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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自 20世纪 80年代

初开始酝酿,经过多年发展, 目前已建成水质自动

监测站 37个,其中国家投资建设 7个,省全额投资

21个,省环保厅定额补助 8个,地方完全自建 1个;

省际交界断面 3个,市际交界断面 16个,太湖出入

湖 8个,饮用水源 9个,南水北调东线源头1个。配

备的自动监测仪器主要有德国 WTW 公司、英国

ABB公司、澳大利亚 Aqau lab公司的五参数分析

仪,法国 Series公司的 IM n、TOC、NH 3 - N、TN、TP、

挥发酚、粪大肠菌群分析仪, 以及部分德国科泽公

司、WTW公司、湖南力合公司的 IM n、NH3 - N分析

仪等。

1�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

1. 1� 建设历程
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大致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探索性研究阶段。基于环境空气开展

自动监测的建设思想, 1991年原江苏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与原华东水利学院联手在南京玄武湖开展

了淹没式水质自动监测仪实验, 监测参数有 pH、

DO、水温、电导率和 NH 3 - N,研究成果通过了水利

部鉴定,并申请了专利。

其次是试点阶段。随着环境管理要求的不断

提高, 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初期的浓度控制

转为总量控制, 河流、湖泊等水质污染管理也借鉴

污染源管理思路由浓度控制延伸到总量控制。为

了给河流实行总量控制提供监测技术支持,同时综

合考虑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非完全成熟性、资金投

入、自动监测技术水平及实际情况,江苏省于 1997

年底 � 1998年初在苏州望亭、瓜泾口开展了国产

COD在线监测技术研究, 并安装了流量计和流速

仪等,但运行结果不尽如人意。 1998年, 国家环保

总局在长江、淮河流域等大江大河 10个主要省际

交界断面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水质自动监测试点,同

时借鉴天津、上海等地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经

验,江苏省于 1999年底 � 2000年初又在市际交界

断面苏州望亭和宜兴潘家坝开展了国外地表水水

质在线监测仪的引进试点,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基本

同意立项全省自动监控项目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 �江苏省环境自动监测 (控 )系统项目 �
[苏计投资发 ( 2001) 633号 ] (以下简称�项目 � )实

施阶段。 �十五 �环境监测工作的总目标是说清环

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规律, 提高环境监测现代化水

平,部分城市建成组织网络化、管理程序化、监测自

动化、技术规范化、质控系统化的现代化监测体系。

江苏省环保厅考虑全省经济发展对环境治理造成

的压力,意识到加大监测力度、提高监测水平是实

现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然而当时的监测能力难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监测频率、监测项目、数据

传输速度、数据科学分析与预测等都较滞后, 总量

控制也缺乏应有的手段。采用自动监测方式则便

于及时发现问题, 并可在较短时间内找出问题根

源, 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污染。为此,江苏省环保

厅于 2000年向省计委提交了全省环境自动监测

(控 )系统项目建议书,并于 2001年获得 �项目 �批
复。 �项目 �计划分 3年 ( 2001� 2003年 )建设完

成,总投资约 1. 73亿元, 由国家、省和地方 (市、

县、企业 )共同承担。目标是在全省建设较为完整

的环境大气、环境水质和重点工业污染源自动监测

(控 )及环境信息处理体系, 实现 �监测 (控 )自动

化、信息 (数据 )网络化�。建设内容包括空气自动

监测系统、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污染源自动监测系

统和信息处理系统 4个方面,其中水质自动监测系

统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 38个,在主要河流市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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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 20个、集中饮用水源地建设 10个、太湖出

入湖河道建设 8个,配置 2辆流动监测车。到目前

为止, 该项目建设已基本结束, 完成投资约 6 300

万元。

1. 2� 建设过程中需关注的问题
1. 2. 1� 未雨绸缪,科学规划是关键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

系统规划,协调发展。如建设站点数、配置情况、如

何建设等,若没有相应的技术文件作为支撑,将会

给后续建设与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而且由于项目

的复杂性,将无法完全按照事先预定的进度完成建

设任务。

1. 2. 2� 统一技术规范和监控,避免二次改造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统一监控与空气自动监

测系统类似,在大规模建设初期,不仅要规划完善,

而且必须出台相关的技术规范,如水质自动监测技

术规范、环境自动监测 (控 )智能仪表数据接口和

网络通信规范等,避免系统的二次改造。

2�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管理
2. 1� 出台�江苏省水质自动站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不久,江苏省就下发了�关于水质

自动站建设的几点意见 �, 对省、市 (县 )在建设过

程中的职责、经费等作了具体规定; �项目 �实施一

年后, 为确保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系统的正常运

行,充分发挥其在线预警作用, 又着手起草了 �江

苏省水质自动站管理办法 �, 对建设管理、运行管
理、质量控制、信息管理和考核管理等均作了详细

规定。例如第一部分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管

理 �中规定, 监测点位由省环保厅统一规划布设,

点位选取依据国家和江苏省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

暂行规定,点位所在地负责基建,包括当地立项、征

地、与水利和航运部门协调等, 基建方案审定由省

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站房建设由省环境监测中心统

一提出要求,地方根据要求详细设计并建设,工程

验收报告、预决算资料上报省环保厅, 水站仪器由

省政府采购中心统一招标采购并组织验收。第二

部分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管理 �中规定了其运

行模式,即地方环境监测站负责日常管理与运行维

护,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监督管理,并对职责分工、

维护人员要求、维护周期、运行经费、设备管理等作

了具体的规定。

2. 2� 加强质量管理

2. 2. 1� 优选监测点位

影响水质监测数据质量的因素很多,如采样网

设计和采样点选择、采样物理参数控制、数据处理、

报告和方法的选择等,其中首要的是采样网设计和

采样点选择。为确保点位的代表性与可比性,在下

发年度建设计划的同时, 一并下发水质自动监测系

统建设的相关技术要求, 地方根据要求预先现场踏

勘,上报选址方案,由省环境监测中心审核,并组织

专家现场核查, 确认后方下达建设名单。

2. 2. 2� 组织编制�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质量保证

实施细则�
2003年,为保证水质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可靠性、可比性和可追踪性,根据国家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同时参照实验室认可的要求, 编制了 �江

苏省水质自动监测质量保证实施细则 �, 对子站、
中心站和系统质量控制室的质量保证工作、数据审

核、岗位责任制的建立等逐一作了详细规定。

2. 2. 3� 列入年度考核目标

江苏省已建成的水质自动监测站于 2002年 6

月起开展水质自动监测周报。为了加强管理,提高

仪器运转率,省环保厅将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情况

(包括有效数据捕获率、通畅率、仪器运转率 ), 水

质自动监测报告 (周报 )上报及时性、准确性与完

整性列入市县局 (站 )年度目标考核内容, 从而有

力地推进了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3� 建议

3. 1� 加强子站质量保证工作的管理力度

江苏省现有子站质量保证工作的开展主要取

决于地方环境监测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省环境监

测中心目前尚未采取有效的监控手段。建议加强

子站质量保证工作的管理力度,可不定期地抽查子

站的各类记录, 还可利用已经配置的水质流动监测

车快捷、移动灵活的优势, 开展自动监测比对等质

量保证工作。

3. 2� 尽快形成全部子站的联网

江苏省 37个水质自动监测站中, 系统集成商

有三家以上, 均采用自己开发的软件实现数据采

集、统计与处理,给统一监控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建议尽快出台环境自动监测 (控 )智能仪表

数据接口和网络通信规范,并投入一定资金改造未

能联网的系统,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网。
本栏目责任编辑 � 姚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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