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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环境监测!"#$系统中%&’-的组态方法
王 成$!0!孙士华$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环境监测中心"0&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摘!要!文章阐述了石化环境监测2345系统中678-的组态方法"在组态之前!需要根据实际工作中变量

的常规取值对678-和溶解氧的计算公式进行简化!组态678-的2345分析方法所需的组态分项包括水样在培养

前后的溶解氧浓度等$-个!每个分项均应根据数据类型#修约规则#计量单位设置相应的属性!空白样在培养前#
后的溶解氧质量浓度用29:;9<=2345的$标准试剂%功能实现组态"678-值根据分析方法的计算公式#检出限#
测定范围等限定条件编制程序语句计算出最终结果!编程组态后的2345分析经反复测试完全正确"

!!关键词 !678-&环境监测&2345&组态&应用方法

!!中图分类号!>/’0!!!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11.%-

!!引!言

!!随 着 实 验 室 信 息 化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成 熟%2345
#29:"<9@"<A3,B"<C9@#",49,9D=C=,@5A+@=C+%实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已经开始在不同行业分析测试实验

室应用并表 现 出 极 为 突 出 的 优 越 性&$.0’%我 国 大 型 的

石化(制药(环境监测(冶金等行业的实验室都已开始

逐步使用2345系统&’.-’)

29:;9<=是 全 球 领 先 的 专 注 于 2345产 品 研

发 的 专 业 公 司&)./’%该 公 司 的 2345产 品 连 续 三 年

在583的 全 球2345调 查 中 排 名 第 一%被 全 球 很 多

跨 国 公 司 和 科 研 机 构 的 大 型 实 验 室 使 用&(.$0’)我

国 石 化 行 业 环 境 监 测 2345主 要 使 用 29:;9<=
2345编 制)

生 化 需 氧 量#678-$是 表 征 水 体 受 有 机 物 污 染

程 度 的 重 要 指 标&$’’)在 环 境 监 测 2345系 统 中%
需 要 编 程 组 建678-的 分 析 程 序%但 是 由 于 分 析 方

法 中 嵌 套 了 溶 解 氧#87$的 分 析%同 时 国 家 标 准 对

计 算678-的 数 据 修 约(质 量 控 制 等 方 面 有 严 格 而

且 较 复 杂 的 要 求%而 且678-需 要 测 定-!前 后 的

溶 解 量 含 量%存 在 时 间 跨 度%加 之 每 批 样 品 只 做 两

个 空 白 试 验 等 因 素%使 得678-的 分 析 在 2345中

很 难 编 程 实 现%诸 多 实 验 室 都 是 人 工 计 算 求 解 后

在2345中 录 入 结 果%几 乎 放 弃 了2345的 计 算 和

质 控 功 能)文 章 阐 述 了 石 化 环 境 监 测 2345系 统

中678-的 分 析 组 态 过 程 和 编 程 方 法%结 果 经 反 复

测 试 完 全 正 确%以 期 为 同 行 提 供 参 考)

"!678# 的分析方法与计算公式

$&$分析方法

678-的 分 析 方 法 有 稀 释 与 接 种 法(紫 外 法(压

力 传 感 器 或 微 生 物 传 感 器 快 速 测 定 法 等&$’.$E’%在

我 国 使 用 最 广 泛 的 是 稀 释 与 接 种 法)该 法 的 检 出

限 为%&-CD"2%方 法 的 测 定 下 限 为0CD"2%测 定

上 限 为)%%%CD"2)该 法 要 求 稀 释 的 程 度 应 使 培

养 中 所 消 耗 的 溶 解 氧 大 于0CD"2%而 剩 余 溶 解 氧

在$CD"2以 上)678-测 定 结 果 以 氧 的 质 量 浓 度

#CD"2$报 出)

$&0678-计算公式

FG-%-H0%%(*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678-$的
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测定678-的计算公式如下!

!! &#!$"!0$"#!’"!1$#$’"#0 #$$

!!式中!!为678-质量浓度%CD"2,!$ 是稀释接种

水样在培养前的87质量浓度%CD"2,!0 是稀释接种

水样在培养后的87质量浓度%CD"2,!’ 是空白样在

培养前的87质量浓度%CD"2,!1 是空白样在培养后

的87质量浓度%CD"2,#$ 是接种稀释水或稀释水在

培养液中所 占 的 比 例%CD"2,#0 是 原 样 品 在 培 养 液

中所 占 的 比 例%CD"2)在 实 际 的 分 析 工 作 中%以$@
表示培养液的 总 体 积%$= 表 示 制 备 试 验 水 样 用 去 的

样品体积%则#$I#$@H$=$"$@%#0I$="$@%公式#$$
可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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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计算公式

从公式"0#可看出&溶解氧是计算678-的一个重

要参数&所以在2345分析方法的组态和编程中溶解

氧的计算 公 式 必 不 可 少&实 验 室 中 溶 解 氧 一 般 使 用

S6E1/(H/E’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中的碘量

法进行测定&溶解氧含量*$"CD%2#由式"’#求出)

!!
+<$0*
1$$ "* $%

$%"$ #, "’#

!!式中)+<为氧的分子 量&+<I’0+$$是 滴 定 时 样

品的体积&C2&一般取$$I$%%C2+若滴定细口瓶内

水样&则$$I$%+$0是滴定时样品时所耗硫代硫酸钠

"K90507’#的 体 积&C2+*是 K90507’ 的 实 际 浓 度&

C"T%2+$% 是细口瓶的体积&C2+$,是 二 价 硫 酸 锰 溶

液和碱性试剂体积的总和-
在2345分析方 法 的 编 程 中&参 数 越 少.公 式 越

简单&编程越容易&对于使用者而言工作量也越小&通

常在实验室的操作中&一般取$$I$%%C2&$%I’%%
C2&$,I’C2-

其中&由于K90507’ 标准溶液不稳定&所 以 其 浓

度每 次 需 要 标 定&标 定 后 K90507’ 的 实 际 浓 度-
"C"T%2#的计算公式为-I"$%&%%U%&%0-%#%$&式

中$ 是K90507’ 溶液滴定量-

$!组态方法

0&$组态678-分析所需的分项

结合678- 的分析 方 法 原 理 及 公 式"0#!"1#可

得出 组 态678- 的 分 析 所 需 的 分 项 有)培 养 前 标 定

K90507’ 时 K90507’ 溶 液 滴 定 量 $%$+培 养 后

K90507’ 溶液滴定量$%0+培养前 K90507’ 的实际浓

度-$+培养后K90507’ 的实际浓度-0+试验样品的总

体积$@+制备试验样品用去的废水水样体积$=+滴定

时样 品 的 体 积$+空 白 样 在 培 养 前 的 87质 量 浓 度

-’+空白样在培养后的87质量浓度-1+培养前滴定

样品时所耗的 K90507’ 体 积$$+培 养 后 滴 定 样 品 时

所耗的K90507’ 体积$0+稀 释 接 种 水 样 在 培 养 前 的

87质量浓度!$+稀释接种水样在培养后的87质量

浓度!0+不同稀释比下的678- 的值678-"每次#+最
终结果678--

在 以 上 各 分 项 中&$%$.$%0.$=.$$.$0均 为 需 要

输 入 数 据 的 体 积 参 数&需 要 组 态 的 只 是 数 据 类 型

和 修 约 规 则&其 数 据 类 型 为 数 值 型-在 属 性 中 将

其 单 位 设 定 为 C2"量 值 单 位 需 要 在 2345表 资 源

管 理 器 中 的V,#@+表 中 进 行 组 态&下 同#+修 约 规 则

选 择 为 小 数 位 数 或 有 效 数 字 奇 进 位+根 据 所 用 计

量 器 具 的 最 小 分 度 值&选 择$%$.$%0.$$.$0的 小 数

位 数 为0位&$J为$位-值 得 注 意 的 是&因 为 需 要

测 定$!1次 不 同 稀 释 比 水 样 的678-&所 以 需 将

$$.$0.$J的 重 复 数 设 置 为1&同 时 将/可 选0和/允

许 取 消0设 定 为A=+-
其余分项的数据类型均为计算型或标准型&即需

要通过编程实现各分项-其中&$@与$ 由实验室中实

际的习惯或者规矩而定&并且一般情况下长期为一个

固定数值&所 以 对 于 其 分 项 计 算&只 需 用<=@V<,9"9
为常数&由实验室规定#的语句即可实现-

0&0分项-$!-0!-’!-1的组态

0&0&$分项-$!-0的组态

-$.-0 为培养前后K90507’ 的实际浓度&其数值

需要利用培养前后标定K90507’ 时K90507’ 溶液滴

定量$%$.$%0计算-在29:;9<=2345中&选 择 数 据

类型为计算型&在属性中选择单位为 C"T%2&修约 方

式选择小数位数奇进位&小数位数选择1位-在计算

对话框中&以-$ 为例&首先在输入对话栏中添加$ 的

变量&变量类型为/分项0型&选择678-分析方法中的

$%$分项&在/变 量 属 性0对 话 框 中&将/分 析0选 择 为

/特定分析0./触发器0选择为/当任何重复结 果 输 入

时计算0./值0选择为/Q7M4?NNJ8＿JKNMW0./输

出0选择为/已处理0./函数0选择为/?LJ0-根据公

式"1#&在公式栏中用-I$%&%%U%&%0-%%$&<=@V<,
X的语句即可计算-

0&0&0分项-’!-1的组态

" 标准试剂!-’.-1为空白样在培养前.后87的质

量浓度&需要用29:;9<=2345的/标准试剂0功能实

现&在录入 数 据 时 只 需 直 接 选 择 标 准 试 剂 的 列 表 即

可-此标准试剂不同于化学中的/标准试剂0概念&需

要引用批量的固定子分析或固定子数据时&都可以使

用标准试剂的模块功能实现-根据678-的分析方法

原理&需要在培养前后-!的时间间隔分别测定空白

样的87浓度&而对于一批样品而言&只需要 同 一 个

"或一组空白平均值#空白值&为减少大量重复录入和

重复计算&同时使程序 更 加 完 善&需 要 使 用 标 准 试 剂

功能&使用该功能在以后的分析中只需改变原标准试

剂的相关数据&不需要 再 次 创 建&简 化 了 数 据 的 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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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建立样品登陆模板!以-’为例"创建此#标 准 试

剂$需要需要创建样品登陆模板!具体方法29:;9<=
2345的 表 资 源 管 理 器 中"找 到 59CYT= 2"D#,
N=CYT9@=+"在 文 件 中 选 择 新 建"填 写 模 板 名 称"如

#5N8$"选择或 添 加 相 应 的 组 态 条 件"即 可 建 立 标 准

试剂模板!

" 制作检测单!首先添加#水质＿5N8＿溶解氧空白

$$%#水质＿5N8＿溶解氧空白0$分析"这两个分析的分

项和组态可根据公式&’’%&1’很容易进行编 制"在 此

不再赘述!在表资源管理器的N=+@2#+@+表中"新建

名称为#水质＿5N8＿溶解氧$的检测单"在此检测单中

需要添加这两个溶解氧空白的分析!

" 建立标准试剂模板!在表资源管理器的5@9,!9<!
RM=9D=,@+N=CYT9@=表 中"新 建 名 称 为#溶 解 氧 空

白$的 标 准 试 剂 模 板"在 其 组 态 中"样 品 模 板 选 择

#5N8$"检测单选择#水质＿5N8＿溶解氧$!

" 管理标准试剂!在管理标准试剂的模块中"打开

模板"模板选择为#溶解氧空白$"选择建立新标准"输

入标准号"输入-’%-1的 相 关 数 值"并 将 标 准 试 剂 激

活"即建立完成!

0&0&’分项!$!!0 的组态

!$%!0 为稀释 接 种 水 样&或 不 经 稀 释 直 接 培 养 的

水样’在培养前后的 溶 解 氧 浓 度"数 据 类 型%单 位%修

约方式的设置 同-$%-0"因 为 是 质 量 浓 度"所 以 小 数

位数选择0位!在计算对话框中"以!$ 为 例"添 加’
个变量类型为#分项$型的变量*%)%)$"分别表示-$%
$%$$ 三个分项"变量属性和-$%-0 的设定相同!在

公示栏中输入.I$%%%U’0U)$U*U’%%(&1U
)U0(E’"<=@V<,Z的语句即可完成组态!

0&’分项678-!每次"的组态

不同 稀 释 比 下 的678-&每 次’值"数 据 类 型%单

位%修约%小数位数的设置同!$%!0 和$$%$0一样需要

将重复数设定为1!在计算对话框中"添加)个变量

类型为#分项$型的变量*’%*1%/$%/0%)0%)1"分 别 表 示

-’%-1%!$%!0%$0%$1!*’%*1的 变 量 属 性 对 话 框 中"值

选择格 式 化 输 入"输 出 选 择 为 已 处 理%函 数 选 择 为

?LJ)/$%/0%)0输出 选 择 为 单 一 值%无 函 数))0输 出 选

择为已处理%函数选择为?LJ)其他同-$%-0中的变

量属性的设定!

!!根 据 公 式&0’"在 公 式 栏 中 输 入 类 似 如 下2345
69+#X语句即可完成组态!

#B&[=I)%%’9,!&+0#I0’@\=,
#B&&+$H+0$%&-’’@\=,<=@V<,#%&-2$=T+=

<=@V<,+$H+0
=,!#B
#B&&+0#I0’9,!&+$H+0#I0’’@\=,
:"!I &&+$H+0’H &&[@H[=’([@%X’’%

[@([=
#B&:"!$%&-’@\=,<=@V<,#%&-2$=T+=<=@V<,

:"!
*#%&-2$为低于检出限时的输出值"不同实验室

有不同规定"

=,!#B
<=@V<,#($*#($为 不 满 足 条 件#该 法 要 求 稀 释 的

程度应使培养中所消耗 的 溶 解 氧 大 于0CD(2"而 剩

余溶解氧在$CD(2以上$时的输出值!

0&1分项678-的组态

分项678-表示最终计算值"为计算型数据"重复

数为%"在678的 分 项 属 性 中"需 要 设 置 单 位"不 需

要设置修约规则和小数位数"不同的结果需要不同的

修约规则"故需要在计算公式中用代码实现!
在计算对话框中"添加$个变量类型为#分项$型

的变量."表示678-&每次’分项"在变量属性对话框

中"其他设定同-$%-0 中变量"但是需要 将 输 出 选 择

为#数组$!在公式栏中输入类似如下234569+#X语

句即可完成组态!

!!Z$IZ+$,
-- *Z0%Z’%Z1同Z$
!!#I1.]I1
!!!!#B&Z$I#%&-2$’@\=,<=@V<,Z$
!!-- *若Z0%Z’%Z1小于检出限时同Z$
!!!!#B&3+JCY@A&Z$’’@\=,]I]..$
!!-- *若Z0%Z’%Z1为空时同Z$
!!!!#B&]I1’@\=,
!!!!!#B&Z$I#($’@\=,#I#..$
!!-- *若Z0%Z’%Z1不满足方法条件时同Z$
!!!!!#B&#I%’@\=,<=@V<,#%&-2$

!!!!!#I1
!!#B&#+=CY@A&Z$’"<&Z$I#($’’@\=,&Z$I

%9,!#I#..$’

!!-- *若Z0%Z’%Z1为空或不满足方法条件

时同Z$
!!!!!Z$I[9T&Z$’

!!-- *Z0%Z’%Z1同Z$
T9+@[9TV=I Z$^Z0^Z’^Z1 .T9+@[9TV= I

T9+@[9TV=(#
!!#B&T9+@[9TV=$$%%’@\=,

/)1/ 油气田环境保护·环境监测!!!!!!!!!!!L"T&0’!K"&’!



!!!!T9+@[9TV=IM"V,!7!!_Y!T9+@[9TV="$#

=T+=#B!!T9+@[9TV=#I$%%#9,!!T9+@[9TV=$I
$%%%##@\=,

!!!!T9+@[9TV=IM"V,!7!!_Y!T9+@[9TV="%#

!!!!=,!#B
!!!!<=@V<,T9+@[9TV=
!!=,!#B!!#B!]I0#@\=,
!!$$ %]I0时"同]I1

%!678#的2345分析的验证

!!当-’IE&)0CD&2’-1IE&’)CD&2时!2345
的标准试剂计 算 值 和 人 工 计 算 值 均 为 此 值#"1个 不

同水样的监测数据录入所创建的678-的2345分析

中"数据及结果如表$所示(1个水样678-的2345
计算值和 人 工 计 算 值 完 全 一 致"表 明 以 上678-的

2345分析的组态方法和过程是完全正确的(

表"!&个不同水样’()# 在*+,-中的录入与计算

项目 $" 水样 0" 水样 ’" 水样 1" 水样

培养前标定K90507’ 时的滴定量$%$&C2 (&(( (&(( (&(( (&((

培养后标定K90507’ 时的滴定量$%0&C2 (&(/ (&(/ (&(/ (&(/

培养前K90507’ 溶液的实际浓度-$&!C"T&2# %&%0-% %&%0-% %&%0-% %&%0-%

培养后K90507’ 溶液的实际浓度-0&!C"T&2# %&%0-% %&%0-% %&%0-% %&%0-%

试验样品的总体积$@&C2 )%%&% )%%&% )%%&% )%%&%

制备试验样品用去的水样体积$=&C2
)%%&% )%%&% )%%&% ’%&%
1%%&% 1%%&% 1%%&% $%&%

滴定时所用样品的体积$&C2 $%%&% $%%&% $%%&% $%%&%

空白样在培养前的溶解氧浓度-’&!CD&2# 标准试剂溶解氧空白

空白样在培养后的溶解氧浓度-1&!CD&2# 标准试剂溶解氧空白

培养前滴定样品时消耗K90507’ 的体积$$&C2
$&/) ’&0E 0&E’ ’&0)
0&(- ’&-$ ’&$1 ’&-(

培养后滴定样品时消耗K90507’ 的体积$0&C2
$&%’ %&)( $&-) %&(’
$&)1 $&)- 0&1( $&($

稀释接种水样在培养前的溶解氧浓度!$&!CD&2#
’&E) )&)$ -&-0 )&-(
-&(E E&$% )&’- E&0)

稀释接种水样在培养后的溶解氧浓度!0&!CD&2#
0&%/ $&1% ’&$) $&//
’&’0 ’&’1 -&%1 ’&/E

678-!每次#&!CD&2#
$&E & 0&1 &

’&/ -&1 & $E(&/

678-&!CD&2# 0&/ -&1 0&1 $/%

&!结果与讨论

!!需要根据实际工作中变量的常规取值对678-和

溶解氧的计算 公 式 进 行 简 化 以 便 于2345分 析 方 法

组态和编程(对678-的2345分析方法组态之前需

要根据计算公式列出组态所需的分项"组态所需的分

项包括空白样在培养前后的溶解氧浓度等$-个(对

于只需要输入数据的提及参数分项"所需组态的是数

据类型和修约类型(如 果 长 期 为 固 定 取 值 的 计 算 型

分项用<=@V<,9!9为固定常数#的语句实现(
培养前后 的 K90507’的 实 际 浓 度-$’-0在 设 定

分项属性后"输入K90507’的浓度计算公式语句实现

组态(空白样在培养前’后的溶解氧质量浓度-’’-1
用29:;9<=2345的)标准试剂*功能实现组态(使

用)标准试剂*功能通过建立样品登录模板’制作检测

单’建立标准试剂模板’管理标准试剂四个步骤实现(
水样培养前后的溶解氧浓度!$’!0按照分析方法的要

求设定数据属性后输入溶解氧 的 计 算 公 式 语 句 实 现

组态(
不同稀释比下的678-!每次#值在设定相应属性

后"按照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及分析方法的测定范围等

限定条件编制程序语句"实现组态(最终计算结果分

+E1+!0%$’年)月!!!!!!!王 成等：石化环境监测2345系统中678- 的组态方法



项678-根据678-!每次"分项的可能计算结果分别

编制语句#并根据678的计算公式和修约规则$使用

条件等编制 语 句 实 现 组 态%用 组 态 完 成 的678-的

2345分析方法 计 算 水 样 的678-浓 度#经 过 多 次 比

对#程序计算值和人工计算值完全一致#证明678-的

2345分析方法的组态方法和过程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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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启动

!!0%$’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月$E日在京启动#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 会 主 任 陆 浩

在讲话中指出%今后五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的总体思路 是&全 面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十 八 大 精 神%高 举 科 学 发 展 旗 帜%紧

紧围绕党中央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针和战略任务%紧紧围绕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立 法 和 监 督 工 作%始

终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世纪行宣传活动主 题%每 年 围 绕 这 个 宣 传 主 题 组 织 开 展 好 有 关 专 题 和

重点采访活动%宣传成功经验%弘扬先进典型%反映百姓诉求%维护法律尊严#今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将以’治理大

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保护饮用水源地%保障饮用水安全(和’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为专题和重点%组织

新闻媒体赴有关地区进行采访报道#
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年开展至今%已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个品牌%成效和影响越来越大#世纪行活动把人

大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推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和有关政策措施的出台$
维护群众权益%以及集中力量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反映大的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中国环境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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