相微萃取针

固相微萃取针上的吸附纤维材质为50／30 pm二乙烯基苯／碳分子筛／聚二甲基硅氧烷。第一次使

用固相微萃取的吸附纤维前，应先置于气相色谱分析仪进样口，参照制造厂商建议的温度与时间调整至

最佳状态。

B．2．2．9天平

可精确称量到0．1 mg。

B．2．2．10容量瓶

A级50 mL容量瓶。

B．2．2．11玻璃纤维滤纸

0．7 pm。

B．2．3试剂

B．2．3．1不舍有机物的试剂水

本方法应使用不含有机物的试剂水，即试剂水中干扰物的浓度应低于方法中待测物的检测极限。

B．2．3．2甲醇

优级纯。

B．2．3．3二甲基异莰醇(2·M珥)

标准品，分析纯。

B．2．3．4 2-异丙基-3-甲氧基吡嗪(2一isopropyl．3-methoxy pyrazine)

拟似标准品，分析纯。

B．2．3．5 2一异丁基．3-甲氧基吡嗪(2-isobutyl习一methoxy pyrazine)

内标准品，分析纯。

B．2．3．6氯化钠

分析纯。如需要应用烘烤方法去除污染；如烘烤无效，应更换另一批次的氯化钠。

B．2．3．7硫代硫酸钠

分析纯。

B．2．3．8标准溶液

可采购浓度经确认的市售标准品或以纯标准品自行配制。

B．2．3．9中间标准液

将标准液用甲醇或试剂水稀释配制成所需的单一或混合化合物的中间标准溶液。储存中间标准液

时，瓶上部的空间应尽量小，以避免挥发性有机物的逸出。浓度为10 000 ng／L的中间标准液，在4℃

下的保存期限为20 d。并且要求储存区内无异味干扰。

B．2．3．10内标准溶液

50．0 pg／L的2一异丁基一3一甲氧基吡嗪。将标准溶液用甲醇或试剂水稀释配制成50．0 pg／L的内标

准溶液。取此溶液10．00 pL，添加待分析水样50 mL，此时添加的(2一异丁基一3一甲氧基吡嗪)浓度为

10．0 ng／L，依此类推。

B．2．3．11拟似标准溶液

50．0 pg／L的2一异丙基一3一甲氧基吡嗪。将标准溶液用甲醇或试剂水稀释配制成50．0 pg／L的拟似

标准溶液。取此溶液10．0 pg／L，添加待分析水样50 mL，其添加的(2一异丙基一3一甲氧基吡嗪)浓度为

10．0 ng／L，依此类推。

B．2．3．12质谱仪校正标准品溶液

对氟溴化苯(4一Bromofluorobenzene)标准品：建议浓度为25 pg／mL，以甲醇为溶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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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样品采集与保存

B．2．4．1样品量最少为100 mL，装满水样的瓶子中不应有气泡。如预估水样中待测物质的浓度超过

标准曲线的范围时，则进行稀释。

B．2．4．2如要分析不含藻体成分或颗粒的溶解性2-MIB，应用玻璃纤维滤纸过滤后再行分析。

B．2．4．3如水样中含有余氯时，在采样前应在每100 mL水样中添加约0．7 mL浓度为10％的硫代硫

酸钠(it意不宜添加抗坏血酸)，以去除余氯。

B．2．4．4采集的样品，其运送和保存的环境温度必须在4℃以下，且样品存放区内不应存在有机溶剂

蒸气。

B．2．4．5样品保存期限为14 d。

B．2．5操作步骤

B．2．5．1 固相微萃取及脱附上机分析建议步骤

B．2．5．1．1添加内标准溶液及拟似标准溶液

用50 mL容量瓶分别量取10．0 PL浓度为50．0 Pg／L的内标准溶液及拟似标准溶液，分别加待测

水样到50．0 mL，此时上述两种物质的浓度为10．oo ng／L。

B．2．5．1．2在气提瓶中先加入13．5 g的NaCJ，再加入上述已添加内标准溶液及拟似标准溶液的水样

50 mL，插入吸附针。参照图B．1 SPME配置图。

B．2．5．1．3将气提瓶置于65℃的恒温水浴中加热。

B．2．5．1．4经15 S搅拌后，压下吸附针纤维至顶部空间进行吸附，于65℃恒温水浴中气提，吸附

30rain。

B．2．5．1．5吸附30 rain后，先擦干吸附针头上水分，再将吸附纤维插入气相色谱分析仪中进行分析，

吸附纤维在气相色谱分析仪进样口中停留10 rain，以确定可否用于下次分析使用。

B．2．5．2色质联用分析条件

脱附时间：2．5 rain；

载气：氦气；

流速：1 mL／min，分流／不分流进样口，不分流模式；

进样口温度：250℃，进样压力：0．06 MPa；

传输线温度：280℃。

升温设定：

起始温度：60℃维持2．5 rain；

升温速度：8℃／rain，升温至250℃；

最终温度：250℃保持5 rain。

使用离子选择检测进行定量及定性的质量设定参数，见表B．1。

表B．1 使用离子选择检测进行定量及定性的质量设定参数

保留时间／ 主要离子／ 次要离子／
化合物

(m／z) (m／z)

2一MIB 10．95 95 93、107、108、135

2-isopropyl’。3。。methoxy pyrazine 9．17 137 152、124

2-isobutyl—‘3‘。methoxy pyrazine 9．17 124 151、94

B．2．5．3续效测试及标准曲线的制作与确认

B．2．5．3．1每一气相色谱和质谱，建议以相当于50 ng的对氟溴化苯上机分析，所得质谱应符合

表B．1的要求才能进行标准曲线的建立及样品分析工作。此分析应每12 h进行一次。

B．2．5．3．2最少配制五种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最低一点浓度应与方法定量极限(约为方法检测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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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倍)的浓度相当(建议配制浓度为5 0 ng／L、10 0 ng／L、20 0 ng／L、50 o ng／L盟100 0 nz儿，其

线性范围在2 ng／L--300 ng／L之间，应可达到相对标准偏差(RSD)dq 20“的规定)。加人适量的内

标准溶液及拟似标准溶液井充分混合。用尖峰感应讯号面积或高度对化合物浓度及内标准物质浓度．

按式(B 1)计算感应园子(Response factor，RF)：

面高器 ⋯⋯⋯⋯c B1，

式中：

RF——待铡物的平均感应因子；

A。 待测物的感应讯号强度；

RF 待测物的平均感应因子；

v， 水样体积，L。

B 2 7品质管理

B 2 7 1仪器调整及校正

气相色谱分析仪应符合B 2 5 3所述的品质要求。

B 2 7 2使用新吸附纤维前，应使用标准曲线中间浓度的复核标准品进行复棱样品分析．其回收率应

在75蹦～1 25蹦之间，如无法达到，则应重新制作标准曲线。

B 2 7 3标准曲线确认

其分析结果的相对误差应在±25蹦“内，如达不到要求应分析原因。

B 2 7 4分析样品前，应进行空白试验，u确认系统未受任何污染。进行过高淮度样品分析或更换溶

剂后亦应进行空白试验。空白分析结果应低于方法检测极限的两倍。

13



B 2 7 5每批次测试或测试lO个样品以上时，均应进行空白试验。复核样品分析、重复样品分析厦

添加样品分析，“监测评估分析数据。空白分析值应低千方法检测扳限的两倍。复核样品分析的回收

率范围为80“～120蹦，添加样品分析的回收率范围为70“～1 30“。

B 2 7 6拟似标准品的回收率

分析样品时添加的拟似标准品其回收率范围为80蹦～1 20“。

B 2 7 7待测物色质联用分析定性条件

主要离子及次要离子均出现，且待涮物的停留时间落在可接受的范国内，停留时间的测定是利用标

准曲线中间点浓度的标准液，连续3 d每天分析一趺，由3趺的停留时间统计得到的平均停留时间及其

标准偏羔(s)，可接受的停留时间即为平均停留时闯(±3 s)。

B 2 8精度与准确度

单一试验室2 MIB所得的精度与准确度，见表B 2。

表B 2单一实验宣2-MIB分析的精度与准确度

*《自

2 MIB

7 50 mI．^#镕ml3 5 g∞NzCI

图B1 SPME配置图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有效粒径和均匀系数的测定

C 1测定

有效粒往是滤流和吸附过程中进行水力、传质计算的一个重要粒径参数。活性擞粒度分布曲线对

。‘。

。*tR∞##，mm
图c 1活性炭的有效粒径(d”)测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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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d5。的求法

沿重量60％的点作平行于横轴的线交粒度分布曲线于“b”，再由b点作垂线与横轴的交点即为

d。。，见图C．1。



附录D

(规范性附录)

金属(锌、砷、镉、铅)含量的测定

煤质活性炭中金属(锌、砷、镉、铅)含量的测定分为样品制备和样品检测。

D．1样品制备

C,]／T 345—2010

D．1．1称取4．0 g活性炭样品(精确到10rag)，放入三角烧瓶中，加入180mL pH值大约为4的水。

样品应在115℃士5℃温度范围内干燥3 h，然后放人干燥器(干燥剂为硅胶)，冷却至室温，备用。

pH大约为4的水的制备：用水将硝酸稀释100倍，再取此稀释液0．1 mL稀释至180 mL即可。

D．1．2将三角烧瓶在微沸的状态下加热10 rain。

D．1．3冷却后，加水配制成200mL，用搅拌的方式混匀，然后用0．45 pm的滤纸过滤。

D．1．4将开始滤出的30 mL滤液丢弃，把以后的滤液作为样品使用。

D．2样品检测

D．2．1锌

按GB／T 5750．6—2006第5章的规定。

D．2．2砷

按GB／T 5750．6 2006第6章的规定。

D．2．3镉

按GB／T 5750．6 2006第9章的规定。

D．2．4铅

按GB／T 5750．6—2006第11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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