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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云南省温泉与水疗行业协会、云南省标准化

协会。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广东温泉行业协会、辽宁省冰雪温泉旅游协会、福建省旅游协会温泉分会、

重庆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江苏省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皓、张越、付溟、彭威、张波、赵永明、孙延安、李树祥、和家红、蔡涛、陈燕奎、

张铁煌、王永毅、吴耀宇、杨守稳、韩鸣、王颖、刘雪峰、王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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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进一步规范温泉旅游的市场秩序，使消费者能够识别与选择适合的温泉旅游产品，推动温泉旅

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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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温泉旅游企业泉质等级划分的技术条件，明确了泉质等级标志的使用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向消费者提供温泉服务、理疗保健的温泉旅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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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Ｔ５７５０（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ＧＢ８５３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ＧＢ／Ｔ１４８４８　地下水质量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温泉旅游　犺狅狋狊狆狉犻狀犵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温泉（含地热蒸气、矿物泥或冷泉）为载体，以沐浴、泡汤和健康理疗为主，提供参与、体验和感悟

温泉养生文化的相关产品，达到休闲、疗养及度假等目的的活动。

３．２

温泉旅游泉质　狋狅狌狉犻狊狋犺狅狋狊狆狉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

温泉旅游活动中所使用温泉的成分特征。

３．３

温泉　犺狅狋狊狆狉犻狀犵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人工采集，并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且水温≥２５℃的矿水。

３．４

冷泉　犮狅犾犱狊狆狉犻狀犵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人工采集，并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且水温＜２５℃的矿水。

４　泉质等级划分

４．１　温泉旅游泉质依据其温度分为温泉和冷泉。依据其化学成分和温度划分为三个等级，从低到高依

次为温泉（或冷泉）、优质温泉（或优质冷泉）、优质珍稀温泉（或优质珍稀冷泉）。

４．２　温泉泉质等级划分依据见附录Ａ。

４．３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且水温≥２５℃的矿水，其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指标中有一项符合

表Ａ．１中“医疗价值浓度”项的要求，即可认定为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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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且水温＞３４℃的矿水，其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指标中有一项符合

表Ａ．１中“矿水浓度”项的要求，即可认定为优质温泉。

４．５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且水温≥３７℃的矿水，其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指标中有一项符合

表Ａ．１中“命名矿水浓度”项的要求，即可认定为优质珍稀温泉。

４．６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且水温＜２５℃的矿水，其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指标中有一项符合

表Ａ．１中“医疗价值浓度”项的要求，即可认定为冷泉。

４．７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且水温＜２５℃矿水，其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指标中有一项符合

表Ａ．１“矿水浓度”项的要求，即可认定为优质冷泉。

４．８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经钻井采集，且水温＜２５℃的矿水，其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指标中有一项符合

表Ａ．１中“命名矿水浓度”项的要求，即可认定为优质珍稀冷泉。

４．９　温泉泉质的非特征性指标限值见附录Ｂ。

５　检测要求

５．１　对温泉泉质检测机构的要求

５．１．１　检测机构应具有中国计量认证的资质认定。

５．１．２　放射性元素的检测，应由具有放射性元素检测资质的机构执行。

５．２　对温泉泉质检测方法的要求

５．２．１　温泉泉质特征性指标的检测应依据ＧＢ８５３８的相关要求。

５．２．２　温泉泉质非特征性指标及其限值的检测应依据 ＧＢ／Ｔ５７５０，其限值应符合 ＧＢ５７４９、

ＧＢ／Ｔ１４８４８的相关要求。

６　泉质等级评定

６．１　根据温泉泉质检测报告，经全国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机构评定等级并公示后，授予相关证书及

标志牌。

６．２　泉质等级证书及标识牌有效期为三年。三年后应根据新的检测报告，由全国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

定机构重新评价认定。

７　泉质等级标志及其标识牌使用

７．１　温泉旅游泉质标志由温泉图形符号和相关文字（中英文）构成。文字内容包括：温泉旅游企业名

称、温泉泉质检测机构名称及资质、温泉水源地坐标、温泉泉质类型、温泉泉质等级、颁证日期及有效期

等项。

７．２　温泉旅游企业在获得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证书和标识牌后，应将标识牌放置在温泉水区入口醒目

位置。

７．３　温泉旅游企业应严格按照温泉泉质等级证书中的等级及标识牌的相关文字内容，对温泉泉质进行

宣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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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温泉泉质等级划分表

　　表Ａ．１给出了温泉泉质等级划分的依据。

表犃．１　温泉泉质等级划分表 单位为毫克每升

成分 医疗价值浓度 矿水浓度 命名矿水浓度 矿水名称

二氧化碳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０ 碳酸水

总硫化氢 １ １ ２ 硫化氢水

氟 １ ２ ２ 氟水

溴 ５ ５ ２５ 溴水

碘 １ １ ５ 碘水

锶 １０ １０ １０ 锶水

铁 １０ １０ １０ 铁水

锂 １ １ ５ 锂水

钡 ５ ５ ５ 钡水

偏硼酸 １．２ ５ ５０ 硼水

偏硅酸 ２５ ２５ ５０ 硅水

氡Ｂｑ／Ｌ ３７ ４７．１４ １２９．５ 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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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温泉泉质非特征性指标及其限值表

　　表Ｂ．１给出了温泉泉质非特征性指标及其限值的依据。

表犅．１　温泉泉质非特征性指标及其限值

指标 限值

氰化物（以ＣＮ计）／（ｍｇ／Ｌ） ≤ ０．２

汞（Ｈｇ）／（ｍｇ／Ｌ） ≤ ０．０００１

砷（Ａｓ）／（ｍｇ／Ｌ） ≤ ０．０５

铅（Ｐｂ）／（ｍｇ／Ｌ） ≤ ０．０５

镉（Ｃｂ）／（ｍｇ／Ｌ） ≤ ０．００５

滴滴涕／（ｍｇ／Ｌ） ≤ １．０

六六六／（ｍｇ／Ｌ） ≤ ０．０６

四氯化碳／（ｍｇ／Ｌ） ≤ ０．００２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ｍｇ／Ｌ） ≤ ０．００５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ｍｇ／Ｌ）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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