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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27522—2011《畜禽养殖污水采样技术规范》，与 GB/T 27522—2011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11年版的第 1章）；

b)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2011年版的第 3章）；

c) 增加了监测方案制定（见第 4章）；

d) 增加了监测项目（见第 5章）；

e) 增加了资源化利用采样布点（见 6.1）；
f) 更改了有污水处理设施采样布点（见 6.2，2011年版的 4.2.1）；
g) 删除了无污水处理设施采样点位（见 2011年版的 4.2.2）；
h) 更改了样品采集（见第 7章，2011年版的第 4章）；

i) 增加了采样安全（见 7.3.4）；
j) 更改了样品运输、交接和保存（见第 8章，2011年版的第 5章和第 6章）；

k) 增加了试验方法（见第 9章）；

l) 增加了质量控制（见第 10章）；

m) 增加了证实方法（见第 11章）；

n) 增加了污水样品的保存和样品量要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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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7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年首次发布为 GB/T 27522—201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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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污水的监测方案制定、监测项目、采样布点、样品采集、样品运输、交接和

保存、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描述了畜禽养殖污水监测的试验方法和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污水的处理利用和排放过程的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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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 40750 农用沼液

NY/T 2596 沼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畜禽养殖污水 sewage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液体粪污和废水。

注：包括尿液、粪水混合物、冲洗水以及其他管理环节所产生的废水。

3.2

瞬时水样 instantaneous sewage sample

从养殖场污水贮存、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设施中某个时间点采集的单一水样。

3.3

等时采样 equal time sampling

在同一采样点从流动水中按照一定的间隔时间进行采样的方法。

3.4

混合样 composite sample

同一采样点采集的多个污水样品混合制成的样品。

4 监测方案制定

在开展监测工作前，应制定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明确监测目的、现场调查内容、监测项目等。基

于监测目的和监测项目，具体内容应包括采样布点、采样频次、采样器材、现场测试仪器、样品运输、

交接和保存、采样安全防范、分析方法、以及质量控制措施等。

5 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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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应按照畜禽养殖污水贮存处理后的利用或排放标准进行确定。

5.2 资源化利用应按照 GB/T 25246，GB/T 40750，NY/T 2596等标准中的规定监测养分含量、重金属

和卫生学等指标。

5.3 达标排放应按照 GB18596中水污染物规定的相关指标执行。

6 采样布点

6.1 资源化利用

6.1.1 判断是否满足资源化利用相关标准时，采样点应设置在最终设施设备出口处，对于采用泵抽取的

设施，采样点应为泵坑附近。

6.1.2 进行资源化利用处理设施效率评价时，应在每一级设施的入口处和出口处采集样品。

6.2 达标排放

6.2.1 判断是否达到养殖场废水相关标准时，应在第一级废水处理设施的进水口和处理水总排出口设置

采样点位。

6.2.2 进行养殖场废水处理设施各个处理单元的处理效率评价时，应在每一个处理单元的进水口和出水

口设置采样点位。

7 样品采集

7.1 采样准备

7.1. 1 工具

采水器(1 L，宜采用定深采水器)、可密封样品瓶、样品混合桶(20 L)、保温样品箱和冰袋。

7.1. 2 文具

现场记录表格、样品标签、签字笔。

7.1. 3 器具

便携式pH 计(1~14，精度±0.1)、玻璃棒。

7.1. 4 试剂

分析纯浓硫酸、盐酸、硝酸。

7.1. 5 安全防护用品

防护服、手套、口罩、救生衣。

7.2 采样频率

根据养殖场污水产生、各处理利用设施的运行时间安排采样，每次连续采样3 d~5 d，每天采样1次，

确保3 d有效采样。

7.3 采样

7.3.1 采样位置

在采样点垂直水面下5 cm~30 cm处，对于有浮渣的表面，应将该位置浮渣去除露出液面后采样。

7.3.2 采样过程

7.3.2.1 采集畜禽养殖污水收集池或各个处理单元的污水样品时，应在拟采集污水设施的入口处或出口

处随机选择不少于3个位置进行采样，采集瞬时水样，将多点污水样品倒入样品混合桶，用玻璃棒搅拌

均匀后立即倒入样品瓶中。

7.3.2.2 采集排水渠或排水管污水样品时宜采用等时采样，同一采样点采集间隔时间不少于2 h，间隔采

样不少于3次，采集的污水样品混合制成混合样。

7.3.2.3 现场测定混合样品pH值时，应将pH计电极浸入被测污水液面以下5 cm处，读数稳定后记录数据。

7.3.2.4 采样时，除大肠菌群、蛔虫卵、生化需氧量等需要鲜样检测的项目外，应先用采样点采集的水

样荡洗采样器与水样容器2次~3次，然后再将水样采入样品瓶中，样品现场预处理所用固定剂应按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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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规定执行。

7.3.2.5 检测单一项目的样品量按附录A规定执行，检测多个项目且使用相同保护剂的样品量不少于500
mL/份；每个样品至少采集2份。

7.3.3 采样记录和标签

7.3.3.1 现场用签字笔填写《畜禽养殖污水采样记录表》（见附录B）和样品标签（见附录C）。每个样

品编号唯一、内容齐全、填写翔实、字迹清楚。填写完毕后将样品标签贴在对应的样品瓶上，防止脱落。

7.3.3.2 采样结束后，应对样品、采样记录表和采样器具等进行核实，确保样品和记录完整后撤离现场。

7.3.4 采样安全

7.3.4.1 现场采样人员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预防措施，穿戴防护服、手套和口罩等防护设施，采样过程中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滑倒落水，必要时应穿戴救生衣。

7.3.4.2 现场采样人员应身体健康，适应工作要求，现场采样时至少两人同时在场。

7.3.4.3 不应在粪水处理、储存设施搅拌过程中采样。

7.3.4.5 不得进入有限空间采样。

注：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

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8 样品运输、交接和保存

8.1 样品运输

样品在运输前应逐一核对采样记录和样品标签，分类置于低温保温样品箱中运输，防止交叉污染。

样品应尽快送达检测实验室。

8.2 样品交接

送样人与实验室接样人员进行样品交接时，应清点和检查样品，并在交接记录上签字。样品交接记

录内容包括交接样品的日期和时间、样品数量和性状、测定项目、保存方式、送样人、接样人等。

8.3 样品保存

应按照附录A规定执行。

9 试验方法

监测项目试验方法应选用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资源化利用养分和污染物限量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中规定的标准方法；除试验方法有规定的，污水分析前应摇匀后取样，不能过滤或澄清。

10 质量控制

10.1 采样过程质量控制

10.1.1 采样全过程应双人采样和记录，相互监督。

10.1.2 同一采样点采集的样品其平行样测定结果差异较大时，应仔细检查原因，以消除出现差异的因素，

必要时重新采样。

10.2 检测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10.2.1 实验室接样人员应首先核对采样记录、样品编号、保存条件和有效期等。符合要求的样品方可开

展检测分析。

10.2.2 监测分析过程中采用市售有证标准样品进行质量控制，每20个样品至少带一个已知浓度的质控样

品。

10.2.3 平行双样测试结果超出方法规定的允许误差时，取有效期内的样品再加测一次，允许误差符合规

定后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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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证实方法

畜禽养殖污水监测过程应形成记录。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监测方案规定的相关检测工作是否完成；

——监测项目与对应标准规定的指标是否一致；

——采样布点设计与布点记录是否一致；

——采样记录表与样品数量是否一致；

——采样记录表中样品编号是否唯一；

——样品保存和检测过程的相关记录是否符合检测方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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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污水样品的保存和样品量要求

污水样品的保存和样品量要求应按表 A.1 执行。

表 A.1 样品的保存方法和样品量要求

序号 项目 保存样品瓶 固定剂
保存条件

保存期限
样品量

（mL）

1. pH 值 P 或 G — — 12 h 250
2. 色度 P 或 G — — 12 h 1000
3. 悬浮物 P 或 G — 0℃~5℃，避光 14 d 5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瓶 — 0℃~5℃，避光 12 h 250

P — -20℃ 30 d 250

5. 化学需氧量
G H2SO4，pH≤2 — 2 d 500

P — -20℃ 30 d 100

6. 氨氮
P 或 G H2SO4，pH≤2 0℃~5℃ 7 d 250

P — -20℃ 30 d 250

7. 总氮
P 或 G H2SO4，pH≤2 — 7 d 250

P — -20℃ 30 d 250

8. 总磷
P 或 G H2SO4，pH≤2 — 24 h 250

P — -20℃ 30 d 250

9. 汞 P 或 G 1 L 水样中加浓
HCl 10 mL — 14 d 250

10. 铬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
HNO3 10 mL

— 30 d 100

11. 钾 P

1 L 水样中加浓
HNO3 10 mL

— 14 d 250

12. 铜 P

13. 锌 P

14. 砷 P 或 G

15. 镉 P 或 G

16. 铅 P 或 G

17. 粪大肠杆菌、细菌
总数、沙门氏菌

G（灭菌） 不预洗采样瓶 0℃~5℃，避光 6 h 250

18. 蛔虫卵 P —
常温下运回实验室，立
即进行过滤和沉淀

— 10000

注 1：P 为聚乙烯瓶等材质塑料样品瓶，G 为硬质玻璃样品瓶。
注 2：“—”表示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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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畜禽养殖污水釆样记录表

畜禽养殖污水采样记录表内容和格式见表B. 1。

表B. 1畜禽养殖污水釆样记录表

共 页 第 页

畜禽场名称

畜禽场地址 省（市、自治区）县（市、区） 乡（镇） 村

畜禽种类 饲养类型

污水处理工艺

设施运行情况 样品采集方式

感官描述
颜色 气味 浑浊程度 其他

样品编号
釆样

位置

采样

日期

釆样

时间

现场

预处理情况

现场 pH 值

测定结果
天气 备注

现场情况记录 采样点位置示意图

记录人: 釆样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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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畜禽养殖污水样品标签

畜禽养殖污水样品标签见图C. 1

畜禽养殖污水样品标签

样 品 编 号

监测点名称

采 样 地 点

现场预处理

采 样 时 间： 采样人：

图C. 1 畜禽养殖污水样品标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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