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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 1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农业部植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资源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56/ S C  10 )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慧、来琦芳、么宗利、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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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水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水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不同类型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水质检测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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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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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7 水质 钙和镇总量的测定 EDTA 滴定法
GB 1160 7- 1989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1896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 滴定法
GB 1190 4 水质 伺和铀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T 12 763. 4 海洋调查规范 海水化学要素观测
GB/T 1 73 78.3 海洋监测规范 样品采集、贮存、运输
GB 1840 7 农产品安全质量 元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H]/T 342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路酸锁分光光度法(试行)

NY/T 505 1 元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T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3. 1 

盐碱水 saline-alkaline water 

属于咸水范畴，主要是指低洼盐碱地渗透水和地下浅表水。 其特征为水质中主要离子不具恒定性，
水化学组成复杂多样。
3.2 

离子总量 total ion concentration 

指天然水中所有的离子含量。 由于水中各种盐类一般均以离子的形式存在，所以离子总量也可以
表示为水中各种阳离子和阴离子的量之和。 离子总量单位为毫克每升Cmg/L )。
3. 3 

主要离子 main ions 

在各种天然水中，锅、饵、钙、镜、氯、硫酸根、重碳酸根和碳酸根等离子的数量之和约占溶解盐类总
量的 90 %以上，被称为主要离子。 单位一般以毫克每升Cmg/L )或毫摩尔每升Cmmol/L)表示。

4 71<质质量评价指标

水质质量评价是以GB 1160 7以及NY/T 505 1、NY/T 5052 为基础，除应符合GB 1160 7和GB
1840 7中有关规定外，还应检测盐碱水质中的主要离子铀、何、钙、镜、氯、硫酸根、重碳酸根和碳酸根以
及离子总量、pH作为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质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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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质分类及适宜养殖种类

按盐碱水质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含量，将盐碱水质质量按养殖功能划分为适宜养殖谈水鱼、 虾蟹
类、广盐性鱼类、虾蟹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养殖。 盐碱地养殖水质质量分类评价是以GB 1 160 7以及
NY/T 50 5 1、NY/T 50 52 为基础，应符合GB 1160 7-1989 第3章中有关 规定，对参加评价的项目，应
不少于表 1 规定中的有关 检测项目，按表1 所列分类指标判定(见表1)。

表1 盐暗地水产养殖水质分类及适宜养殖种类

I类 H类 田类
序号 项 日

淡水鱼、虾蟹类 广盐性鱼类 广盐性虾蟹类 其他水生生物

1 离子总量.mg/L <8 000 ζ25 000 

2 pH 7. 5�9. 0 7. 6�9. 0 7. 6�8. 8 9. 0�11. 0 

3 俐.% 5. 0�32. 0 5. 0�35. 0 25. 0�35. 0 5. 0�40. 0 

4 饵，% O. 2�5. 0 0.3�1.5 0.1�1. 5 0.2�1.5 

5 钙.% O. 2�16. 0 O. 2�2. 0 0.4�1.5 O. 2�16. 0 

6 馁.% 2. 0�70. 0 2. 0�70. 0 

7 氯.% 3. 0�50. 0 主三60.0 20. 0�60. 0 3. 0�60. 0 

8 硫酸根.% 王三30.0 2. 0�30. 0 2. 0�25. 0 ζ30.0 

9 总碱度.mmol/L <15.0 <10.0 <8.0 <56.0 

5. 1 1类盐碱水质

按盐碱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含量，宜作为淡水鱼、虾蟹的养殖用水o 适宜养殖种类参见A.1。
5.2 II类盐础71<质

按盐碱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含量，宜作为广盐性鱼、 虾蟹类的养殖用水。 适宜养殖种类参见
A.2 。
5.3 m类盐耐水质

按盐碱水化学组分的天然背景含量，宜作为其他水生生物的养殖用水。 适宜养殖种类参见A. 3。

6 盐碱水质检测方法

6. 1 盐醋水质检测样晶的采集、贮存、运输和预处理

按GB/T 12 763. 4和GB/T 1 73 78.3 的有关 规定执行。
6.2 检测方法

盐碱水质的离子总量:饵离子、铀离子、钙离子、娱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碳酸根
离子含量总和。 各离子含量按表2 的检测方法进行。

表2 盐耐水质检测方法

序 生丢 项 目 分析方法 引用标准

1 pH pH计电测法 GB 12763.4 

2 仰和纳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04 

3 钙和缓 EDTA漓定法 GB 7477 

4 氯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896 

5 硫酸盐 铭酸顿分光光度法 HJ/T 342 

6 总碱度 酸碱滴定法 参见附录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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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盐喊水质适宜养殖种类

A.1 1类盐耐水质适宜养殖种类

草鱼 CCteno pharyngodon idella)、链CHyμρhthalmichthys molitrix)、鳝CAristichthys nobilis)、
淡水白娼CColossoma brachypomum)、尼罗罗非鱼(所eochromis niloticus)、黄河鲤CCyρnnus carρio)、
挪CCarassius auratus )、罗氏沼虾CAðacrobrachium rosenbergii)、日本沼虾CAðacrobrachium niρρon 
ense)中华绒萤蟹CEriocheir sinensis)等淡水鱼、虾蟹类品种。

A.2 II类盐碱水质适宜养殖种类

以色列红罗非鱼C Oreochromis niloticus X C加ochromis mossambicus )、吉丽罗非鱼CSarotherodon 
melanotheron X Oreochromis niloticus)、梭鱼 CAðugil soiu川、直卢鱼 CLateolαbrαx japonicus)、模斑牙饵

CParalichthys lethostigma)、西伯利亚饵CAcipenser baeri )、史氏饵 CAciPenser schrenckii)、 凡纳滨对
虾CLitoρenaeusvannamei)、中国 明对虾CFenneroρenaeus chinensis )、日本囊对虾CAðarsuρenαeusja 
户onicus)、斑节对虾CP enaeus monodon)、罗氏沼虾CAðacrobrachium rosenbergii)、拟穴青蟹CScylla
μramamosain)等广盐性品种。

A.3 m类盐碱水质适宜养殖种类

青海湖裸鲤C Gymnocypris przewalskii)、雅罗鱼CLeuciscus spp. )等耐盐碱鱼类以及藻类、卤虫
CArtemia)、轮虫CRotifera)等种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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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酸耐滴定法测定碱度

B. 1 原理

水样用酸标准梅液滴定至规定的pH，其终点可由加入的酸碱指示剂在该pH 时颜色的变 化来判
断。 当滴定至酣lít指示剂由主E色变 为无色时，榕液的pH 为 8. 3，表明水中氢氧根离子(OH- )已被中
和，碳酸根离子(C� )均转 为碳酸氢根离子(HCO:l ): 

OH 十H+一→H20
CO� 十H十一→HCO:i

水样加入酣瞰显虹色，表明水中含有氢氧化物碱度(OH- )或碳酸盐碱度(CO� )，或者 两者都有。
若水样加酣睡t无色，表明水中仅有碳酸氢盐碱度(HCO; )。

当滴定至甲基虹→次甲基蓝混合指示剂由橙黄色变成浅紫红色时，榕液的pH 为 4. 4� 4. 5，指示水
中碳酸氢根(包括原有的和 由嵌酸根转换成的 )已被中和，反 应如下:

HC01斗H十一→H20十co2t
据上述 两个滴定终点到达时所消耗的盐酸标准滴定液的量，可 算出水中碳酸根、 碳酸氢根浓度及总

碱度。

B.2 试剂

B.2. 1 无二氧化碳纯水

用于制备标准榕液及稀释用的纯水，临用前煮沸15min，冷却至室温。 pH 应大于6. 0，电导率小于
2μSI cmo 
B.2.2 碳酸铀标准溶液( C1/2问叫=0.020 00 moJ!L) 

称取0. 5 30 0g无水碳酸铀(一级试剂，预先在2200C恒温 干燥2 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榕于
少量无二氧化碳纯水中，再稀释至500mL。
B. 2. 3 甲基红一次甲基蓝混合指示荆

称取0 .0 32g甲基红榕于80mL 95%乙醇中，加入 6. 0mL次甲基蓝乙醇榕液(0. 01g次甲基蓝济
于100mL95%乙醇中 )，混合后加入 1. 2mL 氢氧化铀溶液( 40 .0g/U，贮于棕色瓶中。
B. 2. 4 酣瞰指示剂

称取0.5g 酣睡k固体溶于50mL 95%乙醇中，用纯水稀释至100mL。
B. 2. 5 盐酸标准溶液

量取1.8 mL 浓盐酸，并用纯水稀释至1 000mLo 

B.3 操作步骤

B. 3. 1 盐酸标准溶液浓度的标定

用移液管准确吸取20. 00mL碳酸铀标准溶液于锥形瓶中，加 30mL无二氧化碳纯水，混合指示剂
6 滴，用盐酸标准榕液滴定至由橙黄色变成浅紫虹色后，加热煮沸驱赶反 应生成的二氧化碳，继续滴定
至浅紫红色。 记取盐酸标准榕液用量V。 按式(B.l )计算其准确浓度 CH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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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 X O. 020 00 …………………………………(B. 1) Hα v 

式中:
CHCI一→盐酸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U;

V 盐酸消耗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B. 3. 2 水样测定

a) 取 50. 00mL 水样于 250mL锥形瓶中，加人4 滴 酣歌指示剂，摇匀。 当榕液呈红色时，用盐酸
标准溶液滴定至刚褪色至无色，记录盐酸标准溶液用量Vp。 如加酣歌指示剂后榕液无色，则
不需要用盐酸标准榕液滴定，接着进行b)项操作。

注:若水样中含有游离二氧化碳，则不存在碳酸根碱度，可直接用混合指示剂 进行滴定。 用盼敢作指示剂滴定CCYs

时，滴加盐酸的速度不可太快，应边滴边摇荡锥形瓶，以免局部生成过多的C�逸出，使CCYs 测定结果偏高。

b) 向上述锥形瓶中加入 6滴混合指示剂，摇匀。 继续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由橙黄色变成
浅紫红色后，加热煮沸驱赶反应生成的二氧化碳，继续滴定至浅紫红色。 记录第二次滴定盐酸
标准溶液用量VM。 两次的总用量为VT 。

B.4 结果与计算

B. 4.1 总畸度AT

总碱度AT 按式(B. 2)计算。
1 000 X C…XVT 

AT = … Ti …………………………………(B. 2) 

式中z
AT-一总碱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Cmmol/U;
CHC1 →一一盐酸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Cmol/U;

VT ←一盐酸标准溶液的总用量，单位为毫升CmU。
B. 4. 2 分别计算碳酸根、碳酸氢根与氢氧根浓度

当VT二三 2Vp时，碳酸氢根浓度按式C B. 3)计算。
1000 X C…X CVT一 2Vp)

CHωE =tt A AA ……………………………(B.3) 

碳酸根浓度按式C B.4)计算。
1000 X C…X2Vp 

ct α号
HCl ….........……………. C B.4) 

当VT< 2Vp 时:
氢氧根浓度按式C B.5)计算。

1 000 X (2V p -V T) X C… 二HU ……………………………(B. 5 )
50. 00 

碳酸根浓度浓度按式(B.的计算。
2 000 X CVT -Vp) X C… 

C ， 一一→一________ --'H-"Lò'-l ............................….， 但.的
专α号 50. 00

式中z
CHC1 盐酸标准榕液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Cmol/U;
CHC03 一←碳酸氢根浓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C��一一碳酸根浓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Cmmol/U;

COH 一一氢氧根浓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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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滴定到混合指示剂终点时，盐酸总共消耗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p 一-用 酣献作指示剂时滴定消耗盐酸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注:碱性化合物在水中产生的碱度，有五种组成情况。 为说明方便，令以盼献作指示剂时，滴定到终点所消耗盐酸标

准溶液的量为Pm L;这时碳酸根碱度的一半(因为反应到碳酸氢根离子)和氢氧化物碱度参与反应。 接着加入

棍合指示剂，再以盐酸标准溶液滴定，令盐酸标准溶液用量为Mm L;这时参与反应的是由碳酸根 反应生成的碳

酸氢根和水中原有的碳酸氢根离子。 两次滴定，盐酸标准溶液的总消耗量为Tm L，T=M十Po

第一种情形，T=P，或M=O时:

M=O，表示不含有碳酸根，也不含有碳酸氢根。 因此 ，P=T，表明水中只有氢氧化物碱度。 这种情况在天然水中不

存在。

第二种情形，M>ü，P>1/2T时:

说明水中有碳酸根存在，将碳酸根中和到碳酸所消耗的酸量=2M=2(T-P)。 且由于P>M， 说明尚有氢氧化物存

在，中和氢氧化物碱度消耗的酸量=T-2(T-P)=2P-To

第兰种情况，P二1/2T，即P=M时z

说明水中没有氢氧化物碱度，也不存在碳酸氢根碱度，仅有碳酸根碱度。 P 和 M都是中和碳酸根一半的酸消耗量。

这种情况在天然水中也很难存在。

第四种情形，P<1/2T时z

此时，M>P，M除包含滴定由碳酸根生成的碳酸氢根外，尚有水样中原有碳酸氢根对酸的消耗。 滴定碳酸根消耗的

酸量=2P，滴定水中原有碳酸氢根消耗的酸量=T-2Po

第五种情形，P二O时:

6 

此时，水中只有碳酸氢根形式的碱度存在。 滴定碳酸氢根消耗的酸量二T=M。

以上五种情形的碱度组成示于表B. 1中。

表B.l 喊度的组成

滴定结果 氢氧根<OH-) 碳酸根(α宽)

P=T p O 

P>1/2T 2P-T 2T-2P 

P=1/2T O 2P 

P<l/2T O 2P 

P=O 。 O 

碳酸氢根CHCO;-)

O 

O 

O 

T-2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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