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标  准  号：      T/XZHS 001-2020                              

       项目承担单位：    西藏好水行业协会                           

   拉萨海关技术中心                                

   中检科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                           

   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西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所    

   西藏山南雅拉香布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索康特殊食品有限公司                         

         项目组织单位：   西藏好水行业协会                           

       项目实施时间：   2020 年 06 月 至 2020 年 12 月        



 

 
 

1 

团体标准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团体标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由西藏好水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于 2020 年 6 月批准立项，立项文件号：藏水协[2020]04 号。成立了《西藏婴幼

儿饮用天然水》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由西藏好水行业协会、拉萨海关技术中心、

中检科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西藏高原天然水有

限公司、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西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所、西

藏山南雅拉香布实业有限公司、青岛索康特殊食品有限公司组成，项目组成员：

房成利、曹晓钢、姜晓虹、冯峰、孟权、乐粉鹏、罗布、杨农建、闫海波、扎西

央宗、蔡成蓉、卢英、罗秋娟。 

同时，邀请了部分国内知名医学专家，成立了医学专家组，成员分别为：陈

伟（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汤庆娅（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景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主任医师）、曾果（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杨凡（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荣（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卫（青岛市市南区妇儿保健中心，主

任医师）。本标准的制定得到了医学专家组成员的大力支持和专业性指导。 

2、制定标准的背景、必要性 

西藏是我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西藏的天然水资源，总体水龄适中，富含

锂、锶、偏硅酸等多种天然常量及微量元素，呈天然弱碱性，无污染，是世界公

认的最好淡水资源之一。自治区政府提出要把饮用天然水产业作为我区特色优势

产业的一个重要龙头，着力打造“西藏好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据《华

经情报》统计与分析，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359 元，同比

增长 7.9%。国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自 2016 年国家全

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母婴家庭群体呈扩大趋势，2019 年达到 2.9 亿多户。

伴随着财富增长，母婴家庭消费理念更加注重安全与营养，消费取向更加细化和

专用。水是生命之源。母乳是婴幼儿最理想的食物，0-6 月的婴儿应该坚持纯母

乳喂养，但是，我国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国家卫计委 2014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母乳喂养率呈持续下降趋势。0-6 月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为 27.8%，其中

农村为 30.3%，城市仅为 16.8%，远低于国际 38%的平均水平。因此，顺应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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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新的消费理念，满足持续扩大、且未实施母乳喂养的婴幼儿群体饮用水，必

须向市场提供标准更高、质量更优的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据统计，我国母婴水市场规模 2015 年为 3936.8 万元，2019 年达到了 24060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57.23%。预计到 2026 年，我国母婴水零售规模将达到 26000

万瓶（以 500ml 计）、118900 万元，市场前景十分看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

内有农夫山泉等 11 家（含西藏一家）生产销售母婴水，有法国、丹麦、新西兰、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母婴水产品抢滩中国市场。纵观国际母婴水市场，欧美发达国

家母婴水市场发展较成熟，亚洲及拉丁美洲发展较快。2019 年，欧洲地区母婴

水市场规模 4.59 亿美元，美国 3.91 亿美元，亚洲 2.39 亿美元，拉丁美洲 0.54

亿美元。 

发达国家结合各自国家实际，以污染物、矿物盐为重点，制定了相关法规、

标准和技术要求。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饮用水中的营养矿物质：对

婴幼儿的影响》[1]提出，婴幼儿饮用水，钠≤20 mg/L，硫酸盐≤200 mg/L，镁≤40 

mg/L。其他如法国食品卫生安全署规定了钙镁等 10 项指标参数；奥地利联邦以

法律公报形式规定 7 项指标参数；美国环境保护局、FDA 规定了 3 项，德国、

瑞士儿科学会对钠等含量做出推荐和建议(国际上对婴幼儿饮用水的技术指标要

求[2,3]见附件 1)。反观国内 11 家生产企业，主要使用的是企标，还有以国家包装

饮用水标准生产，冠名为婴幼儿水。目前，国家没有相关标准。面对市场需求，

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经同意，借用北京标准，已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产

品推向了市场。而西藏众多企业也想充分发挥自身得天独厚的优质水源生产婴幼

儿饮用水，并积极呼吁协会牵头制定自己的团体标准。 

鉴于以上原因，西藏好水行业协会决定发挥组织协调、服务促进职能，联络

区内主要生产厂家，得到国内、区内科研单位支持，特别是得到医学专家的帮助

支持，开始着手制定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标准，为西藏饮用天然水产业发展做

出贡献。 

3、标准的制定过程 

（1）2020 年 6 月初，西藏好水行业协会向项目组下达《西藏婴幼儿饮用天

然水》团体标准起草编制任务。成立标准起草项目组，初步制定了该标准的工作

计划和程序。 

（2）协会与初建的项目组学习、查阅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西藏

自治区饮用天然水发展规划》（2015-2025），区工信厅会同区水利厅、国土厅发

布的《西藏饮用天然水资源调查评价情况》，区工信厅发布的《西藏自治区天然

水生产企业概况》，以及国际国内相关法规、标准和技术要求，并调研区内婴幼

儿饮用天然水生产企业。在摸清底数、初步掌握科学数据的基础上，项目组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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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了产品采样条件：a、集中体现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特点；b、产量占据主

导地位；c、生产设备及工艺先进；d、质量稳定。依据这四个条件，项目组初步

确定了符合以上条件、水产量去年占全区 83%的卓玛泉婴幼儿饮用天然水、5100

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等 2 个产品作为制标基础数据源。 

（3）2020 年 6 月 19 日，初建的项目组召开第一次内审会，对 2 个产品以

往大量的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初步设定出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界限指

标、污染物限量指标、微生物指标等。据此，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第 1 稿。

7 月底至 8 月初，项目组分片召开医学专家讨论会征求意见。8 月 14 日，项目组

召开第二次视频内审会，吸收医学专家意见建议后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第 2

稿。8 月 16 日，项目组召开医学专家视频会议，就第 2 稿再次征求专家意见。8

月 18 日，项目组分别征求生产企业相关领导、专业技术人员意见，结合医学专

家意见，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第 3 稿。8 月 24 日，项目组召开第三次视

频内审会，在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第 4 稿。 

（4）2020 年 9 月，为了验证参数设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样品采集

和检测分析。送检的三家检测机构为：拉萨海关技术中心（国家矿泉水检测重点

实验室）、中检科（北京）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地下水矿泉水及环境

监测中心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采样信息表见表 1。 

表 1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样品信息 

序号 名称 批次 

01 5100 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30 

02 卓玛泉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30 

合计 60 

（5）2020 年 10 月中、上旬，项目组对 60 批送样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比对、

分析，并召开小规模内审会，进一步确定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界限指标、污

染物限量指标、微生物指标等。据此，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第 5 稿。10

月 23 日，召开医学专家第三次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形成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第 6 稿。 

（6）11 月 2 日，召开标准编写组第四次全体会议，经讨论修改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之后向全区相关单位公开征求意见。 

4、标准编制原则及技术依据 

4.1、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安全性”“科学性、适应性、可行性”原则，既考虑标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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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又顾及企业，生产者的生产实际，促进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实现优质、安

全、高效的目标，同时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

指导检验和贮存运输的依据，在技术要求上切实可行，保障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

水的质量安全和品质要求。 

原则性：保护资源、生态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制定本标准的基本

原则。 

安全性：本标准对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中界限指标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对限量指标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把确保更加安全放在了首要位置。 

科学性：本标准参数，是在检测数据统计结果基础上，充分参考、借鉴了

WHO、欧美、日等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设定的。同时考虑了国内现有监测机构

的监测能力和实际情况，以确保对水质量评定的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和可

操作性。 

适应性：根据婴幼儿饮用天然水市场的需求，制定的标准充分反映了当前

区内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保证产品质量指标的要求，便于生产，宜于应

用。 

协调性：该标准与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协调一致。 

4.2、技术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结构、格式和用语上，严格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4《团

体标准化》、《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相关标准和文件，进行标准文本的编写，规

范标准结构和标准用语，保证标准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本标准在内容上主要依

据 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8537-2018《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GB 853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

水检验方法》、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T 5750-2006《生活饮

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等标准、文件的规定进行编制。结合前期调研结论、相关资

料及检测数据，项目组制定了该标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5、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的说明 

5.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生产和检验。 

5.2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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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显示，我区饮用天然水富含锂、锶、偏硅酸等有益微量元素，且地

理偏僻，在一定区域内未受人类活动污染，借鉴 GB 8538-2018《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和 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中

的术语和定义，结合西藏饮用天然水企业生产情况，体现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独有特质，规定：从西藏自治区辖区内地下深处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的，含有

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具有低钠、低矿化度适用于婴幼儿，非

公共供水系统的天然水。在通常情况下，其水源化学成分、流量、水温等动态指

标在天然周期波动范围内相对稳定。在一定区域未受污染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污

染的，按标准处理后，密封于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规定的包装容器中，可供

婴幼儿直接饮用或冲调婴幼儿配方食品的天然水。 

5.3 技术要求 

5.3.1 原料要求 

水源地保护按 GB/T 19304 执行。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749 规定。水源取水

口海拔不低于 3200 米。突出西藏海拔、冰川雪山概念，同时海拔越高，人类活

动相对较少，水源被污染的机会也越小。 

5.3.2 水质要求 

5.3.2.1 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是描述和判断产品质量最直观的指标。科学合理的感官指标可以

反映该产品的特征品质和质量要求，直接影响到产品品质的界定和产品质量安全

的控制。本标准结合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生产加工过程，对西藏婴幼儿饮用天

然水的色度、浑浊度、滋味与气味、状态作出了描述和规定，色度从 10 度降到

了 5 度，优于国标 GB 19298 中的要求。感官指标确定及检测数据统计见表 2。 

表 2  感官指标确定及检测数据统计 

项目 指标 产品名称 样品批次 结果范围 
合格率

（%） 

色度/度 ≤5 
5100婴幼儿水 30 ﹤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5 100 

浑浊度/NTU ≤1 
5100婴幼儿水 30 ﹤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1 100 

滋味与气味 无异味、无异嗅 
5100婴幼儿水 30 无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无 100 

状态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5100婴幼儿水 30 无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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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理化指标 

（1）界限指标 

按照我国相关标准及有关规定，以及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特点，结合检

测数据，确定了各项指标，溶解性总固体和钠为必须满足指标，其它应有 9 项（或

9 项以上）指标符合规定。界限指标确定及检测数据统计见表 3。 

表 3  界限指标确定及检测数据统计 

项目 指标 产品名称 样品批次 结果范围 平均值 
合格率

（%） 

溶解性总固体/(mg/L) 20-150 
5100婴幼儿水 30 66-86 7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32-56 41 100 

钠/(mg/L) ≤20 
5100婴幼儿水 30 11.5-14.6 13.2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5.2-6.3 5.7 100 

pH 7.0-8.5 
5100婴幼儿水 30 7.2-8.2 7.9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7.8-8.3 8.0 100 

锂/(mg/L) 0.01-1.0 
5100婴幼儿水 20 0.154-0.21 0.17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0.053-0.089 0.07 100 

锶/(mg/L) 0.01-1.0 
5100婴幼儿水 20 0.0073-0.012 0.0098 5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0.0024-0.007 0.0047 0 

偏硅酸/(mg/L) 5-50 
5100婴幼儿水 20 20.2-21.4 20.8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12.2-12.4 12.3 100 

总硬度/(mg/L) 5-100 
5100婴幼儿水 20 13.51-15.01 13.96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8.67-11.51 9.78 100 

钾/(mg/L) ≤5 
5100婴幼儿水 20 1.65-1.78 1.73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0.67-0.82 0.76 100 

钙/(mg/L) ≤30 
5100婴幼儿水 20 2.88-3.88 3.26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1.61-2.67 2.02 100 

镁/(mg/L) ≤5 
5100婴幼儿水 20 1.10-1.31 1.18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1.06-1.18 1.11 100 

碳酸氢盐（以 HCO3
-计）/(mg/L) ≤100 

5100婴幼儿水 30 20.92-24.41 22.47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15.88-22.1 17.98 100 

硫酸盐（以 SO4
2-计）/(mg/L) ≤20 

5100婴幼儿水 20 8.62-10.23 9.08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3.70-4.33 3.91 100 

氯化物（以 Cl-计）/(mg/L) ≤25 
5100婴幼儿水 20 10.94-11.90 11.34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4.70-5.17 4.81 100 

① 溶解性总固体 

溶解性总固体（TDS），指水中溶解组分的总量，包括溶解于水中的各种离

子、分子、化合物的总量，但不包括悬浮物和溶解气体。TDS 值通常可以反映

水中矿物质的总含量。TDS 指标设定上下限值，主要参照了北京包装饮用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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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 T/BJWA《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中对 TDS 的规定：

30-250 mg/L，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 T/WSJD《饮用天然矿泉水（适

合婴幼儿）》中对 TDS 的规定：≤150mg/L，保加利亚儿科医生的推荐值 TDS≤100 

mg/L，结合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检测结果，设定为 20 mg/L-150 mg/L，可以

有效排除纯净水达标的情况。 

②钠 

钠指标的设定，主要参照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发表的《饮用水中的营

养矿物质：对婴幼儿营养的影响》，提出了钠≤20 mg/L，德国、奥地利等国更

以联邦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适合婴幼儿饮用的水钠含量不应超过 20 mg/L。 

③pH 值 

pH 值的设定，主要考虑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主要呈弱碱性状态，弱碱性

状态也更有利于偏硅酸的存在。 

④锂、锶、偏硅酸 

锂、锶、偏硅酸是有益微量元素，对人体心血管等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

作用。锂、锶、偏硅酸是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水质的重要特征性指标。设定上

限指标，主要考虑婴幼儿耐受性弱、代谢能力低的生理特点。三个特征性指标的

设定也可以有效排除纯净水达标的情况。 

⑤总硬度 

总硬度是水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它是形成水垢和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总硬度的高低与人体的健康密切相关，水的硬度过高会给人们的健康和日常生活

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我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中总硬度的限量值为 450 

mg/L，日本的限量值为 300 mg/L，在日本的水质管理目标中，其对应的值为

10-100 mg/L，总硬度在 10-100 mg/L 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本标准规定：总硬度 5 

mg/L -100 mg/L。 

⑥钾、钙、镁 

水中高矿物质浓度容易增加肾溶质负荷，因此是婴幼儿时期非常关注的问

题。奥地利联邦法律规定，适合婴幼儿饮用的水：钾≤10 mg/L，钙≤175 mg/L，

镁≤50 mg/L；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发布的 T/WSJD《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中规定：钾≤10 mg/L，钙≤100 mg/L，镁≤40 mg/L。结合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的检测结果，本标准设定为：钾≤5 mg/L，钙≤30 mg/L，镁≤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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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碳酸氢盐 

碳酸氢盐，主要根据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水质情况而设定，主要影响水

质酸碱度，该指标和钠的设定可以防止人为添加小苏打 NaHCO3 调节水质。 

⑧硫酸盐 

在大量摄入硫酸盐后出现的最主要生理反映是腹泻、脱水和胃肠道紊乱。人

们常把硫酸镁含量超过 600 mg/L 的水用作导泻剂。当水中硫酸钙和硫酸镁的质

量浓度分别达到 1000 mg/L 和 850 mg/L 时，有 5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水的味道

令人讨厌，不能接受。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饮用水中的营养矿物质：对婴幼儿的影响》提出，婴

幼儿饮用水，硫酸盐≤200 mg/L。结合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检测结果，本标

准规定：硫酸盐≤20 mg/L。 

⑨氯化物 

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规定：氯化物≤250 mg/L，结合西

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检测结果，本标准规定：氯化物≤25 mg/L。 

（2）限量指标 

婴幼儿时期作为个体发育的特殊阶段，有着不同于儿童及成年人的生理特

性，对化学污染物的毒性作用特别敏感，易发生严重的发育障碍[4]。限量指标确

定及检测数据统计见表 4。 

调整了 12 个限量指标，该限量指标更优于国标 GB 19298-2014 中的要求：

四氯化碳从 0.002 mg/L 降到 0.001 mg/L；三氯甲烷从 0.02 mg/L 降到 0.01 mg/L；

耗氧量从 2.0 mg/L降到 1.0 mg/L；铅从 0.01 mg/L降到 0.005 mg/L；砷从 0.01 mg/L

降到 0.005 mg/L；镉从 0.005 mg/L 降到 0.001 mg/L；汞从 0.001 mg/L 降到 0.0001 

mg/L；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从 0.3 mg/L 降到 0.1 mg/L；溴酸盐从 0.01 mg/L 降到

0.005 mg/L；氰化物从 0.05 mg/L 降到 0.01 mg/L；总 α放射性从 0.5 Bq/L 降到 0.1 

Bq/L；总 β放射性从 1 Bq/L 降到 0.5 Bq/L。 

根据检测结果，检测结果完全能满足限量指标要求，充分体现了西藏饮用天

然水纯天然、无污染特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AB%E9%85%B8%E9%9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6%B5%93%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6%B5%93%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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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限量指标确定及检测数据统计 

项目 指标 
GB 19298

要求 
产品名称 

样 品

批次 
结果范围 平均值 

合格率

（%） 

四氯化碳/(mg/L) ≤0.001 ≤0.002 
5100婴幼儿水 30 ＜0.001 ＜0.0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01 ＜0.001 100 

三氯甲烷/(mg/L)  ≤0.01 ≤0.02 
5100婴幼儿水 30 ＜0.01 ＜0.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1 ＜0.01 100 

耗 氧 量 ( 以 O2

计)/(mg/L) 
≤1.0 ≤2.0 

5100婴幼儿水 30 0.48-0.77 0.58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46-0.81 0.57 100 

铅/(mg/L) ≤0.005 ≤0.01 
5100婴幼儿水 30 ＜0.005 ＜0.00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05 ＜0.005 100 

砷/(mg/L) ≤0.005 ≤0.01 
5100婴幼儿水 30 ＜0.001 ＜0.0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01 ＜0.001 100 

镉/(mg/L) ≤0.001 ≤0.005 
5100婴幼儿水 30 ＜0.001 ＜0.0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01 ＜0.001 100 

汞/(mg/L) ≤0.0001 ≤0.001 
5100婴幼儿水 30 ＜0.0001 ＜0.00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001 ＜0.0001 100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1 ≤0.3 

5100婴幼儿水 30 ＜0.1 ＜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1 ＜0.1 100 

溴酸盐（以 BrO3
-计）

/(mg/L) 
≤0.005 ≤0.01 

5100婴幼儿水 20 ＜0.005 ＜0.00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0.005 ＜0.005 100 

亚硝酸盐（以NO2
-计）

/(mg/L) 
≤0.005 ≤0.005 

5100婴幼儿水 30 ＜0.005 ＜0.00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30 ＜0.005 ＜0.005 100 

氰化物（以 CN-计）

/(mg/L) 
≤0.01 ≤0.05 

5100婴幼儿水 20 ＜0.005 ＜0.00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20 ＜0.005 ＜0.005 100 

总 α放射性/(Bq/L) ≤0.1 ≤0.5 
5100婴幼儿水 11 0.01-＜0.1 ＜0.1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11 ＜0.01-＜0.1 ＜0.1 100 

总 β放射性/(Bq/L) ≤0.5 ≤1.0 
5100婴幼儿水 11 0.05-＜0.5 ＜0.5 100 

卓玛泉婴幼儿水 11 0.03-＜0.5 ＜0.5 100 

5.3.2.3 微生物指标 

与国标 GB 19298-2014 相比，增加了 2 项微生物指标：粪链球菌、产气荚膜

梭菌。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批次的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60 批次），大肠菌

群、粪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产气荚膜梭菌，均为未检出。 

5.3.2.4 食品添加剂 

为了突出西藏婴幼儿饮用水的天然、绿色、无污染，不得添加任何食品添加

剂。 

5.3.2.5 其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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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 19298 卫生要求执行。 

5.3.3 净含量及允差   

净含量及允差应符合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令[2005]第 75 号《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3.4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9304 的规定。 

6、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涉及到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检验方法，均有相应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按相关规定直接引用。 

7、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中涉及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除应符合

GB 7718 和 GB/T 191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须标示水源点名称，并标注水源点封灌装； 

—须标示产品达到的界限指标及 pH 值。 

—经西藏好水行业协会同意，其产品包装可使用“西藏好水行业协会”和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标识。 

8、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体标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为

西藏首次制定，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法律法规无冲突。 

9、征求意见情况 

2020 年 xx 月 xx 日-2020 年 xx 月 xx 日，对标准征求意见，共征求包括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商务厅、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西藏大学、那曲市人民政

府、日喀则市人民政府等 XX 家有关单位的意见，收到回函意见 XX 份（XX 单

位），XX 家单位回函无意见（XX 单位），整理意见 XX 条（XX 单位），采纳

XX 条，形成了“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2）。 

2020 年 XX 月 XX 日，西藏好水行业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对送审稿进行了技

术审查，会后项目组对专家意见进行了汇总处理，整理意见 XX 条，采纳 XX 条，

形成了“《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送审稿）审查会议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

（见附件 3）。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形成团体标准《西藏婴幼儿饮用

天然水》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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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贯彻标准的要求与措施建议 

新标准实施的过程是在实施进程中积累经验、逐步改进的过程，建议将该标

准定为推荐性团体标准。通过本标准的实施，规范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的的生

产、检验及销售，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达到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

保障婴幼儿身体健康的目的。 

虽然在标准的起草中，项目组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尽可能的使标准的设置

科学合理。为达到更加科学合理，本标准仍需应尽可能的征求意见，并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加以修订和更新，以适应技术和生产发展的需要。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项目组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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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上对婴幼儿饮用水的技术指标要求 

地方 指标要求 具体组织 

世界 

钠≤20 mg/L 
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 
硫酸盐≤200 mg/L 

镁≤40 mg/L 

美国 

硝酸盐≤10 mg/L 美国环境保护局 

(规定) 亚硝酸盐≤1 mg/L 

商业无菌 
美国 FDA 

(规定) 

法国 

钙≤100 mg/L 

法国食品卫生安全署

(规定) 

镁≤50 mg/L 

硫酸盐≤140 mg/L 

二氧化碳﹤250 mg/L 

总 α活性≤0.1 Bq/L 

总 β活性≤1 Bq/L 

氚≤100 Bq/L 

水所致的年有效剂量≤0.1 mSv/an 

不含有致病微生物特别是隐孢子虫菌和贾

第鞭毛虫 

如有医疗补充，氟≤0.3 mg/L，没有该补充

氟≤0.5 mg/L 

奥地利 

钠≤20 mg/L 

联邦法律公报 

(规定) 

钾≤10 mg/L 

钙≤175 mg/L 

镁≤50 mg/L 

氟化物≤1.5 mg/L 

氯化物≤50 mg/L 

硫酸盐≤240 mg/L 

保加利亚 

溶解性总固体≤100 mg/L 
儿科专家 

(推荐) 钠≤20 mg/L 

氟化物≤1.5 mg/L 

德国 
钠≤20 mg/L 儿科学会 

(推荐) 硫酸盐≤200 mg/L 

瑞士 
钙≤200 mg/L 儿科学会 

(建议) 镁≤4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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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 准 名 称：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                            

 

负责起草单位：西藏好水行业协会、拉萨海关术中心等 

 

承办人：xxx           电话：xxxx         2020 年 xx 月 xx 日填写 

 

序 

号 

标准章节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1      

2      

3      

4      

5      

6      

7     . 

8      

9  
 

  
 

10  
 

  
 

11  
 

  
 

 

说明：①发送《意见征求稿》的单位数：xx 个；②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xx 个；③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xx 个；④没有回函的单

位数：xx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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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西藏婴幼儿饮用天然水》（送审稿） 

审查会议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XX 月 XX 日） 

序

号 

标准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