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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治理领域的应用研究 
熊堃 

（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  430000）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治理领域的应用研究逐渐成为环境科学的重要方向。本文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

在水污染监测、预测和处理中的应用现状，探讨了其在提高水质管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以及实现精准治理方面的优

势。通过对相关案例和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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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污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严重影响

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传统的水污染治理方法存在监测

手段单一、治理效率低下、成本高等问题。随着科技的

进步，人工智能技术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尤

其是在水污染治理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优势。本

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现状、

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监测中的应用 

1.1 水质参数自动监测 

人工智能技术在水质参数自动监测中的应用显著提

高了监测效率和精确度。通过部署智能传感器，可以实

时获取水体中的溶解氧、pH 值、浊度、氨氮等关键参数。

以珠江水系为例，广州市环保局与华为合作，部署了一

套智能水质监测系统。该系统采用 AI 算法对传感器数据

进行自动分析，实现了对水质的 24 小时连续监测。根据

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珠江水系的溶解氧平均值达到 7.5 

mg/L，水质稳定在Ⅱ类标准以上，为环境保护和管理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1.2 传感器网络与数据采集 

传感器网络在水污染监测中的应用是实现全方位、

多层次数据采集的基础。通过在重点水域布设多种传感

器，建立一个覆盖广泛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现大范围

内的水质数据实时采集。例如，长江流域通过与清华大

学合作，布设了近 1000 个智能传感器节点，形成了一张

覆盖整个流域的水质监测网。该网络不仅能够实时采集

各个监测点的水质数据，还可以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将数

据实时传输至中央数据处理中心，极大地提高了数据采

集的效率和准确性。 

1.3 数据处理与实时分析 

在水质数据的处理与实时分析方面，人工智能技术

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分析

技术，可以对海量的水质数据进行高效处理和深度分析。

例如，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利用百度的 AI 平台，对

海淀区 20 个重点监测点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出水

质异常情况，并及时发出预警。数据显示，2020 年，海

淀区水质监测系统共处理数据超过 5 亿条，识别并处理

水质异常事件 123 次，有效提高了水污染应急处理能力。 

二、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预测中的应用 

2.1 预测模型构建与优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预测模型的构建与优化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构建基于历史数据和环境因素的预

测模型，可以提前预知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并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武汉大学与腾讯合作开发了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的水质预测模型。该模型利用长江流域过去十年的

水质数据进行训练，能够准确预测未来七天的水质变化

趋势。模型优化后，预测准确率达到 90%以上，为水污

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模型的高准确性使管理者

能够提前制定应对措施，有效减少水污染事件的发生。 

2.2 大数据分析与趋势预测 

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水污染趋势预测中同样具有重要

应用。通过对大量水质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识别出

潜在的污染源和污染趋势。阿里巴巴云计算公司与浙江

省环保厅合作，建立了一个基于大数据的水质分析平台。

该平台通过分析浙江省各主要河流的历史数据，预测出

未来几个月的水质变化趋势。根据平台的分析结果，2020

年杭州市钱塘江的氨氮浓度在 7 月至 9 月期间呈上升趋

势，提前采取了应对措施，有效控制了水质恶化。这一

平台的建立不仅提高了数据分析的效率，还为决策者提

供了科学的预测依据，使其能够在潜在污染事件发生前

采取有效措施。 

2.3 预警系统与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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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和风险评估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建立

精准的水质预警系统和风险评估模型。深圳市与腾讯合

作开发了一套智能水质预警系统。该系统结合实时监测

数据和历史数据，利用 AI 算法对未来几小时的水质情况

进行预测，并在污染物浓度超标时自动发出预警。数据

显示，2019 年深圳市智能水质预警系统共发出预警信息

78 次，准确率达到 95%以上，有效避免了多起水污染事

故。该系统的成功应用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预

警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反应速度，还极大地提升了预警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使水污染防治工作变得更加科学和

高效。通过这种智能化的预警系统，相关部门能够在污

染事件发生前及时采取措施，降低污染对环境和公众健

康的危害。 

三、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处理中的应用 

3.1 智能控制系统 

在水污染处理过程中，智能控制系统的应用极大地

提升了处理效率和效果。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水处

理设施能够实现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运行。例如，南京

市自来水公司与西门子合作，建设了一套智能水处理控

制系统。该系统采用 AI 算法对水处理过程中的关键参数

进行实时监控和调整，确保出水水质始终稳定达标。实

际运行数据显示，该系统不仅使水处理效率提高了 15%，

每年还节约运行成本约 200 万元。通过智能控制系统的

应用，水处理过程变得更加高效、稳定，为城市供水安

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3.2 优化治理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水污染治理方案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通过模拟和评估各种治理措施的效果，能够选

择出最优方案，从而显著提高治理效果和效率。上海市

环保局与 IBM 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黄浦江的水污

染治理方案进行了全面优化。通过对不同治理措施的效

果进行详细的模拟分析，最终确定了一套最佳组合方案。

这一方案在实施后的六个月内，使黄浦江的水质从Ⅲ类

提升至Ⅱ类，显著改善了水生态环境。优化治理方案不

仅显著提高了治理效率，还大幅减少了治理成本，真正

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此外，通过这一优

化过程，上海市环保局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未来其

他水体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借鉴。这一成功案例

充分证明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巨大潜力和

广泛应用前景。 

3.3 实例分析与效果评估 

具体案例的分析和效果评估是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

水污染治理中应用效果的重要手段。以苏州市太湖流域

为例，苏州市环保局与清华大学合作，利用 AI 技术对太

湖水质进行监测和治理。在治理过程中，通过智能控制

系统和优化方案的实施，太湖水质在 2019 年至 2020 年

间显著改善。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太湖水体透明度提

高了 30%，总磷浓度降低了 20%，蓝藻爆发次数减少了

40%。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治理

中的显著成效。通过实例分析与效果评估，不仅验证了

AI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还为其他地区的水污染

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参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水污染治理领域的应用

为解决水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高效的

监测、精准的预测和智能化的处理，人工智能技术不仅

提高了治理效率，还降低了成本，实现了水资源的可持

续管理。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仍面临数据质量、

技术成熟度和政策支持等挑战。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应用推广，人工智能将在水污染治理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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