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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
。
在这一背景下，环境管理部门要求各级环境监测站按照相关环境质量标准全项目开展环境监测，以达
到对环境质量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
　　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是由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2年颁布实施，该标
准共设置了109项指标，涵盖了地表水中有机污染物、无机污染物和生物指标。
从近两年开展水质全项目监测的工作实践看，成果并不让人满意。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必要的、规范的和可操作的监测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标准》推
荐的监测分析方法中，部分方法的技术水平严重滞后于现实技术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难以使用；由
于没有配套的标准分析方法，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配备的仪器设备无法有效地应用；由于没有经
过必要的标准化程序，新的、更加高效、灵敏的分析方法难以推广使用。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和宁波环境监
测中心站等有关监测技术专家经过一年的努力，结合各站开展水质全项目监测的经验，编制完成了这
本《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实用分析方法》。
书中编录的监测分析方法是各监测站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的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希望本书能为我国地表水全项目监测工作提供帮助。
　　感谢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热情支持。
感谢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资助和支持。
　　由于受编著者的水平、时间限制，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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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表水特别是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是环境监测系统工作的重点。
本实用监测方法立足高效、实用的原则，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监测方法。
综合监测一线同仁的实践经验编辑而成。
书中包含地表水常规项目24项、补充项目5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特定项目80项的现行实用的分析方法
。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实用分析方法》可供各级环境监测部门、从事地表水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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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防治水污染，保护地表水质，保障人体健康，维护良好的生态系统，原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于2002年4月28日颁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该标准按照地表水环境功能分类和保护目标，规定了水环境质量应控制的项目及限值，以及水质评价
、水质项目的分析方法和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江河、湖泊、运河、渠
道、水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
对于具有特定功能的水域，则执行相应的专业用水水质标准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依据
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按功能高低将地表水依次划分为以下五类：　　I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
家自然保护区；　　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
、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　　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
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V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该标准
共有109项标准项目，并从满足不同水域功能要求的角度，将标准项目分为三大类别：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基本项目、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适用于全国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
域；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和二级保护区。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地表水
水质特点和环境管理的需要进行选择，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选择确定的特定项目
作为基本项目的补充指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24项，主要有水质一般化学指标、有机物
综合指标、富营养化指标、金属指标和1项微生物学指标。
一般化学指标、有机物综合和富营养化指标大都能影响水的外观、色、臭和味，例如总磷和氨氮过高
，易使水体发生富营养化，水体变色、变味。
金属指标中的金属都能破坏蛋白质和金属离子的平衡，削弱或者终止某些蛋白质的活性，例如汞、铅
与中枢神经系统的某些酶类结合的趋势十分强烈，因而容易引起神经错乱，精神呆滞、昏迷以至死亡
。
微生物学指标粪大肠菌群，其污染来源主要是人畜粪便，控制该项指标，有利于防止微生物途径的疾
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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