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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６３７０—２０１０《含溴消毒剂卫生标准》。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６３７０—２０１０相比，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范围删除了“注意事项”和“本标准不适用于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或１，３二溴５，５二

甲基乙内酰脲与其他消毒有效成分复配的消毒剂”（见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

———修改了含溴消毒剂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１）；

———删除了一般物体表面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４）；

———修改了原料要求（见第４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４章）；

———删除了感官性状要求（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１）；

———增加了溴和氯的质量分数要求（见表１）；

———修改了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有效卤素（以Ｃｌ计）的质量分数和干燥失重的要求（见

表１，２０１０年版的表１）；

———删除了有效期内有效卤素下降率指标要求（见２０１０年版的表１）；

———修改了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有效溴（以Ｂｒ计）的质量分数和干燥失重的要求（见

表２，２０１０年版的表２）；

———删除了有效期内有效溴下降率指标要求（见２０１０年版的表２）；

———增加了由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或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与其他非

消毒因子（辅料）制成的消毒产品片剂的重量差异和泡腾片剂的崩解时限要求（见５．１．１和

５．１．２）；

———修改了由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或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与其他非

消毒因子制成的消毒产品溶解度要求（见５．１．１和５．１．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２．１和５．２．２）；

———增加了有效卤素或有效溴含量下降率应小于或等于１０％的要求（见５．１．３）；

———增加了现场试验和模拟现场试验杀灭微生物指标要求（见表３）；

———增加了疫源地消毒（见第６章）；

———删除了不适用于手、皮肤黏膜和空气的消毒（见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６章）；

———修改了使用方法，采用喷洒、擦拭、浸泡、冲洗、直接投加等消毒方法（见第７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

７章）；

———删除了游泳池水、污水和一般物体表面的具体消毒方法和消毒剂量（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７．１～

７．３）；

———增加了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溴含量、氯含量、片剂的重量差异、泡腾片剂的崩解时限的

测定方法（见８．１．２、８．４和８．５）；

———修改了干燥失重的检测方法（见８．３，２０１０年版的８．３）；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干燥失重测定方法”（见２０１０年版的附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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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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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艳淑、陈素良、张流波、崔玉杰、班海群、孙克勤、崔树玉、王茜、孙印旗、

邵长银、李炎、孙惠惠、廖如燕、张海霞、黎春晖。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６３７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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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溴消毒剂卫生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含溴消毒剂的原料要求，技术要求，应用范围，使用方法，检验方法，包装、运输和贮

存，标识、标签与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以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或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为杀菌成分的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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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１８４５　化学品　水溶解度试验

ＧＢ／Ｔ２３８４９　二溴海因

ＧＢ／Ｔ２３８５４　溴氯海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

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卫生部（卫法监发〔２００２〕２８２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含溴消毒剂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犪狀狋犮狅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犫狉狅犿犻狀犲

溶于水后，能水解生成次溴酸并具有杀菌作用的消毒剂。

３．２　

有效溴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犫狉狅犿犻狀犲

衡量含溴消毒剂氧化能力的、与含溴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溴量。

注：其含量用质量浓度（ｍｇ／Ｌ）或质量分数（％）表示。

３．３　

有效卤素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犺犪犾狅犵犲狀

衡量含卤素消毒剂氧化能力的、与含卤素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总卤素量。

注：其含量用质量浓度（ｍｇ／Ｌ）或质量分数（％）表示。

４　原料要求

４．１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８５４合格品技术指标要求。如果加入辅料，其辅料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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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关标准和规定。

４．２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８４９合格品技术指标要求。如果加入辅料，其辅料

应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理化指标

５．１．１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

质量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质量分数／％ ≥９６．０

有效卤素（以Ｃｌ计）的质量分数／％ ≥５６．０

氯的质量分数／％ １３．０～１７．０

溴的质量分数／％ ３１．０～３５．０

干燥失重（６０℃，２ｈ）／％ ≤０．８

溶解度（水，２０℃）／（ｇ／Ｌ） ２．０～２．５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与其他非消毒因子（辅料）制成的消毒产品，其产品的溴氯５，５二

甲基乙内酰脲含量和有效卤素含量的波动范围应小于或等于１０％，溶解度不低于２．０ｇ／Ｌ，片剂的重量

差异和泡腾片剂的崩解时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的要求。

５．１．２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

质量要求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质量分数／％ ≥９７．０

有效溴（以Ｂｒ计）质量分数／％ ≥１０８

干燥失重（６０℃，２ｈ）／％ ≤０．５

溶解度（水，２０℃）／（ｇ／Ｌ） ２．２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与其他非消毒因子（辅料）制成的消毒产品，其产品的１，３二

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含量和有效溴含量的波动范围应小于或等于１０％，溶解度不低于２．２ｇ／Ｌ；片剂

的重量差异和泡腾片剂的崩解时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的要求。

５．１．３　稳定性要求

完整包装的消毒剂在产品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有效期应大于或等于１２个月，有效卤素或有效溴含量

下降率应小于或等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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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杀灭微生物指标

根据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使用剂量，按《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中的定量杀菌试验、模拟现场试

验或现场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其杀菌效果符合表３的要求。

表３　杀灭微生物指标

指示菌株
杀灭对数值

悬液法 载体法 模拟现场试验

大肠杆菌（８０９９）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６５３８）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白色念珠菌（ＡＴＣＣ１０２３１）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ＡＴＣＣ９３７２）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自然菌 ≥１．００（现场试验）

６　应用范围

含溴消毒剂适用于游泳池水、污水、普通物体表面和疫源地消毒。

７　使用方法

采用喷洒、擦拭、浸泡、冲洗、直接投加等消毒方法。

８　检验方法

８．１　含量测定

８．１．１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含量及有效卤素含量测定

按附录Ａ进行。

８．１．２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溴含量、氯含量测定

按ＧＢ／Ｔ２３８５４规定的方法进行。

８．１．３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含量及有效溴含量测定

按附录Ｂ进行。

８．２　溶解度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１８４５进行。

８．３　干燥失重测定

８．３．１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按ＧＢ／Ｔ２３８４９规定的方法进行。

８．３．２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消毒剂按ＧＢ／Ｔ２３８５４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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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片剂的重量差异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规定的方法进行。

８．５　泡腾片剂的崩解时限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规定的方法进行。

８．６　消毒效果测定

按《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进行。

９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９．１　包装

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８４９或ＧＢ／Ｔ２３８５４的要求。

９．２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不得与其他货物混装，禁止与酸或碱及易氧化的有机物、还原物共运。应有遮盖物，

防止日晒、雨淋、受潮，并保持包装完整，标志清晰。

９．３　贮存

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受潮，禁止与酸或碱及易氧化的有机物和还原物共贮。

１０　标识、标签与说明书

１０．１　包装标识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１０．２　标签和说明书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１０．３　产品注意事项宜标注以下内容：

ａ）　含溴消毒剂为外用品，不得口服；

ｂ） 含溴消毒剂属强氧化剂，与易燃物接触可能引发无明火自燃，应远离易燃物及火源；

ｃ） 含溴消毒剂对织物有漂白褪色作用，对金属有腐蚀性；

ｄ） 含溴消毒剂有刺激性气味，对眼睛、黏膜、皮肤等有灼伤危险，避免与人体直接接触；

ｅ） 操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眼镜、口罩、工作服、橡胶手套等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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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及其有效卤素（以犆犾计）含量测定

犃．１　原理

在酸性溶液中，含溴消毒剂可以将碘化钾氧化生成碘。以淀粉溶液为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滴

定生成的碘，根据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溶液的量，计算出有效卤素（以Ｃｌ计）的含量。

犃．２　试剂或材料

安全提示：硫酸属强酸，具有腐蚀性，使用时应注意。溅到身上时，用大量水冲洗，避免吸入或接触

皮肤。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验用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一级水。

犃．２．１　碘化钾溶液：３００ｇ／Ｌ碘化钾（分析纯）溶液。

犃．２．２　硫酸溶液：１份９５％～９８％的分析纯硫酸加５份去离子水配制而成。

犃．２．３　淀粉指示剂：１０ｇ／Ｌ淀粉溶液，按ＧＢ／Ｔ６０３配制。

犃．２．４　硫代硫酸钠溶液：０．１ｍｏｌ／Ｌ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按ＧＢ／Ｔ６０１制备并标定。

犃．３　仪器设备

犃．３．１　电子分析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犃．３．２　磁力搅拌器。

犃．４　试验步骤

犃．４．１　粉剂、颗粒剂可直接称量，片剂用干燥的研钵研磨后称量。

犃．４．２　称取样品０．１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加入干燥洁净的２５０ｍＬ碘量瓶中，再放入一根磁力搅拌棒

于碘量瓶中，然后顺序加入去离子水１２０ｍＬ、碘化钾溶液１０ｍＬ和硫酸溶液２０ｍＬ，迅速盖好碘量瓶

盖，加少量去离子以密封瓶口，放在暗处的磁力搅拌器上，避光搅拌至样品溶解。

犃．４．３　取下搅拌器上的碘量瓶，用蒸馏水冲洗瓶塞和瓶内壁，立刻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滴定，至浅黄色

时，加２ｍＬ淀粉指示剂，溶液立即变为蓝色，继续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滴定至蓝色刚好消失，放置

３０ｓ不变色为终点，记录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

犃．４．４　按上述步骤进行空白对照试验。

犃．４．５　平行测定２次，取其含量平均值作为样品的有效卤素（以Ｃｌ计）含量。

犃．５　试验数据处理

犃．５．１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含量以质量分数狑１ 计，数值以％表示，按式（Ａ．１）计算：

狑１＝
犞／１０００－犞０／１０００（ ）犮犕／４

犿
×１００ ……………………（Ａ．１）

５

犌犅／犜２６３７０—２０２０



　　式中：

狑１———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含量，％；

犞 ———试样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 ———溴氯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２４１．５）；

犿 ———称取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犃．５．２　有效卤素（以Ｃｌ计）含量以质量分数狑２ 计，数值以％表示，按式（Ａ．２）计算：

狑２＝
犞／１０００－犞０／１０００（ ）犮犕

犿
×１００ …………………………（Ａ．２）

　　式中：

狑２———有效卤素（以Ｃｌ计）含量，％；

犞 ———试样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 ———有效卤素（以Ｃｌ计）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３５．４５）；

犿 ———称取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犃．５．３　最终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犃．６　精密度

两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０．５％。

６

犌犅／犜２６３７０—２０２０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和有效溴（以犅狉计）含量测定

犅．１　原理

在酸性溶液中，含溴消毒剂可以将碘化钾氧化生成碘。以淀粉溶液为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滴

定生成的碘，根据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溶液的量，计算出有效溴及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含量。

犅．２　试剂或材料

安全提示：硫酸属强酸，具有腐蚀性，使用时应注意。溅到身上时，用大量水冲洗，避免吸入或接触

皮肤。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验用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一级水。

犅．２．１　碘化钾：为分析纯。

犅．２．２　硫酸溶液：１份９５％～９８％的分析纯硫酸加８份去离子水配制而成。

犅．２．３　淀粉指示剂：为５ｇ／Ｌ淀粉溶液，按ＧＢ／Ｔ６０３配制。

犅．２．４　硫代硫酸钠溶液：为０．１ｍｏｌ／Ｌ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按ＧＢ／Ｔ６０１制备并标定。

犅．３　仪器设备

犅．３．１　电子分析天平：精度０．１ｍｇ。

犅．３．２　磁力搅拌器。

犅．４　试验步骤

犅．４．１　粉剂、颗粒剂可直接称量，片剂用干燥的研钵研磨后称量。

犅．４．２　量取１２５ｍＬ去离子水置于２５０ｍＬ碘量瓶中，再加入２ｇ碘化钾，放入一根磁力搅拌棒。

犅．４．３　称取样品０．１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置于上述碘量瓶中，在电磁搅拌器上充分搅拌，使样品完全

溶解，加硫酸溶液２０ｍＬ，盖上盖并振摇混匀后加去离子水数滴于碘量瓶盖缘，置暗处５ｍｉｎ。

犅．４．４　打开盖，让盖缘去离子水流入瓶内。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滴定游离碘，边滴边摇匀。待溶液呈

淡黄色时，加入淀粉指示剂１０滴，溶液立即变为蓝色。继续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滴定至蓝色消失，放置

３０ｓ不变色为终点，记录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

犅．４．５　按上述步骤进行空白试验。

犅．４．６　平行测定２次，取其含量平均值作为样品的有效溴含量。

犅．５　试验数据处理

犅．５．１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含量以质量分数狑３ 计，数值以％表示，按式（Ｂ．１）计算：

狑３＝
犞／１０００－犞０／１０００（ ）犮犕／４

犿
×１００…………………………（Ｂ．１）

犌犅／犜２６３７０—２０２０



书书书

犌犅／犜２６３７０—２０２０

　　式中：

狑３———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的含量，％；

犞 ———试样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 ———１，３二溴５，５二甲基乙内酰脲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２８５．９４）；

犿 ———称取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犅．５．２　有效溴（以Ｂｒ计）含量以质量分数狑４ 计，数值以％表示，按式（Ｂ．２）计算：

狑４＝
犞／１０００－犞０／１０００（ ）犮犕

犿
×１００ …………………………（Ｂ．２）

　　式中：

狑４———有效溴（以Ｂｒ计）含量，％；

犞 ———试样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０———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ｍＬ）；

犮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犕 ———有效溴（以Ｂｒ计）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犕＝７９．９０）；

犿 ———称取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ｇ）。

犅．５．３　最终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犅．６　精密度

两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０．５％。

０
２
０
２—

０
７
３
６
２
犜／

犅
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６５５３０

定价： 　　１６．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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