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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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按单位名称首字母排序）：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流量仪表分公司、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戈普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河北科瑞达仪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威铭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盘古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金卡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宁

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中心、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上海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锐莱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迅尔仪表科技有限公

司、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迪元仪表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欣欣、陈莹莹、胡羽婷、（以下按单位名称首字母排序）邹明伟、陈晓燕、

王志德、郝立辉、罗军、沈玉富、郑有波、马俊、费杰、何锦、刘友飞、严棋、江小飞、许书凡、洪泽

取、叶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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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智能水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参数智能水表的术语和定义、额定工作条件、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测量封闭满管道中饮用水的水量、水质、水压、水温等涉水参数，公称通径不小于

50mm，且温度等级为T30的多参数智能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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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78.1－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 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778.2－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GB/T 778.4－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4 部分：GB/T 778.1 中未包含的非计量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480  仪器仪表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JJG 162－2019  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JJG 880－2006  浊度计检定规程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2001）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8.1－2018、CJJ/T 27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参数智能水表  multi-parameter smart water meter 

能接入供水管道，具备水量参数（应包括累积流量和瞬时流量）、水质参数（至少包括浑浊度和余

氯）及水压参数的在线监测功能，也可拓展水温、水声等其他涉水参数的在线监测功能的感知终端，简

称“多参数水表”。 

3.2 

涉水参数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water in water supply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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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网中水的特性参数，主要包括水量、水质、水压、水温和水声等参数。其中，水量参数的累

积流量和瞬时流量、水质参数的浑浊度和余氯及水压参数为基本涉水参数；其他涉水参数为可拓展涉水

参数。 

3.3 

整体式多参数水表  integral multi-parameter water meter 

将水量、水质、水压、水温、水声等涉水参数传感器集成安装在同一个测量管段或装置上，共用信

号处理单元、供电单元、人-机交互单元及通信单元等的多参数水表。 

3.4 

组合式多参数水表  combined multi-parameter water meter 

将水表和管道接入式水质监测终端组合安装使用，并集成有水压及（或）水温、水声等相关传感器

的多参数水表。 

3.5 

管道接入式水质监测终端  pipeline access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terminal 

能接入供水管道，具备饮用水浑浊度、余氯等水质参数的在线监测功能的感知终端，简称“水质监

测终端”。 

4 额定工作条件 

多参数水表的额定工作条件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4的要求。 

5 产品分类 

5.1 按结构分类 

a） 整体式多参数水表； 

b） 组合式多参数水表。 

5.2 按气候和机械环境条件分类 

a） B级：安装在室内的固定式多参数水表； 

b） O级：安装在室外的固定式多参数水表。 

5.3 按电磁环境分类 

a） E1 级：住宅、商业和轻工业； 

b） E2 级：工业。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 

多参数水表的外观应完好无损，其表面不应有裂纹、锈蚀和涂层剥落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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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材料和结构 

多参数水表的材料和结构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1的要求。 

6.3 规格 

多参数水表的规格，如公称通径、常用流量、流量范围等，应符合GB/T 778.4－2018 中 4.1 的要求

和GB/T 778.1－2018 中 4.1 的要求。 

6.4 安装尺寸 

多参数水表的连接尺寸（如连接段法兰等）应符合GB/T 778.4－2018 中第 4 章的要求。 

其他外形尺寸应由制造商自行规定，但不应妨碍水表的安装和使用。 

6.5 显示装置 

多参数水表的显示装置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7的要求，且还应满足监测水压、水质、水温、

水声等涉水参数的数据显示功能要求。 

6.6 电源 

多参数水表的电源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可独立使用外部电源、不可更换电池或可更换电池的一种，也可组合使用；  

b） 水量计量的供电电源应符合GB/T 778.1－2018 中 5.2 的规定； 

c） 水压、水质等其他涉水参数的测量使用水量计量的供电电源时，不应影响水量计量的供电； 

d） 水压、水质等其他涉水参数的测量使用电池单独供电时，应有电池电量低或电量耗尽指示符。 

6.7 防护装置（封印） 

多参数水表应配置机械封印或（和）电子封印，以保证在正确安装、调试后，不损坏防护装置或未

经授权的情况下就无法拆卸或访问、干预。其中，水量计量的防护装置应符合GB/T 778.1－2018 中 6.8

的要求。 

6.8 标记与铭牌 

多参数水表上应清晰地、永久地标志主要性能参数等信息。其中，水量计量的标记与铭牌应符合

GB/T 778.1－2018 中 6.6 的要求。 

6.9 静压 

多参数水表测量管段应能承受以下试验压力而不出现泄漏或损坏： 

a) 最高允许压力的 1.6 倍，15min； 

b) 最高允许压力的 2 倍，1min。 

6.10 卫生 

多参数水表的涉水部件和涉水防护材料应无毒、无污染、无生物活性，不得污染水质，应符合《生

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2001）的要求。 

采用化学或电化学法测量原理进行水质测量时，测量过程中应无有害物质析出。 

6.11 测量性能 

6.11.1 水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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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水表的水量测量性能应符合GB/T 778.1－2018 、JJG 162－2019的相关规定。电子水表还应

符合以下规定： 

a) 关闭小信号切除功能，零点读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准确度等级为 1 级时，零点读数不应超过Q2 的±0.5%； 

2） 准确度等级为 2 级时，零点读数不应超过Q2 的±1.0% 

b) 稳定性：分时段多次在Q2下对其进行确定示值误差试验，每次测量的平均示值误差不应超过最

大允许误差，且其变化量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 1/2。 

6.11.2 水压测量 

多参数水表的水压测量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水压测量性能要求 

测量性能指标 指标要求 

测量范围/MPa 0～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准确度等级 

和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引用误差） 

0.1 ±0.1 

0.2/0.25 ±0.2/±0.25 

0.5 ±0.5 

1.0 ±1.0 

1.5 ±1.5 

2.0 ±2.0 

重复性 标准偏差与测量满量程之比≤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温度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稳定性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6.11.3 水质测量 

多参数水表的浑浊度、余氯和pH的测量性能分别应符合表2、表3和表4的规定，其他水质参数的测

量性能应符合CJJ/T 271的相关规定。 

表 2 浑浊度测量性能要求 

测量性能指标 指标要求 

最大允许误差 
≤1NTU 时，最大允许误差为±0.1NTU（绝对误差） 

＞1NTU 时，最大允许误差为±10%（相对误差）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3% 

实际水样比对误差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温度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压力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流量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稳定性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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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余氯测量性能要求 

测量性能指标 指标要求 

最大允许误差 
≤1mg/L 时，最大允许误差为±0.1mg/L（绝对误差） 

＞1mg/L 时，最大允许误差为±10%（相对误差）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3% 

实际水样比对误差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温度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压力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流量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酸碱度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稳定性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表 4  pH 测量性能要求 

测量性能指标 指标要求 

准确度等级 

和最大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pH 

0.01 级 ±0.03 

0.1 级 ±0.1 

重复性 标准偏差≤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2 

实际水样比对误差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水温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水压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流量变化影响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稳定性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6.11.4 水温测量 

多参数水表的水温测量性能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水温测量性能要求 

测量性能指标 详细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不应超过±0.5℃ 

示值变动性 示值的最大变化量≤最大允许误差 

稳定性 示值误差≤最大允许误差 

6.12 通信性能 

多参数水表的通信性能应符合相关通信标准的要求。 

6.13 影响量 

多参数水表的影响量试验项目应符合GB/T 778.1－2018附录A中A.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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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外壳防护 

环境等级（机械和气候环境）为B级的多参数水表，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 4208－2017 中规定的

IP65，环境等级为O级的多参数水表，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8。 

7 试验方法 

7.1 型式要求检验 

用目测方法或使用专用检具检查、检验型式要求项目，应符合6.1～6.8的要求。 

其中，电池电源中断试验可按 GB/T 778.2－2018 中 8.5.4 的规定进行，应符合 6.6 中 b）的要求。 

7.2 静压试验 

按GB/T 778.2－2018 中 7.3 的规定进行，应符合 6.9 的要求。 

7.3 卫生试验 

按《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2001）的要求进行试验，应符合6.10

的要求。 

7.4 水量测量性能试验 

7.4.1 总则 

应参照GB/T 778.2－2018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应符合6.11.1的相关要求。 

7.4.2 机电转换误差 

应参照JJG 162－2019中7.3.2的规定进行，应符合6.11.1的相关要求。 

7.4.3 零点读数 

参比试验条件下，保持水表测量管内充满水且处于静止状态，关闭小信号切除功能，观察 10min

的瞬时流量读数，其变化的最大值应符合 6.11.1 的相关要求。 

7.4.4 稳定性 

采用分时段（时间间隔不应少于24h）不少于3次测量流量为Q2时的示值误差平均值的最大变化量

X 来表征，应符合6.11.1 的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按照 GB/T 778.2－2018 的规定在 Q2 流量下进行确定示值误差试验，重复测量不少于 3 次，计

算得到该流量点的多个示值误差值，取其平均值为 X1； 

b) 至少 24h 后，在相同试验条件下进行确定示值误差试验，重复测量不少于 3 次，采用相同的计

算方式获得多个示值误差值，取其平均值为 X2； 

c) 重复步骤 b，得到不少于 3 个示值误差的平均值 Xj（j=1,2,……）； 

d) 按式（1）计算示值误差平均值的变化量 ΔX。 

                              Max( ) Min( )j jX X X = − ………………………………（1） 

式中，ΔX ——示值误差平均值的最大变化量，%； 

Max(Xj) ——示值误差平均值中的最大值，%； 

Min(Xj ) ——示值误差平均值中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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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水压测量性能试验 

7.5.1 确定示值误差 

选择压力传感器满量程的 0、X%（25≤X≤75）、100%三个测量点进行水压测量的确定示值误差

试验，应符合 6.11.2 的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试验前准备工作，储备容器中使用符合 GB/T 778.2－2018 中 7.2.1 规定的

实际水样进行试验，将多参数水表安装在水表试验装置上； 

b) 缓慢启动水表试验装置，排出管内空气； 

c) 在参比试验条件下，连续不少于 6 次读取水压测量示值，取平均值为水压测量值 Xi； 

d) 按式（2）计算得到示值误差 ε，应符合 6.11.2 的相关要求。 

i a

FS

100%
X X

X


−
=  ……………………………………（2） 

式中，ε——示值误差，%； 

      Xi——测量值，MPa； 

      Xa——标称值，MPa； 

XFS——水压测量的满量程，MPa。 

7.5.2 重复性 

可与确定示值误差试验同步进行。按式（3）计算连续读取M（M≥6）次水压测量示值的标准偏差，

应符合 6.11.2 的相关要求。 

 

( )
2

1

1

M

j

j

X X

S
M

=

−

=
−


……………………………………（3） 

式中： S ——标准偏差； 

Xj ——第 j 次读取的测量示值； 

X ——M 次测量示值的平均值。 

7.5.3 温度变化影响 

在额定温度范围内不同温度时对多参数水表进行水压测量的确定示值误差试验，示值误差不应超出

6.11.2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同 7.5.1 的步骤 a）和 b）； 

b) 在一定水温（其他为参比试验条件）时，连续不少于 3 次读取多参数水表测量示值，取平均值

分别记为测量值 Xi； 

c) 调节水温（调节量不应少于 5℃）至额定温度范围内的另一温度，重复步骤 b）； 

d) 按式（2）计算得到不同温度时水压测量的示值误差 ε。 

7.5.4 稳定性 

参比试验条件下，分时段（时间间隔不应少于24h）不少于3次对多参数水表进行水压测量的确定示

值误差试验，示值误差不应超过6.11.2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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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水质测量性能试验 

7.6.1 确定示值误差试验 

7.6.1.1 浑浊度测量 

应选择测量范围内包括标称值约为 1NTU 在内的至少 2 个不同浑浊度值的浑浊度（工作）标准溶

液进行确定示值误差试验，示值误差不应超过 6.11.3 中表 2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试验前准备工作，储备容器中使用（工作）标准溶液进行试验，将多参数

水表安装在水表试验装置上； 

b） 缓慢启动水表试验装置，排出管内空气（必要时，需根据产品说明书对多参数水表的水质测量

性能进行调试或校准）； 

c） 参比试验条件下，连续读取不少于 3 次水质测量示值，取平均值为测量值 Xi； 

d） 按式（4）或（5）分别计算示值误差。 

1 i aX X = −  ……………………………………………（4） 

( )i a

2

a

100%
X X

X


−
=  ……………………………………（5） 

式中：ε1 ——绝对示值误差； 

ε2 ——相对示值误差； 

Xi ——测量值； 

Xa ——标称值。 

7.6.1.2 余氯测量 

应选择测量范围内包括标称值约为0.3mg/L在内的至少2个不同浓度的余氯工作标准溶液作为被测

溶液，参照 7.6.1.1 规定的简要试验程序进行确定示值误差试验，并按式（4）或（5）计算示值误差，

不应超过 6.11.3 中表 3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7.6.1.3 pH 测量 

应选择测量范围内包含 pH 值约为 7 在内的至少 2 个不同 pH 值的（工作）标准溶液作为被测溶液，

参照 7.6.1.1 规定的简要试验程序进行确定示值误差试验，按式（4）计算绝对示值误差 ε1，不应超过 6.11.3

中表 4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7.6.2 重复性 

7.6.2.1 浑浊度测量 

采用量程校正液作为被测溶液，多次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应符合 6.11.3 中表 2 的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同 7.6.1.1 的步骤 a）和 b）； 

b） 参比试验条件下，连续读取 M（M≥6）次水质测量示值； 

c） 按式（6）计算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S' 。 

( )
2

1

/ ( 1)

= 100%

M

j

j

X X M

S'
X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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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相对标准偏差； 

Xj ——第 j 次读取的水质测量示值； 

X ——M 次水质测量示值的平均值。 

7.6.2.2 余氯测量 

采用余氯浓度约为 0.3mg/L 的余氯工作标准溶液作为被测溶液，参照 7.6.1.2 规定的简要试验程序

进行重复性试验（可与确定示值误差试验同步进行），并按式（6）计算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应

符合 6.11.3 中表 3 的相关要求。 

7.6.2.3 pH 测量 

可与确定示值误差试验同步进行。按式（3）计算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应符合 6.11.3 中表 4 的相

关要求。 

7.6.3 实际水样比对 

选取 5 个代表性的自来水实际水样作为被测溶液分别进行浑浊度、余氯或 pH 的确定示值误差试验

（可同时进行），应符合 6.11.3 的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同 7.5.1 的步骤 a）和 b）； 

b) 参比试验条件下，连续不少于 3 次读取多参数水表水质测量示值，取平均值记为测量值 Xi； 

c) 同时在多参数水表附近取定量被测溶液，采用标准仪器测定标称值 Xa； 

d) 按式（4）或（5）计算示值误差。 

7.6.4 温度变化影响 

至少选取 1 个代表性的自来水实际水样作为被测溶液，对多参数水表在第 4 章规定的额定工作温度

范围内不同水温时进行浑浊度、余氯或 pH 测量的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可同时进行），应符合 6.11.3 的

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同 7.5.1 的步骤 a）和 b）； 

b) 在一定水温（其他为参比试验条件）时，连续不少于 3 次读取测量示值，取平均值为该温度下

的测量值 Xi，同时在多参数水表附近取定量被测溶液，采用标准仪器测定标称值 Xa； 

c) 调节水温（调节量不应少于 5℃）至额定温度范围内的另一温度，重复步骤 b； 

d) 按式（4）或（5）分别计算示值误差。 

7.6.5 压力变化影响 

至少选取 1 个代表性的自来水实际水样作为被测溶液，对多参数水表在第 5 章规定的额定工作压力

范围内不同水压时进行浑浊度、余氯或 pH 测量的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可同时进行），应符合 6.11.3 的

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同 7.5.1 的步骤 a）和 b）； 

b) 在一定水压（其他为参比试验条件）时，连续不少于 3 次读取测量示值，取平均值为该压力下

的测量值 Xi，同时在多参数水表附近取定量被测溶液，采用标准仪器测定标称值 Xa； 

c) 调节水压（调节量不应少于 0.2MPa）至额定压力范围内的另一压力，重复步骤 b； 

d) 按式（4）或（5）分别计算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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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流量变化影响 

至少选取 1 个代表性的自来水实际水样作为被测溶液，对多参数水表在第 5 章规定的额定工作流量

范围内不同流量时进行浑浊度、余氯或 pH 测量的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可同时进行），应符合 6.11.3 的

相关要求。 

简要试验程序如下： 

a) 同 7.5.1 的步骤 a）和 b）； 

b) 在 Q2流量（其他为参比试验条件）时，连续不少于 3 次读取测量示值，取平均值为该流量下

的测量值 Xi，同时在多参数水表附近取定量被测溶液，采用标准仪器测定标称值 Xa； 

c) 调节流量至 Q3，重复步骤 b； 

d) 按式（4）或（5）分别计算示值误差。 

7.6.7 pH 变化影响 

至少选取 1 个代表性的自来水实际水样作为被测溶液，对多参数水表在饮用水 pH 值限值范围内不

同 pH 值（调节量不应少于 0.5pH）时进行余氯测量的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应符合 6.11.3 的相关要求。 

7.6.8 稳定性 

至少选取1个代表性的自来水实际水样作为被测溶液。参比试验条件下，分时段（时间间隔不应少

于24h）不少于3次对多参数水表进行浑浊度、余氯和pH测量的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应符合6.11.3的相关

要求。 

7.7 水温测量性能试验 

7.7.1 确定示值误差 

至少选择0.1℃～10℃、20℃～30℃范围内2个不同温度点，按照7.5.1规定的简要试验程序进行水温

测量的确定示值误差试验。采用多参数水表测量实际水样的温度为测量值Xi，采用标准温度计测定的温

度为标称值Xa，按式（4）计算绝对示值误差，应符合6.11.4的相关要求。 

7.7.2 示值变动性 

在相同测量条件下连续不少于6次测量水温，采用测量示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来表征示值变动

性，应符合6.11.4的相关要求。 

7.7.3 稳定性 

参比试验条件下，分时段（时间间隔不应少于24h）不少于3次对多参数水表进行水温测量的确定示

值误差试验，示值误差不应超过6.11.4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每次试验时间间隔应不少于24h。 

7.8 通信性能试验 

通信性能试验应按照相关通信标准的规定进行，应符合6.12的要求。 

7.9 影响量试验 

按GB/T 778.2－2018中第8章的规定进行影响量试验，应符合6.13的要求。 

7.10 外壳防护试验 

按 GB/T 4208－2017 中第 13 章和第 14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应符合 6.14 的要求。其中特征数字 8

为潜水试验，水深应不少于 2 米，时间应不少于 90d。 

注：也可通过增加试验环境严酷度以缩短试验时间，如潜水试验时增加压力或（及）温度变化试验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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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多参数水表经逐台检验合格后封印，并附检验合格证。出厂检验项目见附录B的规定。 

8.2 型式试验 

8.2.1 试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多参数水表应进行型式试验： 

——新产品设计定型鉴定及批量试生产定型鉴定； 

——当结构、工艺或主要材料有所改变，可能影响其符合本文件及产品技术条件时； 

——批量生产间断一年后重新投入生产时； 

——正常生产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一般为3年）进行一次； 

——国家市场监督机构提出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8.2.2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见附录B的规定。 

8.2.3 试验样机数量 

试验样机数量一般为不少于3台。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多参数水表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2 运输 

多参数水表运输的基本环境条件应符合 GB/T 25480 的规定。多参数水表应按规定装入运输箱后用

无强烈振动交通工具运输；运输途中不应受雨、霜、雾等直接影响；按标志放置并不应受挤压撞击等损

伤。 

9.3 贮存 

多参数水表应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贮存，通常需要贮存在环境干燥、通风好，且空气中不含有腐蚀

性介质的室内场所，并满足下列规定： 

a) 环境温度：5℃～50℃，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b) 层叠高度不超过 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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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水质测量性能试验装置及设备 

A.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参比试验条件，提出了水质测量性能试验装置及设备的相关要求及参数。 

A.2 参比试验条件 

试验时，除了被测试的影响量以外，其他所有适用的影响量都应保持 GB/T 778.2－2018 中第 4 章

规定的值。每次试验期间，参比范围内的环境温度和相对环境湿度的变化应分别不大于 5℃和 10%。 

A.3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A.1 所示，主要由储备容器、试验参数调节装置、标准仪器、溶液取样

口、试验对象等构成。试验对象可以是多参数水表、水质监测终端等。试验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能设置流量、水压、水温等试验参数，且应能满足试验条件的要求； 

b) 应能通过标准仪器（如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表、浊度仪、余氯测定仪、pH 计等）获得被测

溶液流量、温度、压力、浑浊度、余氯浓度、pH 等的标称值； 

c) 使用的标准仪器应经第三方技术机构校准或检定，且示值误差不应超过被测多参数水表最大允

许误差的 1/3； 

d) 应能通过溶液取样口取定量被测水样，并采用标准仪器测定被测水样的水质参数标称值； 

e) 试验装置的测量不确定度应能满足相应水质参数测量性能试验的要求； 

f) 试验装置应耐腐蚀、避光，且可保温（温度的波动范围不应超过 2℃）。 

储备容器
标准仪器及流量、压力

和温度调节装置
试验对象

人机交换界面

1图中，1—试验管道，与试验对象进、出水管径相同
      2—自来水或被测溶液

2

试验参数调节装置

溶液
取样口

标准
仪器

 

图 A.1 试验装置结构示意图 

A.4（工作）标准溶液 

A.4.1 浑浊度测量 

a) 标准溶液：采用福尔马肼国家水质浊度标准溶液（不确定度优于 3%，k=2）或 1h 内浊度值变

化不大于 0.2%的聚合物浊度悬浮液（粒径范围 0.1μm～0.5μm的球形单分散聚合物颗粒，均匀

的悬浮于液体中，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浑浊度值的浑浊度溶液）； 

b) 量程校正液：通过稀释聚合物浊度悬浮液至浑浊度传感器量程值的 80%制得； 

c) 工作标准溶液：配制的与浑浊度标准溶液等效的或一定时间内等效的浑浊度工作标准溶液（标

称值由标准仪器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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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余氯测量 

工作标准溶液：采用次氯酸钠溶液稀释而获得（标称值由标准仪器测定）。 

A.4.3 pH 测量 

a) 标准溶液：经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 pH 有证标准物质配置 pH 标准溶液。标准物质的 pH

范围为 3～10，不确定度优于或等于 0.01（k=3）。 

b) 工作标准溶液：配制的与 pH 标准溶液等效的或一定时间内等效的 pH 工作标准溶液（标称值

由标准仪器测定）。 

c) 配制标准溶液用水：准确度等级为 0.1 级时，可使用普通蒸馏水；准确度等级高于 0.1 级时，

应使用二次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电导率小于 2×10-6 S/cm。 

A.5 其他设备 

a） 容量瓶和移液管：A 级； 

b） 其他设备应能满足水质测量性能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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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 

本附录提供了多参数水表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如表 B.1 所示。 

表B.1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表 

序

号 
项目 

技术要求条

款号 

试验方法

条款号 

型式

试验 

出厂检验 

全检 抽检 

1 外观 6.1 7.1 √ √  

3 材料和结构 6.2 7.1 √  √ 

4 规格 6.3 7.1 √  √ 

5 安装尺寸 6.4 7.1 √  √ 

6 显示装置 6.5 7.1 √ √  

7 电源 6.6 7.1 √  √ 

8 防护装置（封印） 6.7 7.1 √  √ 

9 标记与铭牌 6.8 7.1 √ √  

10 静压要求 6.9 7.2 √ √  

11 卫生要求 6.10 7.3 √   

12 

水量

测量 

总则 

6.11.1 

7.4.1 √ 参照GB/T 778.1－2018的规定 

13 机电转换误差 7.4.2 √  √ 

14 零点读数 7.4.3 √  √ 

15 稳定性 7.4.4 √   

16 

水压

测量 

确定示值误差 

6.11.2 

7.5.1 √ √  

17 重复性 7.5.2 √   

18 水温变化 7.5.3 √   

19 稳定性 7.5.4 √   

20 

水质

测量 

确定 

示值误差 

浑浊度 

6.11.3 

7.6.1.1 √  √ 

21 余氯 7.6.1.2 √  √ 

22 pH 7.6.1.3 √  √ 

23 

重复性 

浑浊度 7.6.2.1 √   

24 余氯 7.6.2.2 √   

25 pH 7.6.2.3 √   

26 实际水样比对 7.6.3 √ √  

27 水温变化影响 7.6.4 √   

28 水压变化影响 7.6.5 √   

29 流量变化影响 7.6.6 √   

30 pH 变化影响 7.6.7 √   

31 稳定性 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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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表（续） 

序

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条款号 

试验方法

条款号 

型式

试验 

出厂检验 

全检 抽检 

32 
水温

测量 

确定示值误差 

6.11.4 

7.7.1 √ √  

33 示值变动性 7.7.2 √   

34 稳定性 7.7.3 √   

35 通信性能 7.4 7.8 √ 参照相关通信标准的规定 

36 影响量 7.5 7.9 √   

37 外壳防护 7.6 7.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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