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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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警用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6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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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用水样自动采集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监测用水样自动采集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监测用水样自动采集器研发、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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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5480 仪器仪表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HJ/T 372 水质自动采集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动采集

指监测用水样自动采集器（以下简称采集器）按预定设置的采样模式，自动采集水样，直至

定量注入采样瓶，最后将多余或滞留的水样排走及清洗管路的全过程。

3.2 在线采集

指将采集器正确安装在采样点处，按预定设置的采样模式，对采样点监控的水质进行全程的、

动态的水样采集的工作方式。

3.3 混合采集

指采集器将同一采样点不同时间采集的样品，注入同一个采样瓶中的采样方式。通常用于分

析目标物质在某个时间区间内的平均值。

4 要求

4.1 外观

4.1.1采集器各部件表面应光洁、平整、色泽均匀、无裂纹、褪色及永久性污渍、无明显变形和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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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等机械性损伤。金属件应涂层均匀、无腐蚀、生锈，脱落及磨损现象。

4.1.2 面板上的标志清晰，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型号、商标、出厂编号、生产厂家等。

4.1.3 产品组装应坚固、零部件紧固无松动。

4.2 构成

采集器由水样采集单元、温度控制单元和监控单元等单元构成。

4.2.1 水样采集单元：将水样采集至采集器的单元，一般由泵、管路和采样头组成。采样头宜装

有过滤网，防止悬浮物堵塞管路。

4.2.2 温度控制单元：具有低温保存水样的单元。

4.2.3 监控单元：监控采样全过程和设备环境、样品保存箱温度的单元。

4.3 标识

采集器标识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型号、商标、出厂编号、生产厂家等。

4.4 功能

4.4.1 水样采集方式可实现单瓶多次采集、多瓶单次循环采集；采集时序上可实现间隔采集，定

时启动采集，整点启动采集（每次启动时间可以任意勾选设定）等。

4.4.2 管路润洗功能，采样前可对进样管路进行润洗，防止管路交叉污染。

4.4.3 样品-20℃冷冻功能，冷冻状态仍然可以正常采集水样。

4.4.4 手机端或服务器后台远程操控，监视采样设备。服务器后台可以通过集群指令，统一控制

所有已授权的设备，统一设置参数，统一启动，实现设备实时云端互联监控，异常状态后台回报。

4.4.5 采集器具有定位功能，采样地大气压、海拔监控功能，坐标信息实时上传至服务器后台。

4.4.6 内置进样监控摄像头，可以获取保存区的样品流媒体信息，以及进样时的进行情况流媒体

信息。

外置360°鱼眼全景摄像头，可以对采样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并具有移动侦测功能，对采样过程进

行监控报警，具备红外补光，红外摄像功能，具有弱光环境摄像功能。

4.4.7 样品保存箱开箱远程电控锁，可以实现样品取样受控。

4.4.8 采集器工作状态监控功能，进样过程中若出现未取到样品、采集器异常堵塞，采集器温度



- 5 -

异常等情况，采集器将进行报警，并将异常情况上报后台。

4.4.9 采集器采样管换样报警功能，若采样管从水样中切换到其他水体中，采集器将进行取样异

常报警。

4.4.10 可追溯样品瓶、瓶盖，样品的采样信息可以通过二维码实现物联绑定。

4.4.11 样品瓶防开盖功能，样品取样完成后，样品瓶盖锁紧密封后，首次开启将留下自断痕迹，

且瓶盖具有唯一的二维码进行保护。

4.4.12 内置可充电电池，可以为设备提供异常断电电源（传感器取样器部分）。

4.4.13 外部可以接入扩展电池，为样品储存箱提供制冷的电量。

4.5 性能

4.5.1 环境适应性

4.5.1.1 气候环境适应性

采集器的工作温度和贮存温度见表1。采集过程中不应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采集器应能正常

工作。

表1 气候环境适应性

项目 环境条件 试验时间

高温工作 （40±2）℃ 24h

高温贮存 （70±2）℃ 48h

低温工作 （-20±2）℃ 24h

低温贮存 （-40±2）℃ 48h

恒定湿热工作 （40±2）℃，RH（93±3）℃ 12h

恒定湿热贮存 （40±2）℃，RH（93±3）℃ 48h

4.5.1.2 机械环境适应性

按表2规定进行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每项试验后对采集器功能进行检验，各项功能应正常，

且采集器内部构件无松动，外壳不变形，不损坏，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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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机械环境适应性

项目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振动 频率范围：(10～55～10)Hz(正弦振动)

位移幅值：0.35mm

1倍频程/min

X、Y、Z 方向各 30min，

共 1.5h

冲击 冲击脉冲波形： 半正弦

加速度幅值：30g

脉冲持续时间：11ms

X、Y、Z 方向各 3 次

跌落
跌落高度：800mm（水泥地面）按运输状态放在包装跌落

试验台上。

正面跌落 3 次，前、后、

左、右面各跌落 1 次

4.5.2 电气安全性

4.5.2.1 绝缘电阻

采集器的充电器或电源适配器的电源引入端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

等于5MΩ。

4.5.2.2 抗电强度

采集器的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电极或与之相连的其他导电电路与易触及部件之间施加1500V、
50Hz试验电压，试验中不应出现击穿现象。试验后电子辅助单元应无故障，功能应正常。

4.5.2.3 泄漏电流

采集器的泄漏电流应不大于0.7mA。

4.6 采集控制

采集器的采集控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采集器的采集控制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采样量误差 ±10%

系统时钟时间控制误差 Δ1≤0.1%及Δ12≤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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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保存箱内温度控制误差 ±2℃

采样垂直高度 ≥5m

水平采样距离 ≥5m

管路系统气密性 ≤—0.05MPa

4.7 稳定性要求

采集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连续工作1440 h，不应出现电气、机械或软件的故障。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环境温度: 5～45℃。

5.1.2 相对湿度：90%以下。

5.1.3 电源电压：交流220 V±22 V。

5.1.4 电源频率：50 Hz±1 Hz。

5.1.5 移动、电信基站信号强。

5.2 外观检验

目视检查采集器外观，判定结果是否符合4.1的要求。

5.3 构成检验

目视检查采集器构成，判定结果是否符合4.2的要求。

5.4 标识检验

目视检查采集器标识，判定结果是否符合4.3的要求。

5.5 采集准备及校正

5.5.1 接通电源后，按采集器操作说明书规定的时间预热，以使各部分功能及显示记录单元稳

定。

5.5.2 按采集器操作说明书的校正方法，校正采集器。

5.6 采集方法检验

5.6.1 采集器在基站信号量好的测试环境下开机应可以自动附着连接至运营商基站，并亮起采集



- 8 -

器面板通信指示灯，服务器/手机端应可以显示该采集器在线的标识。

5.6.2 采集器开机连接成功后，服务器/手机端应可以对该采集器进行远程设置，远程启动。

5.6.3 服务器后台可以通过集群功能成功下发采样参数，并启动采集器。

5.6.4 采集器样品保存区样品保存温度应可以达到-20℃。

5.6.5 当样品保存区达到-20℃时，启动采集器，采集器应可以正常采样，采样过程无采样管冻结、

无法采样等异常报警。

5.6.6 当样品保存箱关闭后，在未授权开启的情况下，样品保存箱应处于锁止状态，且异常开启

后，采集器应报警。

5.6.7 样品瓶、瓶盖的二维码应清晰，并可以用扫码设备扫描出该条码。

5.6.8 样品瓶取样完成后，扫描瓶身二维码应可以获取该测试水样的采样信息，包括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等。

5.6.9 样品瓶取样完成，使用瓶盖密封后，瓶盖首次开启后瓶身应留下防盗环作为开启非首次开

启标志。

5.6.10 采集器采样过程中若出现以下异常将进行设备报警：

a）采样前将采样管移除水样，设备启动后报警未检测到水样。

b）采样前人为阻塞进样口，设备启动后应报警进样压力过大。

5.6.11 使用浑浊水样模拟污水，采样过程中将取样管由污水移动至清水，采集器应在后台显示采

样水样可能存疑标志。

5.6.12 采集器启动10分钟后，应可以在室内得到定位信息，在空旷户外得到坐标信息。

5.6.13 采集器启动后应可以获取本地的大气压力值和海拔高度信息。

5.6.14 采集器启动后应可以正确显示出设备环境温度和样品箱温度。

5.6.15 当采集器启动采样时，设备应先进行管路润洗，然后再进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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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6 当采集器异常后，服务器/手机端应提供可以尝试的建议，提高故障回复的速度。

5.6.17 采集器应可以实现多种采样逻辑：

a）单瓶多次采样

b）多瓶单次循环采样

c）间隔采样

d）定时启动采样

e）整点启动采样（每次启动时间可以任意勾选设定）

5.6.18 内置摄像头应可以在采集器启动并联网成功后，在后台或手机端查看到内部的照片。外置

摄像

头模块应可以连接至服务器后台，并可以将摄像头获取的监控画面、移动侦测信息反馈至服务器，

摄像

头在外部光线弱的情况下应启动外部红外补光灯，并显示红外夜视画面。

5.6.19 当采集器电池处于低电量情况，应亮起低电量指示红灯，并通知服务器后台。

5.6.20 当接入外部储存动力电池后，采集器应可以使用该电池为设备储存冰箱供电。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采集器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6.2 型式检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设计定型或生产定型时；

b) 材料、结构、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 产品首次生产、停产三年后恢复生产时；

d) 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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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按表4规定执行。

表4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外观 4.1 5.1 √ √

构成 4.2 5.2 √ √

标识 4.3 5.3 √ √

性能 4.4 5.6 √ √

6.3 出厂检验

6.3.1 产品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按表1的规定执行。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包装标志

包装箱的明显位置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仪器型号、名称；

b) 制造商名称、地址；

c) 毛重和净重，单位为kg；

d) 出厂编号、包装箱序号及数量；

e)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易碎物品”，“向上”，“怕雨”等标志。

7.2 包装

7.2.1 外观要求 采集器外壳表面及装饰应无裂纹、变形、划痕、污浊，毛刺现象。表面应涂层均

匀、无腐蚀、生锈，脱落及磨损现象。所有铭牌及标识应清晰。产品组装应坚固、零部件紧固无

松动。

7.2.2 产品随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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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合格证书一份；

b) 产品使用备说明书一份；

c) 附件、备件清单一份。

7.2.3 产品成套性

a) 主机一台；

b) 附件一套，应符合附件、备件清单的要求。

7.3 运输

采集器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受到剧烈冲击，雨淋及曝晒。

7.4 贮存

采集器贮存的温度为5～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5%、室内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