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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出了监测生活垃圾填埋物渗滤液中遇到的大肠菌群检测方法和排放限值单位应用的问题, 并建议使用粪大

肠菌群作为指标, 开展定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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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的监测中, 细菌

指标是要素之一。在实际执行  生活垃圾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 ! ( GB 16889- 1997) (以下简称  控制

标准! )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1 问题

( 1)  控制标准 !规定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排放控制项目有大肠菌值, 其他标准
[ 1- 5]
规定地表

水和污水检测粪大肠菌群, 地下水检测总大肠菌

群,生活垃圾渗滤液属地表污水应检测粪大肠菌

群。粪大肠菌群是总大肠菌群的一部分, 但总大肠

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实验室检测培养温度和分析

步骤不同
[ 6- 7]

, 在实际应用中两者相对独立。

( 2)  控制标准 !中规定大肠菌值的检测方法

为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附件: 大肠菌值测定

多管发酵法 ) ! ( GB 7959 - 1987)。该标准中采用

的大肠菌值的检测方法针对固体样品,并不适合渗

滤液的检测。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颁布于 1987

年,所用的部分方法已经被新的更科学的方法替

代。在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 (第四版 )中, 有

水中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多种测定方法,其

中包括多管发酵法,更适合对液体样品的检测。

( 3)  控制标准 !中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大肠菌值排放限值的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均为

10
- 1

~ 10
- 2
, 三级标准无数据。按大肠菌值的含

义, 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的最小样品量。固体样品

量单位通常采用 g, 液体单位通常为 mL, 故大肠

菌值有量纲, 并且大肠菌值的排放限值应是临界

值, 而不应是区间范围, 否则在标准执行时会很

困难。

( 4)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大肠菌值的实

际计算中, 大肠菌群的单位是 L
- 1
。大肠菌值和大

肠菌群的换算关系为: 大肠菌值 = 1 ∀ 1 000 /大肠

菌群数。

( 5)  控制标准!中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中大肠菌值的分析方法为多管发酵法。若监测结

果的判断只是实测值与标准限值的比较,样品无需

定量检测, 只需作定性检测, 这可节省人力物力。

大肠菌群定性检测的 Co lilert( P /A )法被美国 EPA

认可且在许多国家广泛应用
[ 3 ]

,  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微生物指标! ( GB /T 5750. 12- 2006)中

也已经明确可以使用定性检测方法。

2 建议

( 1)建议在  控制标准 !中用粪大肠菌群作为

评价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的生物指标。

( 2)粪大肠菌群的监测分析方法可选用  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 (第四版 )水中粪大肠菌群的

测定 ( B ) 多管发酵法。

( 3)参照其他标准
[ 4- 6]
的大肠菌群标准限值,

建议  控制标准 !大肠菌值限值为一级标准
10

- 1
mL,二级标准 10

- 2
mL。

( 4)  控制标准!需要明确垃圾渗滤液排放控

制项目是粪大肠菌群还是总大肠菌群,这有利于为

环境管理提供准确的信息。若环境监测中只需对

样品作定性判断, 采用定性检测分析方法 Co lilert

( P /A )更为实用、科学, 有助于降低检测成本, 提高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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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2 环境水样测定

采集生活废水样品,为了防止高温造成水样中

物质分解,控制 50 # 水浴浓缩,用稀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pH值为 8,过滤后分别采用该方法和国标方

法亚甲蓝法
[ 10]
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1 模拟水样测定结果 ( n= 6)

取样体积 V /m L 测定值 m /m g 测定均值 m /m g RSD /% 理论值 m /m g

5. 0 0. 119 0. 120 0. 121 0. 120 0. 124 0. 122 0. 121 1. 4 0. 125

10. 0 0. 243 0. 238 0. 241 0. 240 0. 243 0. 242 0. 241 0. 8 0. 250

表 2 环境水样测定结果 ( n= 6)

样品号 该方法测定值 / ( m g∃ L- 1 ) 测定均值 / ( m g∃ L- 1 ) RSD /% 亚甲蓝法测定值 / ( m g∃ L- 1 )

1 1. 92 1. 85 1. 90 1. 89 1. 83 1. 87 1. 88 1. 8 1. 81

2 2. 53 2. 47 2. 41 2. 50 2. 49 2. 45 2. 48 1. 7 2. 40

3 结论

采用甲基紫光度法测定环境水样中十二烷基

磺酸钠,操作简单,方法选择性好,准确度和精密度

均符合要求。将该方法与国标方法亚甲蓝法对比,

测定结果吻合,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该方法不需

要有机溶剂萃取,操作简单、快速,减少了有机物带

来的二次污染,适用于环境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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