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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ABC;B@及

>?BDCB;BB
纺织印染工业部分

国家环境保护局<==8EFGE<9批准 <==8EF:EF<实施

为贯彻H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IJH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I和H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IK促进纺织染整行业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K防治水污染K制定本标准L

<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M< 主题内容

本标准按照纺织染整企业的废水排放去向K分年限规定了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及排水量L
<M8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染整工业企业的排放管理K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J设计J竣工验收及其

建成后的排放管理L
本标准不适用于洗毛J麻脱胶J煮茧和化纤原料蒸煮等工序所产生的废水L

8 引用标准

>?NODC 海水水质标准

>?NBNB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PDAO 水质 QR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C@PC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C@C@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C@CS 水质 铜J锌J铅J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C@CB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C@CD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C@BT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C@BB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U?VWSX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BDCB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TTDON 水质 色度的测定法

>?TTDT@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Y 术语

YM< 染整 Z[\]̂_‘̂Za]̂]bc]̂_
对纺织材料U纤维J纱J线和织物X进行以化学处理为主的工艺过程L染整包括预处理J染色J印花和

整理L俗称印染L
YM8 纺织品 d\ed]f\

纺织工业产品K包括各类机织物J无纺织布J各种缝纫包装用线J绣花线J绒线以及绳类J带类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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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内容

!"# 标准分级

本标准分三级$
!"#"# 排入 %&’(’(中)类水域*水体保护区除外+,%&’-./中二类海域的废水,执行一级标准0
!"#"1 排入 %&’(’(中234类水域,%&’-./中三类海域的废水,执行二级标准0
!"#"5 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下水道的废水,执行三级标准0
!"#"! 排入未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下水道的废水,必须根据下水道出水受纳水域的功能要求,
分别执行 6"7"7和 6"7"8的规定0
!"#"9 %&’(’(中:3;类水域和)类水域中的水体保护区,%&’-./中一类海域,禁止新建排污口,
扩建3改建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0
!"1 标准值

本标准按照不同年限分别规定了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最高允许排水量0
!"1"# 7.(.年 7月 7日之前立项的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业按表 7执行0

表 7

分级
最高允许排水量

<’=百米布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生化需氧量

*&@AB+

化学需氧量

*C@ACD+

色度

*稀释倍数+
EF值 悬浮物 氨氮 硫化物 六价铬 铜 苯胺类

:级

;级

)级

8"B

G- 7(- (- GH. 7-- 8B 7"- -"B -"B 8"-

(- 86- 7G- GH. 7B- 6- 8"- -"B 7"- ’"-

’-- B-- I GH. 6-- I 8"- -"B 8"- B"-

!"1"1 7.(.年 7月 7日至 7..8年 G月 ’-日之间立项的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

业按表 8执行0
表 8

分级
最高允许排水量

<’=百米布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生化需氧量

*&@AB+

化学需氧量

*C@ACD+

色度

*稀释倍数+
EF值 悬浮物 氨氮 硫化物 六价铬 铜 苯胺类

:级

;级

)级

8"B

’- 7-- B- GH. /- 7B 7"- -"B -"B 7"-

G- 7(- 7-- GH. 7B- 8B 7"- -"B 7"- 8"-

’-- B-- I GH. 6-- I 8"- -"B 8"- B"-

!"1"5 7..8年 /月 7日起立项的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业按表 ’执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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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分级

最高允许排水量

"!#百米布$%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缺水区 丰水区)%
生化需氧量

*+,-.%

化学需氧量

*/,-/0%

色度

*稀释倍数%
12值 悬浮物 氨氮 硫化物六价铬 铜 苯胺类二氧化氯

3级 4 4 ). $55 65 789 :5 $. $;5 5;. 5;. $;5 5;.

<级 );) );. 65 $=5 =5 789 $55 ). $;5 5;. $;5 );5 5;.

>级 4 4 !55 .55 4 789 655 4 );5 5;. );5 .;5 5;.

注?$%百米布排水量的布幅以 9$6""计@宽幅布按比例折算A

)%水源取自长江B黄河B珠江B湘江B松花江等大江B大河为丰水区@取用水库B地下水及国家水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确定为缺水区的地区为缺水区A

C 监测

C;D 采样点

采样点应在企业废水排放口*六价铬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出口采样%&排放口应设置废水水量

计量装置和永久性标志A
C;E 采样频率

按生产周期确定监测频率&生产周期在 =F以内的&每 )F采集一次@生产周期大于 =F的&每 6F
采集一次A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日均值计算A
C;G 排水量

排水量不包括冷却水及生产区非生产用水&其最高允许排水量按月均值计算A
C;H 统计

企业原材料使用量B产品产量等&以法定月报表或年报表为准A

I 测定

本标准采用的测定方法&见表 6A
表 6

序号 项 目 测定方法 方法标准号

$ 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J+:6==

) 化学需氧量*/,-/0% 重铬酸盐法 J+$$9$6

! 色度 稀释倍数法 J+$$95!

6 12值 玻璃电极法 J+79)5

. 氨氮*K2!LK% 蒸馏L中和滴定法 J+:6:=

纳氏试剂比色法 J+:6:9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J+:6=$

7 硫化物 碘量法*高浓度%$%

对氨基二甲基苯胺

比色法*低浓度%

: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J+:67:

= 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J+: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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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项 目 测定方法 方法标准号

二乙基二硫化氨基 "#$!$!

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 苯胺类 重氮偶合比色法或分光光度法&’

&( 二氧化氯 连续滴定碘量法)’

注*&’见+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废水中二氧化氯测定方法见附录 /-参考件’.

-&’0-)’两项分析方法暂时采用1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1执行国家标准.

2 标准实施监督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

34 567289::6



附 录 !
废水中二氧化氯监测分析方法

连续滴定碘量法

"参考件#

!$ 适用范围

本法适用于亚漂设备及含有大量亚氯酸盐的废水%

!& 原理

二氧化氯和亚氯酸根均是氧化剂’它们都能氧化碘离子而析出碘’继而用硫代硫酸钠滴定(碘量法’
但在不同的 )*值条件下’氧化数变化不同%

在 )*+,’-./01234-./301 5020’
氧化数由 647

在 )*+587’-./019*24*11-.310*0/105020’
氧化数由 6435

*-./016*240201*-.10*0/’氧化数由 745
因此’可一次采样’控制不同 )*值连续滴定来测定二氧化氯和亚氯酸根%

!: 试剂

!:;$ 硫代硫酸钠标准液<=">?0@0/7#+A;5BC.DE%溶解 09F硫代硫酸钠">?0@0/7G9*0/#于 5E新

煮沸的蒸馏水中’至少存放二周之后’用碘酸钾或重铬酸钾标定%最初必须存放一段时间’是为了使所含

的亚硫酸氢盐离子氧化%使用煮沸的蒸馏水’并加入几毫升三氯甲烷’以使细菌分解作用减小到最低程

度’以下述两种方法中任选一种来标定%
!:;& 碘酸盐溶液<溶解 7;06HF无水碘酸氢钾"一级试剂#或 7;9I,F碘酸钾"在 5A7J0K温度下干

燥5L#于蒸馏水中’转入 5AAABE容量瓶稀至标线’即为 =+A;5AAAABC.DE溶液’贮存于具玻璃塞瓶

内%
于 MABE蒸馏水中’边搅拌边加入 5BE浓硫酸’5A;AABE=+A;5AAAABC.DE的碘酸氢钾和 5F

碘化钾’立即用 =">?0@0/7#+A;5BC.DE溶液滴至淡黄色’加入 5BEA;9FD5AABE淀粉指示剂’继续

滴到蓝色消失为止%
!:;: 重铬酸盐溶液<溶解 6;HA6F无水重铬酸钾"一级试剂#于蒸馏水中’转入 5AAABE容量瓶并稀

至标线’即为 ="5DIN0-O0/,#+A;5AAABC.DE的溶液’贮存于具玻璃塞瓶内’用 5A;AABE重铬酸钾标

准溶液代替碘酸盐标准溶液’在暗处放置 IBPQ后用 =">?0@0/7#+A;5BC.DE溶液滴定’方法同前%

硫代硫酸钠的浓度"BC.DE#+ 5
所消耗硫代硫酸钠毫升数

!:;R 硫 代 硫 酸 钠 标 准 滴 定 液<用 新 煮 沸 过 的 蒸 馏 水 将 上 述 硫 代 硫 酸 钠 标 准 液 稀 释 至 A;A5AA或

A;A9AABC.DE%
!:;S A;9FD5AABE淀粉指示剂<于 A;9F淀粉中’加入少许冷水调成糊状’倾入 5AABE沸腾的蒸馏

水中搅拌’然后沉淀过夜%应用上层清液’加入 A;509F水杨酸’A;6F氯化锌防腐%
!:;T 碘化钾晶体%
!:;U =">?/*#+A;5BC.DE氢氧化钠溶液<溶解 6F氢氧化钠于 5E蒸馏水中%
!:;V "515#硫酸%
!:;W 缓冲溶液")*+,#<称取 76;AF磷酸二氢钾和 79;9F磷酸氢二钠于烧杯中’加水溶解后稀释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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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定步骤

量取 &’()"*或适量+水样,用 &’!)-./"氢氧化钠调至近中性,加缓冲液 ()"和 !0碘化钾,用

&’&!&&)-./"硫代硫酸钠溶液滴至淡黄色,加 !)"&’(0/!&&)"淀粉指示剂,继续滴至蓝色消失,记
下读数 1,加 2)"*!3!+硫酸*45调至 !62+,溶液又呈蓝色,继续滴至无色,消耗硫代硫酸钠标液为 7
毫升,若亚氯酸盐含量很高,可改用 &’&(&&)-./"或适当浓度硫代硫酸钠标液滴定#

$8 计算公式

二氧化氯*9.:;,)0/"+<1=>? @ABC(&

亚氯酸根*9.:D;,)0/"+<*7DC1+=>? @ !C@ABC(&

式中E?FF水样体积,)"G
>FF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液浓度,)-./"G
1FF第一次滴定所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液体积,)"G
7FF第二次滴定所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液体积,)"#

$H 参考资料

$H’I J国外水和空气质量标准K,史安详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LM&年#
$H’N J国外环境标准选编K,吉林图书馆编译,中国标准出版社,!LMC年#
$H’O 中P德水环境标准研讨会资料*内部+,!LMA年 !&月 !26;!日北京#
$H’% J工业毒理学手册K,Q=R普龙克特博士著,张德荣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LM(年#
$H’8 J工业毒理学实验方法K,工业J毒理学实验方法K编写组编,上海科技出版社,!LBL年#
$H’H J空气和水中痕量二氧化氯的测定K,奚旦立S陈季华S张尧君S朱庆华,上海环境科学 C卷 M期 ;L
页,!LM(年#
$H’T J二氧化氯*9.:;+对金鱼的毒性试验K,张益储S徐爱莲,环境污染与防治 4!B,!LMC年#
$H’U J亚氯酸钠漂白和废气检测与治理K,徐玉如等,纺织学报,L,!LMA年#
$H’V J二氧化氯毒性实验报告*内部+K,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毒理研究室,!LM(年 C月#
$H’IW JX亚漂Y*二氧化氯+作业工人健康调查K,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研究所,!LMA年#
$H’II J二氧化氯废气治理的研究*内部+K,王飞珊等,!LMA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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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奚旦立#陈季华#安华#龚铭祖#邹兰"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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