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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

础性系列规范。本规范参考了GB/T15441—1995 《水质 急性毒性的测定 发光细菌

法》和ISO11348-3:2007 《水质 水样对费氏弧菌发光抑制效果的测定 (发光细菌试

验) 第3部分:使用冻干细菌的方法》。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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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毒性分析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基于发光细菌抑制原理的便携式、台式和在线式水质毒性分析仪的

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15441—1995 水质 急性毒性的测定 发光细菌法

ISO11348-3:2007 水质 水样对费氏弧菌发光抑制效果的测定 (发光细菌试

验) 第3部分:使用冻干细菌的方法 (Waterquality—Determinationoftheinhibitory
effectofwatersamplesonthelightemissionofVibriofischeri (Luminescentbacteria
test)—Part3:Methodusingfreeze-driedbacteria)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有效浓度 effectiveconcentration,EC
能够对发光细菌发光产生抑制的水中毒性物质的浓度。
注:EC50,半数最大有效浓度 (halfmaximaleffectiveconcentration),是能引起50%最大抑制

效应的水中毒性物质的浓度。

3.2 相对光单位 relativelightunit,RLU
光度计对发光样品中光产生量的相对测量值。
注:RLU为非SI单位,不同的光度计对于同样的样品或同样的光量子数 (即光子数)可能会产

生不同的RLU读数。对一定数量的发光细菌,发光细菌生物发光的RLU值与发光细菌的活性成比

例关系。

4 概述

水质毒性分析仪 (以下简称水质仪)可分为便携式、台式和在线式,由检测仓、控

制面板、光电探测器、数据采集信号处理系统等组成。一些品牌的台式水质仪和在线式

水质仪还配有菌液存储单元 (温度控制在4℃~6℃),混合培养模块 (15℃±1℃),
读数模块 (温度控制在15℃±1℃)。水质仪基于ISO11348和GB/T15441方法,采

用非致病性的发光细菌如费氏弧菌 (Vibriofischeri)、明亮发光杆菌 (Photobacterium
phosphoreum)或相关标准中规定的其他发光细菌作为指示生物,凡干扰或损害发光细

菌呼吸或生理过程的任何因素都能使细菌发光强度发生变化,通过检测发光强度的受抑

制程度或变化,可判断待测水样的毒性强弱。检测模式一般包括毒性抑制率模式和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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