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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设施验收监测现场的质量控制

薛宇浩

�如皋市环境监刚站
,

江苏 如皋 � �∃ %&& !

摘 要
∋

分析了废水处理设施验收监测现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提出了验收监测现场的质控措施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

握企业的生产工况
、

生产周期
、

排污周期
,

加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

保证处理设施运转正常和建立必要的回访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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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设施验收监测工作包括现场踏勘
、

方

案制定
、

布点采样
、

实验室分析
、

数据处理和报告编

制等
。

其中实验室分析和数据处理的质量控制
,

已

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
,

而验收监测现场的质量

控制一直是监测质量管理中的难点
。

由于监测现

场情况复杂多变
,

监测人员稍有疏忽
,

或某些环节

稍有放松
,

就会给监测结果带来较大的误差
,

甚至

错误的结论
。

因此
,

废水处理设施验收监测现场的

质量控制问题应引起重视
。

0 问题

,
∗

, 数据逻辑矛盾

在冲力负荷无明显变化
,

且处理设施运转基本

正常情况下
,

所测数据时高时低
,

或数据间没有内

在联系
,

或无科学理由可 以解释的处理效果
,

或各

处理工序间的数据存在不符合逻辑的结果
。

,
∗

� 工况描述不当

报告中所描述的工况不能充分体现监测时的

实际情况
,

或原
、

辅材料与产品之间不平衡
,

或原
、

一 # & 一

辅材料之间存在矛盾
,

或生产量核算不够准确
,

或

工艺过程发生变化 �特别是有废水产生的某些环节

被人为控制或改变 !未被发现
,

而报告中仍以正常

工况加以描述
。

,
∗

∀ 监刚内容不全

验收监测未能严格按照《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试行 !》�环发「� � 刃 Υ ∀)

号
,

以下简称《技术要求》!的规定实施监测
。

如监

测项 目
、

监测点位
、

监测范围
、

监测时段不能完全满

足规范要求
。

特别是监测时段和监测范围
,

应该连

续监测 ∀ 个生产周期的只监测 � 个生产周期
,

需要

补充监测的未补充监测
,

需要在周围环境中布点监

测的未布点监测
,

或布点监测时的点位数量不够
,

或监测项目
、

频次不能满足要求
。

,
∗

# 水量核算不准

对于废水产生量
、

进人处理系统中的废水量
、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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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稀释或溶气的清水量
、

时处理水量
、

日处理水

量等的测量或估算不准
,

或 日排放时间交待不清
,

造成日排放量与日产生量之间出现逻辑矛盾
。

,
∗

% 处理效率评价不够公正

废水处理设施各工序的处理效率
、

总处理效率

的计算以及对整套设施的评价不够准确和恰当
,

或

污染物削减量不符合逻辑
,

导致对处理设施运转效

果作出错误的评价
。

� 原因

�
∗

, 人为因素

一般情况下
,

废水处理工程都是交钥匙工程
。

为了及早通过验收
,

一些设计施工单位往往使用某

些手段
,

企图蒙混过关 (一些建设单位为了某种目

的�如长期调试不能达标
,

为了实现达标排放 !也希

望早 日通过验收
,

有时对设计施工单位的作弊行为

也放任自流
,

视而不见
,

甚至授意或参与这种行为
,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着验收监测质量
。

建设单位或设计施工单位的虚假行为有
∋

�0! 处理过程加清水
。

在某些处理设施的工艺

过程中需加清水
,

如
,

气浮工艺需要清水稀释
,

高盐

或高浓度有机废水需稀释处理
,

这些都是工艺过程

所允许的
。

但调试人员却利用工艺过程可以加清

水的有利条件
,

随意加大清水与污水的允许比例
,

甚至全加清水
,

使气浮池或混合池充满清水
,

污染

物质量浓度大幅降低
。

��! 曝气不进水
。

如果工艺过程没有清水投加

点
,

设计施工单位往往采用 曝气不进水的办法
,

即

预先停止进水
,

但曝气却正常进行
,

这就相当于延

长了数倍的处理时间
,

待监测取样时再正常进水
,

采取欺骗的手段
。

�∀! 预置清水
。

利用首次监测开始前
,

或 � 个

监测周期之间监测人员离开现场
,

或监测人员就餐

之机
,

停止进原水
,

而将大量清水送人处理系统
,

监

测人员一到
,

立即改进原水
,

这就造成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
,

处理系统中处理的并非原水
,

而是清

水
,

使监测结果失实
。

�#! 调换水样
。

趁采样人员不注意或检查设施

运转
、

监测流量时
,

采取换样品瓶
、

掺清水
、

加人污

染物质等手段将采集的样品调换或掺假
。

�
∗

� 责任心 不强

参加现场监测的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
,

对生

产工艺
、

生产负荷等情况不加调查
,

对处理过程中

出现的异常情况不加追究
,

采样中途离开现场
,

采

样
、

监测流量时马虎应付
,

敷衍了事
,

对采集的样品

不妥善保管
。

�
∗

∀ 流量计量不准

用于计量的堰槽或流量计安装不符合规范
,

导

致计量测量不准确
,

或水量核算不全面
、

不平衡
。

�
∗

# 企业排水管网紊乱

企业生产车间和污水处理站内排水管网错综

复杂
,

监测人员不能弄清污水的来龙去脉
,

导致监

测点位设置不具代表性
,

使监测结果失真
,

计算出

来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不实
。

∀ 验收监测现场的质 2 控制措施

∀
∗

, 正确理解并准确把握基本概念

�0! 生产工况
。

在《技术要求》中
,

对验收监测

时的工况要求是生产稳定
、

生产负荷达设计生产能

力的 Ξ% Ψ 以上
。

一般情况下
,

生产负荷等于实际

生产量与生产能力之比
。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

今天
,

很多小型企业甚至某些大中型企业都是以销

定产
,

加工型企业生产负荷更是与来料情况有关
,

所以生产负荷可能会或高或低
,

这就要求企业在验

收监测期间尽可能调度生产
,

使生产负荷满足验收

监测的要求
。

��! 生产周期
。

所谓生产周期
,

即是指从原料

投人至成品出来的全过程
。

在《技术要求》中
,

对有

明显生产周期
,

污染物排放稳定的建设项 目
,

要求

验收监测频次为连续监测 � 一 ∀ 个周期
,

每个周期

采样 ∀ 一 % 次
。

�∀! 排污周期
。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实行

流水线生产
,

各道工序基本同时进行
,

且一般情况

下
,

企业都建有调节池
,

对废水起到了很好的匀质

匀量的作用
,

其废水排放也呈一定的周期性变化
。

根据多年的实践
,

排污周期远远小于生产周期
,

用

排污周期代替生产周期
,

将节省大量的人力
、

物力

和财力
,

同时也能充分起到反映污染物排放情况的

作用
,

因此用排污周期代替生产周期较为适宜
。

∀
∗

� 采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0! 采样时间
。

一般情况下
,

对一套处理设施

至少设有处理前
、

处理后 � 个采样点
,

对于工艺较

复杂的处理设施还要在处理过程中间设置采样点
。

样品采集时
,

若在处理前
、

处理后同时采样
,

极易造

成处理前后数据间的逻辑矛盾
,

因为采样时存在前

后水样不是来 自同一水体的情况
,

如果水质变化较

一 # , 一



第 巧 卷 第 � 期 薛宇浩
∗

废水处理设施验收监测现场的质量控制 �田 ∀ 年 # 月

大
,

甚至会出现处理后水样质量浓度高于处理前水

样质量浓度
。

如果能在处理前采集水样后间隔一

段时间�一般为废水在该工段的停留时间 !再采集

处理后水样
,

就可 以避免此类现象发生
。

不仅如

此
,

即使调试人员在该工段作弊
,

掺了清水
,

间隔一

段时间后
,

清水也会排得差不多
,

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作弊所造成的影响
。

��! 采样点位
。

采样点位设置是否合理
,

关系

所采样品的准确性
、

代表性
。

一般处理后的采样点

位较易设置
,

直接在处理设施出口处采样即可
。

但

是
,

处理设施前的采样点位设置则稍有困难
,

如有

调节池
,

则可在废水提升泵前的吸入 口采样 (如没

有调节池
,

或调节池不够大
,

则只能在废水进处理

系统前的适当位置
,

采取连续等比例方式采样
。

采

样时
,

须保证采样深度�具有 自然沉淀作用的调节

池
,

采样深度应 以不搅动沉淀物为宜 !前后一致
。

�∀! 连续监测
。

假设某企业生产周期为 �# =
,

则验收监测应持续 #) = 一
Ξ� =

,

在连续监测期间
,

监测人员必须全程在岗
,

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

作弊行为的发生
,

监测结果更为可信
。

∀
∗

∀ 提高技能水平
,

保证设施运转

通常处理设施调试都是由设备厂家来人操作
,

建设单位工作人员往往不能很快掌握操作要领
,

这

样将难以保证处理设施运转达到验收时的要求
。

常规验收监测需 � 一 ∀ 个生产周期
,

应从第 � 个生

产周期开始
,

改 由建设单位操作人员实际操作
,

要

提高操作处理设施 的技能
,

保证处理设施正常

运转
。

∀
∗

# 建立回访制度

在验收监测现场采样完成后
,

至出具验收监测

报告前
,

应在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完全不知的

情况下
,

组织回访
,

并取样分析其主要污染物质量

浓度
。

如果监测结果与验收监测时有较大出人
,

则

说明验收监测时可能有作弊行为
,

或者是操作人员

还不能完全掌握操作要领 (如果与验收监测结果相

当
,

则说明验收监测结果是可信的
。

∀
∗

% 加强学习
,

增强责任意识

参加验收监测的人员必须增强责任意识
,

加强

业务学习
,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知识
,

总结经验
,

提高识别真伪能力和逻辑判断力
。

∀
∗

∃ 妥善保存样品

对采集的样品因地制宜地妥善保存
,

如人箱加

锁等
,

以防样品被调换或掺假
。

# 结论

现场验收监测是衡量废水处理设施运转效果

和工作人员操作水平的重要方式
,

是验收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参加现场验收监测 的人员必须严格

遵守职业道德和《技术要求》的有关规定
,

密切关注

一切不正常现象
,

杜绝作弊行为的发生
,

严把现场

验收监测质量关
,

确保验收监测 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
。

·

简讯
·

江苏省举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人员培训班

为强化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管理
,

规范江苏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

�《ς几 年 ,� 月
,

江苏省环境

监测中心在南京市举办了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人员培训班
。

此次培训班对象主要为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

江

苏省辐射监测管理站及省辖市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人员
。

沈阳市启动环境空气污染预警系统

�《ς〕∀ 年 ,月 �% 日
,

在辽沈地区主要媒体上
,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了未来 Ζ Λ 城市空气质量预警
,

并获得成功
。

此举标志着沈阳市环保工作从被动的污染治理阶段
,

迈向主动的污染预防阶段
,

更好地保护市民健康
,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信息简报》�印 ∀ 年第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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