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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和运行管理进行了调查 ,并依据太湖流域湖州新塘港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工

作 ,对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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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流域湖州市新塘港水质自动监测站是

1999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试点建设的 10 个水质

自动监测站之一 ,至今已运行一年半时间。现根据

该站的工作经验 ,对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和科学化运行管理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1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

统工程。该系统是由采 (取) 水系统、配水系统、仪

器系统、数据采集处理及数据传输系统组成的整

体。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11 　站址的选择

地表水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无样本性、随机

性、离散性以及突变性 ,决定了站址选择的复杂性

和重要性。建站所选择的水域首先要有明确的水

域功能 ,具有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的空间与时间代

表性 ,满足环境管理的需要。选址时应遵循以下具

体原则 :

(1)断面的代表性 :监测断面应能反映被选择

水域水体的真实情况 ,在监测断面上游 1 000 m 内

不得有污染物排放源 ,取水点与站房的距离应控制

在 200 m 以内。

(2)站点的永久性 :站点建设费用较大 ,在选点

时应考虑站点的长期使用性。

(3)站房的安全性 :在站房设计建设时要考虑

站房内的监测仪器和其他辅助设备的安全。

(4)工作的便利性 :应充分考虑站址周围的环境

及交通 ,以便于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日常运行管理。

站点建设必须保证电力供应、通讯畅通 ,最好

能有自来水。

112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站房建设

在站房设计和建设方面 ,必须满足仪器设备对

温度、湿度等方面的要求。同时还要从站房安全性

角度考虑 ,对防火、防盗、防渗漏、防静电、避雷等方

面的技术要求一并设计和施工。要根据所选择的

仪器 ,正确、合理地进行电路布置并严格做到电源

接地及安装漏电、触电保护装置。站房给排水路的

设置应合理、规范 ,要预留好进出站房的给排水

通道。

113 　采水系统的建设

采水系统是整个自动监测系统工作能否正常、

监测数据是否正确的关键。各地因地理环境、水文

条件和管理部门的要求不同 ,不能采用统一的建设

模式 ,在其建设过程中应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

(1)取水装置必须牢固可靠、安全实用、符合有

关部门的相关规定 ,如不得对航运、泄洪等造成影

响 ,不得对河堤造成损害。在确定取水方式时必须

考虑其对丰、枯水期水位变化的适应性。

采水装置有 :竖桩井式、吊桥式、浮桶式、浮舟

式、水底紧固式等。

(2)取水量的确定应根据配备的仪器和预处理

系统的要求决定配水量 ,注意取水管路水的流速不

要形成湍流 ,以免影响水的物理量参数。

(3)取水泵的选择应根据仪器系统对水量的要

求和当地的水质情况及环境条件 ,可选泵型有潜水

泵、污水泵、离心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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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设取水系统时应着重考虑管线对水质的

影响 : ①管路不宜过长、过细 ; ②取水系统必须有自

动或半自动的清洗功能 ; ③尽量减少管线的弯头 ; ④

应考虑管线的保温问题 ; ⑤在管线的走向上 ,有条件

时应尽量使管线与水平有一定的夹角 (7°以上) 。

(5)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排水口应放在该站取水

口的下游 ,尽量远离取水口 ,以防水质自动监测站

的排水对被测水质的影响。

114 　配水系统

配水系统是自动监测仪器正常工作的基础。

该系统的建设应注意以下原则 :

(1)必须满足监测仪器对水量、水质的要求。

(2)尽量只对进入监测仪器的水样进行处理 ,

不要对所有进入站房的水样进行处理。

(3)尽量减少配水系统的控制环节。

(4)配水系统必须有对生物作用的清洗功能 ,

以及有比较方便的人工清洗条件。

115 　仪器分析系统

水质自动监测分析仪器是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的核心。在选择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时应首先考虑

水质监测的目的和监测项目 ,要从环境管理的需要

出发 ,确定监测仪器。一般来说 ,应选择五参数

(p H、水温、浊度、电导率、溶解氧) 仪、高锰酸盐指

数分析仪、总有机碳分析仪、氨氮分析仪。如果需

要还可选择总磷、总氮等其他监测项目的分析仪。

其次是认真做好仪器的选型 ,要根据本地区的水质

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自动监测仪器 ,以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

仪器安装调试好后 ,应对仪器性能进行考核。

考核的项目和程序可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字

[2000 ]045 号文中的有关内容进行 ,并依此作为水

质自动监测站的验收依据。在比对实验阶段 ,首先

应了解和掌握仪器的原理、性能和工作程序 ;其次

必须严格做好质量控制工作 ;三是认真做好仪器的

性能测试工作 ;四是尽量保证各监测项目工作参数

(条件)的一致。比对实验完成后组织验收 ,以确定

是否使用该型号的仪器。

2 　运行管理

211 　运行操作规程

正确、规范的操作是确保仪器正常运行的基

础 ,在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制定仪器

操作规程。在日常的运行管理中除必须要严格执

行所制定的仪器操作规程外 ,还要有对仪器性能进

行考核的操作规程 ,建立日常的运行管理记录制

度。在制订的仪器运行操作规程中 ,除包括仪器说

明书中的操作要求外 ,还应根据当地水文、水质以

及环境条件等因素 ,进行补充和完善。

212 　运行经济技术指标的确定

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经济技术指标由建设

成本和年运行经费组成。建设成本主要有征地、站

房建设、采水系统建设、仪器购买以及通电、通讯、

计算机和软件开发等费用 ;年运行经费是长期的开

支 ,主要用于仪器的维护与维修、试剂消耗、零配件

购买、交通费用、电费、水费、比对实验费和工资奖

金等。据估算 ,一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年运行费用

约在 8 万元～12 万元之间。

213 　质量保证制度

质量保证是确保环境监测结果正确可靠的必

要措施。因此 ,环境监测站的技术小组要对水质自

动监测站的质量控制负责 ,总工办要对质量控制工

作具体指导。对水质自动监测站内的仪器 ,必须按

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和国家《环境水质监测质

量保证手册》中的规定 ,定期进行校准 ;对高锰酸盐

指数分析仪 ,必须在每次更换试剂时进行一次校

准 ,并用质控标样进行检定 ;对实验用水、试剂、校

准溶液 ,应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的

质量保证要求 ,并认真做好质控实验情况的记录。

同时 ,还应制定管理人员岗位职责、质量保证管理

规定、报告制度、自动站仪器设备及消耗材料管理

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214 　报告制度

目前水质自动监测站实行的报告制度有 :周

报、月报、年报、一事一报报告制度等。上述报告主

要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主管局及有关部门。

215 　应急监测制度

按照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字 [ 2000 ]065 号《关

于 10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开展水质周报工作的通

知》的要求 ,在系统、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数据异常

时 ,应立即进行人工补测 ,补测采样频次为每日两

次 ,每次时间间隔 4 h ,直到系统或仪器设备恢复正

常工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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