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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甲烷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中三氯甲

烷标准值为 ≤0106 mg/ L ,纯净水 ≤0102 mg/ L ,欧盟

的≤011 mg/ L ,世界卫生组织的 ≤012 mg/ L ,我们的

建议值采用纯净水标准 ≤0102 mg/ L ,这样更安全。

放射物 　人类某些实践活动可能使环境中的天

然和人工辐射水平有所增高 ,特别是核能的发展和

同位素技术的应用 ,可能产生放射性物质对环境的

污染问题。因此 ,在饮用水标准中尤其在自然界存

在的水中 ,制定放射学指标进行常规监测和评价是

非常必要的。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水 ≤1110 Bq/ L ,

世界卫生组织为 ≤110 Bq/ L ,我们的建议值采用矿

泉水标准值 ≤1110 Bq/ L。

溶解性总固体 　冰川是积雪经过一系列物理过

程演变而成的 ,是一种较长时期内存在着的冰雪体。

冰川水的特点是低钠、低矿化度。考虑实际监督检

验的可操作性 ,拟定溶解性总固体为质量控制指标。

参照 FAO 泉水标准及 CAC 冰川水定义中低矿化度

的要求 ,并参照新疆饮用天然冰川水的相关规定 ,溶

解性总固体拟定为 ≤150 mg/ L。近几年来对 18 件

冰川水溶解性总固体的分析得到的结果是 ,检出范

围为 2712～17616 mgΠL ,均值为 11916 mg/ L ,符合率

为 7212 %。低钠是冰川水的特点 ,参照新疆饮用天

然冰川水的相关规定 ,拟定为钠 ≤510 mg/ L ,对 18

件冰川水钠的分析结果为 ,检出范围 0～1118 mgΠL ,

均值 319 mg/ L ,符合率 7718 %。

213 　微生物指标 　检验结果 ,见表 3。

菌落总数 　水中的菌落总数可作为评价水质清

洁度和考核净化效果的指标。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

水≤50 CFUΠmL ,纯净水 ≤20 CFUΠmL ,欧盟 ≤100

CFUΠmL 。我们的建议值为 ≤50 CFUΠmL。4 省检验

116 份样品的菌落总数 ,符合率为 63179 %。分析 42

份样品不合格的原因 ,主要是企业生产规模小 ,水源

地保护不好 ,设备落后 ,工艺简单 ,包装材料洗刷消

毒不彻底 ,灌装基本采用人工灌装所致。

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评价饮用水质量的重要

　　　表 3 　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微生物指标建议值符合情况

项　　目
样品

数
捡出范围 建议值

符合

数

符合率

( %)

菌落总数 ,CFUΠmL 116 0～111 ×104 ≤50 74 63179

大肠菌群 ,MPNΠ100 mL 116 0～214 ×102 ≤3 114 98128

致病菌 116 未检出 不得检出 116 100. 00

霉菌 ,CFUΠL 115 < 1～8 ≤10 115 100. 00

酵母菌 ,CFUΠL 115 < 1～111 ×102 ≤10 115 100. 00

指标之一。大肠菌群主要来源于人和温血动物的粪

便 ,是水质污染的重要指示菌。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

水 0 MPN/ 100 mL ,纯净水 ≤3 MPN/ 100 mL ,欧盟、美

国、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不得检出。我们的建议值为

≤3 MPN/ 100 mL。4 省检验 116 份样品的大肠菌

群 ,符合率为 98128 %。

致病菌 　水中致病菌可作为评价水质清洁度和

考核净化效果的指标。欧盟、美国、世界卫生组织规

定不得检出 ,因此我们的建议值为致病菌 (系指肠道

致病菌和致病性球菌) 不得检出。4 省检验 116 份

样品的致病菌 ,符合率为 100 %。

霉菌和酵母计数 　与食品卫生关系密切的霉菌

大部分属于曲霉属、青霉菌属和镰刀菌属。霉菌的

生长与环境的温度、湿度以及空气流通情况有关 ,水

的生产环境特别适宜霉菌生长 ,当霉菌污染饮用水

时 ,可能引起人类中毒和水质感官形状的改变。欧

盟、美国、世界卫生组织未规定此项指标 ,我们的建

议值为 ≤10 CFUΠmL。山东、四川、浙江 3 省检验了

115 份样品 ,符合率为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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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2002 年哈尔滨市桶装饮用水的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分析

句立言 　王世平 　关 　菲

(哈尔滨市卫生防疫站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为了解我市桶装饮用水的安全情况 ,对 2000 年

～2002 年以来哈尔滨市市售的桶装饮用水进行微

生物学监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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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来源　2000 年～2002 年市售桶装饮用纯

净水、矿泉水、天然水的抽检样品。

112 　检测项目 　纯净水按 GB 17324 —1998 ,矿泉水

按 QBΠT 8538 —1995 ,天然水按企业标准所定的微生

物检测指标。

113 　检测方法 　纯净水按 GB 17324 —1998 ,矿泉水

按 QBΠT 8538 —1995 ,对于山泉水、生态水及净化后

添加矿物质的暂称为天然水 ,由于其没有统一的标

准 ,检验中依据企业标准进行检测。

114 　结果判定 　依据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及企业

标准进行评价。检测的项目中若有一项指标不合

格 ,则定为样品不合格。

2 　结果

211 　共检验桶装饮用水 324 份 ,纯净水、天然水、矿

泉水各占 4817 %、3416 %、1617 % ,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1 　2000 年～2002 年桶装饮用水微生物检测结果

年份
纯净水 天然水 矿泉水

份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份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份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2000 62 46 74. 2 18 10 55. 6 12 9 75. 0

2001 54 44 81. 5 32 18 56. 3 20 15 75. 0

2002 42 36 85. 7 62 39 62. 9 22 18 81. 8

合计 158 126 79. 8 112 67 59. 8 54 42 77. 8

212 　对桶装饮用水微生物指标的合格率进行分析 ,

致病菌超标 1 份 ,大肠菌群超标 1 份 ,菌落总数的合

格率分析差异有显著性 P < 0105 ,霉菌和酵母计数

的合格率差异无显著性 ( P > 0105)见表 2。

表 2 　2000 年～2002 年桶装饮用水各微生物学指标的合格率比较

项目
纯净水 天然水 矿泉水

份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份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份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P 值

菌落总数　　　　 158 132 83. 5 112 66 58. 9 54 43 79. 6
< 0. 05

χ2 = 17. 60

大肠菌群　　　　 158 158 100. 0 108 107 99. 1 54 54 100. 0

霉菌和酵母菌计数 103 76 73. 8 61 43 70. 5 27 19 70. 4
> 0. 05

χ2 = 1. 96

致病菌　　　　　 57 57 100. 0 15 15 100. 0

3 　讨论

从各年的检测数量上可以看出 ,桶装天然水在

逐年增加 ,桶装纯净水退居次位。反映出人们饮水

要求的改变 ,从“绿色、安全”到“天然、健康”。

从检测合格率来看 ,桶装纯净水与矿泉水的合

格率相对较高 ,这与卫生监督及厂家提高质量有关 ,

桶装天然水合格率相对较低 ,指示我们应加强对桶

装天然水的卫生监督监管。

从各项微生物指标来看 ,尽管桶装纯净水、矿泉

水的卫生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但合格率仍

较低。

桶装天然水质量低于桶装纯净水和矿泉水 ,桶

装天然水对水源要求不如矿泉水高 ,检测指标不如

纯净水严格 ,这是厂家大量生产此类成本低、设备要

求不高的天然水的原因之一。同时 ,国家尚未有统

一的卫生标准 ,对桶装天然水的检测主要参照企业

标准 ,给卫生检测增加了难度。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霉菌和酵母菌计数是桶

装饮用水微生物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建议有关部

门加强对霉菌和酵母菌计数的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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