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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为加强对重点流域省界

断面水质变化和出境污染物总量的监控, 先期在长

江、淮河、松花江、太湖等水域的 10个省界断面进行

试点,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安徽省淮河王家坝

水质自动监测站是先期试点的 10个水质自动监测

站之一。由于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在该省乃至全国仍

处在试运行阶段, 因此其管理、技术、装备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尚有急需完善的地方,认真分析和思考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中的有关问题,有利于今后环

境监测能力建设工作的发展。

1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简介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和使用包括以下基

本内容:监测目的与监测断面类型; 监测断面位置

的选择;采样系统与站房建设;监测项目的确定;监

测仪器的选型; 仪器安装; 仪器性能考核; 人员培

训;数据处理与传输;质量保证;运行管理与维护。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构成: 提水装置、预处理装

置、监测仪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传输装置及远

程数据管理中心,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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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流程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 水温、pH、溶解

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总有

机碳、总氮、总磷、氨氮、磷酸盐、硝酸盐氮。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数据传输, 采用远程计算机

与现场计算机通过电话拨号方式连接, 采集现场实

测数据和各种统计处理结果。

2  王家坝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211  项目建设情况

王家坝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站由国家环保总局投

资,阜南县环保局承建,阜南县环境监测站托管。项

目建设自 1999年9月 18日开始,历时 3个月, 先后

完成了选址方案的论证、征地、规划设计、站房建设、

供电供水工程以及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该站于

1999年 12月17日~ 2000年3月 28日投入试运行,

4月 1日通过了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212  试运行考核结果

王家坝水质自动监测站按5重点流域省界断面
水质自动监测站试点仪器设备运行考核办法与规

定(暂行)6进行了 102天的试运行和仪器设备的考

核, 其仪器性能测试结果和仪器运行情况及与经典

分析方法对比实验结果,分别见表 1、表 2和表 3。

表 1  仪器基本性能测试结果

仪器名称 相对误差
/ %

相对标准
偏差/ %

检测限
/ ( mg#L- 1)

相关系数
C/

COD Analyzer 410 616 6 01999 8

T OC Analyzer 510 114 3 01999 8

Ammonia Monito r 610 114 01 17 01999 8

pH 仪 0143 0143 - -

DO 仪 2159 012 - -

T B仪 1167 714 - -

表 2  仪器运行、维护及故障情况

仪器
名称

运行与故障停机时间  t/ h

总运行
有效
运行

仪器
故障 停电

提水系
统故障

配置系
统故障

DO/ Temp 2 448 2 300 0 100 48 0

pH 2 448 2 040 0 100 48 260

EC 2 448 2 300 0 100 48 0

TB 2 448 908 1 392 100 48 0

COD 2 448 1 732 10 100 48 558

TOC 2 448 2 246 0 100 48 54

NH3- N 2 448 1 552 768 100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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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比实验相对误差分布统计

项目名称
样本数
n/个

相对误差分布 / %

< 10 < 20 < 30 < 50 相对误
差均值

pH 46 87 100 - - 51 3

TB 26 69 73 77 81 421 6

EC 50 68 86 90 98 101 2

Temp 50 98 98 100 - 31 0

DO 50 52 92 100 - 101 7

COD 46 33 40 57 78 351 4

NH3- N 47 41 70 87 100 141 8

213  系统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

21311  提水系统的固定位置要改进。今年 6月

3日~ 4日淮河第一次洪峰经过王家坝, 该提水系

统没有达到项目设计要求, 即在汛期保证正常工

作, 不致损坏的目标。由于当时水流湍急, 提水系

统的电缆线、取水管、定位浮船的钢丝绳均被绞在

一起,致使整个自动监测系统被迫停止运行。

21312  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没有在Window s软

件下操作,也没有与该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联网。

21313  COD 分析仪的比对误差较大。王家坝水

质自动监测站试运行的 COD分析仪的监测值与实

验室方法监测值比对的相对误差符合暂行技术要

求(征求意见稿)的仅为 40%。

3  几点思考

311  点位选择的重要性
国家级网点的选择, 国家主要从国家尺度考虑

全国地表水体水质的宏观代表性, 侧重于省界断面

水质和实施污染总量控制的效果, 如: /三河三湖0。

在淮河上首先国家选择豫皖交界断面的王家坝建

设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来监控入境水质无疑是正确

的。但对安徽省来说,在淮河上建立水质自动监测

系统, 既要力争说清楚入境水质状况, 同时对点位

的选择更要立足于对淮河干流上的淮南市、蚌埠市

饮用水源水质的预警预报作用。因此, 国家在淮河

上选择的其他站点应能包含以上功能。其次,点位

的选择要立足于如何促进安徽的经济发展, /十五0
期间安徽经济发展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旅游

业的发展在第三产业中占有较大比重,黄山、九华

山、太平湖/两山一湖0风景名胜区的自然环境质量

是安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以后的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应首先考虑在/两山一湖0选

点建设,并以各种方式, 包括用电子大屏幕动态连

续发布/两山一湖0的环境质量,这对促进安徽经济

结构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点位的论证

中要提高交通方便、利于维护、避免无人值守等项

内容的评定权重。王家坝由于地处偏僻,客观上造

成了系统后续运行与管理上的一定困难。

312  监测项目的选择

王家坝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 8 个项目(水

温、pH、电导率、浊度、DO、TOC、COD、NH 3- N )。

从试运行情况看 T OC 与 COD尚未找到确定的线

性关系, 加之 TOC尚没有水质标准,今后要继续设

置该项目就应该尽快颁布国家标准。电导率和浊

度项目对于污染较严重的水体监控没有实际意义,

建议国家不再设置这两个项目以节约投资。根据

环境管理和总量控制的需要建议开展测流项目。

313  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由于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装备目前主要依靠

进口,国内产品尚没有跟上, 加之这些装备技术含

量高,要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一方面要依靠仪器

的供应商和代理商的售后服务,更要立足于自己的

技术力量,因此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很重要。

目前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准备分期培训水质自动监

测专业人员,应选调有电化学、仪器仪表以及计算

机技能和工作责任心强的同志参加学习。

314  统一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先期试点的 10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分别选用了

10家公司的进口或国产仪器,按照统一的试运行

考核办法和技术暂行规定进行试运行,并在 4月份

通过了统一综合评价办法的国家验收,为全国范围

内的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标准化设计、仪器的选型定

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应尽快地颁布水质

自动监测各项目技术要求的国家标准, 供各地采

用, 以规范化管理, 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可靠性。目

前王家坝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中的数据传输系统只

能与国家环保总局和环境监测总站联网,还未能与

省、市环保局和环境监测站联网,因此该传输系统

软件还有待改进,以实现上下互通、信息共享,及时

为各级管理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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