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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应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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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化和自动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技术表现出高效、快捷、信息量大，代表性强的特点，

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各地都推广和普及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并且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技术人员对水质自动监

测系统的运行管理、创新运行方式、强化水质数据管控，使自动监测系统发挥了应有作用。监测数据更加可靠，在政府环

保责任考核、流域生态补偿、总量减排、监控预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对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应用现状进行了

分析，对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分类，对更好的应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水质期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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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和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

对地表水的污染也更加显著，随着国家出台越来越严格的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对水质监测数据准确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地表水的水质自动监测，能够对水质情况连续监测，并对

水质结果进行远程监控。对地表水进行自动监测，能够对水

质进行实时连续监测以及远程监控，动态掌握主要流域水体

的水质情况、对水质恶化现象进行预警、对流域的水质污染

及早预判，可以及时解决区域性污染温柔，对污染总量进行

控制，对排放量进行监督。文章结合笔者多年水质监测经验，

对水质自动监测应用系统应用情况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应用现状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以监测水质污染综合指标和某些特

定监测项目为基础，在某一特定水系或者某一地区内安装数

量不等的连续自动监测设备进行自动监测，实现对设备所在

区域的水质污染状况进行连续自动监测。自动监测系统综合

应用多种信息技术，如自动测量技术、信息传感技术、计算

机网络技术、信息自动控制技术和与之相关的通信网络应

用，并围绕自动分析仪器中心，形成综合性监测系统。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兴起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叶，已经在

欧美、日本、荷兰等国家形成了可观的应用规模，并且已经

纳入到网络化的“环境评价体系”和“自然灾害防御体系”。

我国的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起步较晚，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

国水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陆续在一些重要位置安装了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主要监测的水质项目包括 PH 值、水系的温

度、溶解氧的含量、电导率的高低、浑浊度、氨氮、总有机碳、

总氮、总磷、总钾、叶绿素等。当前，我国各个省市水质自

动监测系统正在快速发展，仅在 2019 年，生态环保部门便

在我国新安装 2100 多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监测

站，可以说，我国的水质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基本形成 [1]。

2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存在的问题

2.1 水质自动监测点位建设和运营能力不足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建立和运营需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受资金量和监测人员的综合影响，我

国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点位建立及运营管理存在许

多不足和缺点。以兰州市为例，截止 2019 年，由政府环保

部门投资设立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有 11 座，这些监测站由政

府环境管理部门自行运营管理。这些新设立的水质自动监测

站都安装在监测水域的单一断面，没有在监测水域入口、稀

释扩散断面、水体出口处同时安装自动监测系统，这就使得

监测系统无法全面反映出水体水质变化趋势，难以准确监测

到水质污染源以及水体自我净化程度。新安装的监测站点和

市中心位置相差较远，并且分布较为分散，最远的监测站需

要乘车 4 个小时。如果监测系统或者监测设备出现故障，技

术人员难以及时进行处理，因此，监测数据缺失较多，严重

制约自动监测系统的水质分析功能及预警功能的发挥。

2.2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设置不足

我国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由于监测仪器精度影

响，无法对地表水监测的所有项目进行有效分析。仍以兰州

市新增的 11 座水质自动监测站为例，其监测的地表水项目

包括 PH 值、水系的温度、溶解氧的含量、电导率的高低、

浑浊度、氨氮、总有机碳、总氮、总磷、总钾、总铅、总镉

等 15 项监测指标。这些监测项目都是基于监测站建立之初

的指标，监测的项目有限，仅仅依靠上述指标开展判断、衡

量，得到的结果并不能全面反映出监测区域的水质环境现状

以及水质污染程度 [2]。

2.3 监测设备国产化程度不高，配件采购周期较长

当前，我国各个水体区域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使用的仪

器和设备大多是国外进口的，国产化设备研发还处于起步阶

段，国产化率不高。上述的 11 座监测站只有 1 座的设备是

国产设备，其余设备均为进口设备。例如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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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设备五参数及氨氮监测仪、高锰酸盐指数监测仪、总

氮 / 总磷分析仪、重金属自动监测仪、浮标站监测设备都是

国外进口仪器。由于设备多为进口，操作界面多为英文字母，

不仅操作难度高，如果出现了故障，维修难度更大，这就需

要操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水质自动监测设备

没有储备机，特别是非耗品配件出现故障时，国外经销商在

提供配件时，需要较长的供货周期，这段时间设备处于“带

病运行”或者停运状态，对监测断面水质情况造成严重影响。

2.4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应用范围和平台的建设力度不足

水质自动监测的频次较高，要求对监测数据的结果及

时传输，自从我国环保部门开展水质自动监测以来，已经取

得了丰富的监测数据。这些监测数据通过不同的渠道和网站

向外界进行发布，或者以日报、周报、月报的方式进行通报。

这些对外发布的信息只是数据的简单罗列，并没有将水质分

析的结果、预测的效果进行系统化分析，对数据的应用不够

充分。缺少必要的大数据、信息化平台，建设力度还存在不

足的缺点。

3 改进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策略研究

3.1 增加投资力度，优化监测站位置

在对监测位置的选择时，投资部门通常从宏观角度考

虑，以使得监测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注意的是，具体

部门需要结合所选择的水域实际情况以及污染程度，对水

质监测区域的水质状况进行及时分析和预判，并进行分析预

警，目的是确保水质变化预测的准确性和污染程度的靠实

性。

3.2 优化水质自动监测项目

在进行水质自动监测时，选择科学合理的监测项目同

样非常关键。这就要求监测项目的选择应该从环境管理工作

的实际情况和监测项目总量控制情况出发，对监测项目和监

测工作进行优化。在这种背景下，在系统建立之初，需要对

水质全面进行分析，掌握监测系统中各类监测项目的实际含

量。以此为基础完善相关监测项目，为后续监测工作的开展

奠定根基。随着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加，常规的监测项目已经

无法满足应用需求，因此，需要对已经建立的监测站进行升

级改造，

增加重金属、生物毒性、总有机碳（TOC）等监测项目，

以满足对水环境质量现状及水质污染状况评价的要求。

3.3 提高监测数据利用率

我国目前的水质监测工作主要以水质的监测和水污染

的控制为主，对水质预测的分析研究尚未完全系统化，而且

我们日常监测取得的大量数据并没有完全被系统化利用。当

前针对我国水质监测的现状及各种监测结果分析，可以着力

开展水质预测分析，包括不同河域、不同季节影响水质的各

种因素，有准备地进行水质监测和应用，进一步提升水资源

的服务能力。

4 结束语

随着自动化以及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水质自动监测技

术在环境管理中日益体现出快速便捷、信息量大、代表性强

的优势。近年来，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在各地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自动站覆盖面越来越广，监测因子越来越

多，自动监测数据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政府环保责任目标考

核、流域生态补偿、总量减排、监控预警等环境管理工作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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