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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８２３３—２０１１《次氯酸钠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与ＧＢ２８２３３—２０１１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了“次氯酸钠发生器”“次氯酸钠消毒液”和“有效氯”的定义（见第３章，２０１１年版的第

３章）；

———删除了不属于产品卫生要求的“名称与型号”和“检验规则”内容（见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４章和第

９章）；

———修改了“主要元器件要求”，并独立成章（见第４章，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２和５．３）；

———增加了“设备要求”（见５．１）；

———修改了对盐的技术要求（见５．２．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１．１）；

———修改了对次氯酸钠消毒液的技术要求（见５．３，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５、５．６和５．７）；

———修改了应用范围的内容（见第６章，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６章）；

———增加了使用方法“基本工作条件”和“安装调试”的要求（见７．１和７．２）；

———修改了次氯酸钠消毒液使用方法（见７．４，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７章）；

———删除了盐和水的卫生质量检验的要求（见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１和８．２）；

———删除了消毒液感官检验的要求（见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４．１）；

———删除了“检验规则”的要求（见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９章）；

———修改了包装的要求（见９．３，２０１１年版的１０．２）；

———删除了有效期的要求（见２０１１年版的１１．２．２）；

———修改了“注意事项”的要求（见１０．２．２，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１３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卫生监督所、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佟颖、于礼、安伟、顾健、梁建生、邓小虹、慈九正、包卫华、王劲、李长青、张大钰、

袁建忠、宋布杰、郭鹏、孙海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８２３３—２０１１。

Ⅰ

犌犅２８２３３—２０２０



次氯酸钠发生器卫生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次氯酸钠发生器的主要元器件要求、技术要求、应用范围、使用方法、检验方法、运输、

贮存和包装以及标识、铭牌和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产生次氯酸钠消毒液的次氯酸钠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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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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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２７２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ＧＢ／Ｔ５４６２　工业盐

ＧＢ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Ｔ５７５０．６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ＧＢ１４９３０．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ＧＢ１８４６６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Ｔ２０６２１　化学法复合二氧化氯发生器

ＧＢ３７４８８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消毒技术规范 （２００２年版）［卫生部（卫法监发〔２００２〕２８２号）］

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卫生部（卫监督发〔２００５〕３３６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次氯酸钠发生器　狊狅犱犻狌犿犺狔狆狅犮犺犾狅狉犻狋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狅狉

采用食盐或工业盐溶液电解法产生次氯酸钠消毒液的装置。

３．２

次氯酸钠消毒液　狊狅犱犻狌犿犺狔狆狅犮犺犾狅狉犻狋犲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犪狀狋

由次氯酸钠发生器直接产生的、不含任何添加物质的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成分的消毒液。

３．３

有效氯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犮犺犾狅狉犻狀犲

与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是衡量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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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主要元器件要求

４．１　电极要求

应采用钛、铂、钌、铱等金属及其涂层的电极制备次氯酸钠消毒液，不应采用石墨电极和二氧化铅

电极。

４．２　显示系统

仪表、开关、指示灯、标牌等应安装牢固，可靠安全。显示屏上应显示电压、电流、功率、流量等参数。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设备要求

５．１．１　应包括自动溶盐、整流电源、电解、防垢、控制、存储及投加和氢气排除系统等部分结构。

５．１．２　若有挡位，应设定各挡位流量、有效氯的额定值。

５．２　原料要求

５．２．１　盐

应使用未加碘盐。专用于污水处理的，应符合ＧＢ／Ｔ５４６２的规定。其他用途的应符合ＧＢ２７２１的

规定。

５．２．２　水

采用生活饮用水。

５．３　次氯酸钠消毒液的要求

５．３．１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次氯酸钠消毒液的理化指标要求

指标 要求

有效氯含量范围 额定值均值±１５％

ｐＨ（原液） ８～１０

流量 额定值±５％

５．３．２　重金属指标

用于生活饮用水消毒时，消毒过程中带入的铅、铜、镉等含量不应超过ＧＢ５７４９的限值要求。

５．３．３　微生物的杀灭指标

应符合表２要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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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对微生物的杀灭效果

有效氯含量

ｍｇ／Ｌ

作用时间

ｍｉｎ
杀灭微生物指标

杀灭对数值

悬液法

１００ １０
对大肠杆菌（８０９９）、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６５３８）、铜绿假

单胞菌（ＡＴＣＣ１５４４２）的杀灭对数值
≥５

２００ １０ 对白色念珠菌（ＡＴＣＣ１０２３１）的杀灭对数值 ≥４

２５０ ２０ 对脊髓灰质炎病毒Ⅰ型疫苗株的杀灭对数值 ≥４

５００ ６０ 对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ＡＴＣＣ９３７２）的杀灭对数值 ≥５

　　杀菌试验时加入有机干扰物浓度为０．３％。

５．３．４　安全性

用于生活饮用水消毒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卫生质量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

评价规范（试行）》的规定，用于餐（饮）具、水果、蔬菜消毒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卫生质量应符合ＧＢ１４９３０．２的

规定。

６　应用范围

次氯酸钠消毒液可用于一般环境物体表面、餐（饮）具、瓜果蔬菜、织物、生活饮用水、游泳池水、污

水、被血液及分泌物污染物品的消毒。

７　使用方法

７．１　基本工作条件

次氯酸钠发生器在以下环境中正常工作：

———环境温度：５℃～４０℃；

———相对湿度：≤８０％。

７．２　安装调试

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有效氯含量、流量、ｐＨ应符合５．３．１的要求。

７．３　次氯酸钠消毒液的制备

７．３．１　用生活饮用水溶解盐。盐水浓度范围为２０ｇ／Ｌ～５０ｇ／Ｌ。

７．３．２　将充分溶解后的盐溶液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和容量加入次氯酸钠发生器电解槽内。

７．３．３　接通电源，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程序进行操作。

７．３．４　次氯酸钠发生器在有效使用寿命期内、正常运转情况下，产生的次氯酸钠消毒液有效氯含量应

不低于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额定值。当低于说明书规定额定值的下限时，该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终止

使用并检查维修。

７．４　次氯酸钠消毒液的使用方法

应符合表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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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次氯酸钠消毒液使用方法

使用范围
有效氯含量

ｍｇ／Ｌ

作用时间

ｍｉｎ
使用方法

一般物体表面

２５０ １０～３０ 对各类清洁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洗消毒

４００～７００ １０～３０
对各类非清洁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洗、喷洒消毒。喷洒量

以喷湿为度

餐（饮）具

２５０
５

对去残渣、清洗后器具进行浸泡消毒；消毒后应将残留消毒

剂冲净

２０～３０ 标注对杀灭肠道病毒有效

４００ ２０
消毒传染病病人使用后的污染器具时，可以先去残渣、清洗

后再进行浸泡消毒，消毒后应将残留消毒剂冲净

５００～８００ ３０
对去残渣、未清洗的器具进行浸泡消毒；消毒后应将残留消

毒剂冲净

瓜果蔬菜
１００ ２０

２００ １０

将瓜果蔬菜先清洗、后消毒；消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

毒剂冲净

织物 ２５０～４００ ２０
消毒时将织物全部浸没在消毒液中，消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

残留消毒剂冲净

生活

饮用水
２～４ ３０ 加入消毒液，消毒后水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

游泳池水 加入消毒液，消毒后水应符合ＧＢ３７４８８

医院污水

接触池出口总

余氯６．５ｍｇ／Ｌ～

１０ｍｇ／Ｌ

≥９０ 加入消毒液，消毒后水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６６

血液、黏液等

体液污染物品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６０ 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物品、物体表面覆盖、浸泡消毒

８　检验方法

８．１　有效氯含量

按照《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的规定执行。

８．２　狆犎值

按照《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的规定执行。

８．３　流量

按ＧＢ／Ｔ２０６２１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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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铅、铜、镉含量检验

按ＧＢ／Ｔ５７５０．６的规定执行。

８．５　对微生物杀灭效果

按照《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的规定执行。

９　运输、贮存和包装

９．１　运输

运输时应有防晒、防雨淋等措施；装卸应避免倒置；或按订货合同规定储运。

９．２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和通风良好的清洁室内。

９．３　包装

９．３．１　包装标识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９．３．２　图示标识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要求。

１０　标识、铭牌和使用说明书

１０．１　标识

１０．１．１　额定值、有效氯含量及范围。

１０．１．２　按照第６章、第７章的规定，标明产品使用范围及使用方法。

１０．１．３　生产环境、使用环境、消毒操作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１０．１．４　对意外事故处理方法或建议。

１０．１．５　产品存放条件、生产日期。

１０．２　铭牌和使用说明书

１０．２．１　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１０．２．２　注意事项如下：

———应现用现配，使用前测定次氯酸钠消毒液有效氯含量；

———次氯酸钠消毒液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对织物有一定的漂白性，慎用；

———用于餐（饮）具等消毒后，应将残留消毒剂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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