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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水质污染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

渐严重,其中给居民带来危害的大公害事件, 有足

尾铜山的排水流入河水中, 给水稻的生长造成危

害,并导致水俣病等。因此,日本政府在 1967年制

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 1970 年制定了水质污染防

治法, 1984 年制定了湖泊水质特别措施法。1989

年和 1990年又对水质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修改。

根据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日本的河流和湖泊

都相应地设立了水质环境地面自动监测局(或站)。

下面叙述日本河流及湖泊中设置的水质环境污染

自动监测项目及其测定管理方法。

1  水质环境污染监测项目及其测定方法

111  水质环境污染监测项目

一般情况下,河流及湖泊所设置的水质连续自

动监测项目主要有: 水温、氢离子浓度( pH )、溶解

氧( DO)、浊度及电导率;另外, 根据设置场所的不

同,有些还追加了生物化学需氧量( BOD)、化学需

氧量 ( COD)、总氮 ( T N)、总磷 ( T P)、总有机碳

( TOC)或总氧消耗量( TOD)及叶绿素 a等。

112  水质环境污染监测项目的测定方法

11211  化学需氧量( COD)

COD的测定方法有重铬酸钾法和高锰酸钾

法,氧化剂一般用重铬酸钾或高锰酸钾。前者的氧

化能力强且被各国广泛使用, 但在日本, 由于重铬

酸钾法要使用汞,所以几乎不用。

11212  生物化学需氧量( BOD)

BOD的测定有压力计法、电量法和溶解氧电

极法。

由于 BOD的测定时间长( 5 d) , 所以, 正在开

发一种可在短时间内( 5 min)测定 BOD的、由微生

物固定膜和隔膜型氧电极相结合的微生物电极。

11213  总氮( TN)

TN的测定方法是: 向试样中加入过硫酸钾,

在 120 e 的水浴中加热 30 min,氮化合物氧化为硝

酸离子后, 加盐酸调 pH 至 2~ 3, 测定该溶液在

220 nm处的紫外吸光度,求得 T N的浓度。

11214  总磷( TP)

TP 的测定方法是:向试样中加入过硫酸钾,在

120 e 的水浴中加热 30 min,将试样中的缩合磷化

合物和有机磷化合物等分解,将磷化合物转化为正

磷酸离子, 溶液冷却后, 加入钼酸铵和锑酸钾混合

溶液,使其生成杂多酸, 再加入 L- 抗坏酸,待溶液

还原成钼蓝后,在 880 nm 处测定这个蓝色化合物

的吸光度,从而求出 T P 的含量。

11215  总有机碳( TOC)

用不含二氧化碳的气体作载流气体,连续地流

向燃烧管中,注入一定量的无机碳试样, 在高温状

态下使试样中的有机物氧化,用非分散型红外分析

仪测定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再由二氧化碳的浓

度求出试样中 TOC的浓度。

11216  总氧消耗量( TOD)

让含有一定氧的气体作为载流,注入一定量的

试样,在高温下燃烧有机物, 用锆氧测定计,通过测

定载流中氧浓度的减少量来求得 TOD的大小。

11217  叶绿素 a

用波长约 430 nm 的光照射叶绿素时, 将产生

波长约 677 nm 的荧光, 检测出波长为 677 nm 荧

光的强度,可测定出叶绿素 a的浓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根据科学

知识的现状和国内外研究动向,在考虑环境状况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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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同时,追加某些项目或对现有的监测项目进行

调整。

2  水质环境污染物质的自动监测与管理

211  水质环境污染自动监测仪器的性能要求
¹要能够正确地测定低浓度, 要有良好的选择

性,干扰物质的影响要小,在较低的浓度范围内,也

要有充分的灵敏度和高的精确度;

º故障要少,可以长期使用, 可以进行稳定的

连续测定;

»装置的结构不要复杂, 操作要简便且容易维

修,校对方法要简单;

现在,除一部分特殊的测定方法所用的项目

外,基本上都满足了上述条件。

212  水质环境污染自动监测的应用
在日本,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被广泛应用在公共

用水水域的水质污染的经常性监视中。这是由于

水质自动监测可以自动、连续得到多项目的数据,

定期定点监视可以有效地把握水质异常、水质及污

染负荷量等的变化特征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的情况,因此,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成为公共用水水

域的水质经常性监测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另外,水

质自动监测还可以将定期定点监视进行组合,形成

极为详细的监视体制,根据调整水质自动监测的配

置状况,可以把握大范围水质污染状况, 并把从水

质自动监测站得到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处理,处理结

果作为该地区的公共用水水域的水质污染状况向

公众发布;或者, 作为制定该地区的水质改善计划

基础资料来使用。目前, 日本的水质自动监测的设

置主要在河流、湖泊和近海海域。例如, 属于日本

木曾川水系的长良川河, 从上游至入海口处共设有

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监测项目除了常设的 5

个项目外,还根据地域的不同,增设了一些别的项

目。每日的 24 h 监测值通过无线电传输到中央水

质自动监测中心, 进行综合处理, 就可得到整个流

域的水质变化情况, 并及时地采取措施, 进行综合

整治。为了把握其最大的淡水湖泊 ) ) ) 琵琶湖(面

积为67318 km
2
)的水质状况, 在其周围及湖心共设

置了 17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水质环境污染自动监测体系, 由采水部分、水

质污染测定部分,以及将测定的数据传送到中央监

视局的数据传送装置(分局)等部分组成,测定的数

据通过分局传输到中央监视局。其中采水部分采

取的试样, 经过送水管送到调整槽,除去浮游沉淀

等物质后,以一定的流速引入测定器进行测定。

213  水质环境污染自动监测体系的维护管理
日本为了精确地测定水质污染防治法所规定

的测定项目, 确立了使用各种测定仪器的标准气体

和标准溶液物质, 使测定的结果在任何地方都通

用。测定时使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校准方法, 以

保证测定结果的可信度和精确度。

为使水质污染监视所设定的仪器能长期稳定

地运转,确保不断地得到可以信赖的测定数据, 必

须建立一个较完备的维护管理体制。在日本,不仅

由使用者承担测定仪器的维护管理,必要时也请生

产仪器的厂家或专门的仪器维修者对测定仪器进

行维护和管理。为了使测定仪器的维护和检查顺

利进行,要求各生产厂家在仪器出厂时, 必须配有

供使用者检查使用的检查项目表。仪器使用单位,

必须对专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养,在确保有与测定

仪器的规模、种类以及数量相适应的从事维护检查

的人员的同时, 要求维护检查人员掌握化学、电子

以及机械方面的知识。为了能及时、快速、准确地

对测定仪器维修和检查,要求维修检查人员不仅要

有丰富的维修检查经验, 熟悉测定仪器的结构、原

理和能够熟练地操作等,还要有丰富的药品及废液

处理等知识。因此,由生产仪器的厂家对测定仪器

进行技术说明, 或对维修保养的要点、检查方法和

修理方法等进行实际指导,显得更加重要。

测定仪器的维护保养有日常检修、定期检修和

紧急检修等。日常检修是:检查测定仪器是否有异

常, 校正测定仪器, 使测定仪器正常地运转,确保正

确的测定值, 根据必要补充消耗品等。定期检修

是:对测定仪器进行更加精密的检查,用各种检查

方法检查测定仪器的各种性能是否正常,以达到把

握测定仪器的精度及特性为目的。按要求不同, 有

3个月、6个月及 12个月 3种定期检修。紧急检修

是:当测定仪器发生故障时, 采取紧急措施使其恢

复正常运转。这种操作,需要维修人员有足够的仪

器维修知识和丰富的故障排除经验。

总之,为了使测定仪器很好地运转, 首先必须

设置稳定性好、精确度高的测定仪器,然后要有经

验丰富的人员负责维护和管理,因为维护管理的好

坏, 会给测定数据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为了使

测定仪器能长期地保持稳定和可靠,必须用统一的

方法进行维护和管理。 本栏目责任编辑  聂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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