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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低效利用和生态环境
的严重破坏，河流湖库的水质和生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水质监测是水资源保护最重要的工作基础和技术支撑，准确、及时、可靠的水质监测数据是水资源保
护依法行政的基础。
水质监测要满足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的需要，必须加快现代化和自动化建设步伐，提高水质监测信息
采集能力。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是一套以在线自动分析仪器为核心，运用现代传感技术、自动测量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以及相关的专业分析软件和通信网络所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在线自动
监测体系。
水质自动监测仪具有最佳现场使用效果，可以对水质进行自动、连续监测，数据远程自动传输，随时
可以查询到监测水域的水质数据。
这对于解决现行的水质监测周期长、劳动强度大、数据采集和传输速度慢等问题，具有很高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水质自动监测工作的开展，一改过去监测部门总是在事后才能向有关部门提供水质信息的被动局面，
实现在水质发生恶化时，仪器自动报警或响应，发出水质污染的预警预报，防患于未然，防止污染事
件的进一步发展。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还将促进监测部门水环境监测系统计算机联网，实现水质信息的在线查询、分析、
计算、图表显示、打印等，随时实现各单位之间水质信息的互访共享，可迅速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全国主要水系的诸多重要河段相继建立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河流水质自动监测越来越成为国
家和流域机构管理水质的重要手段。
但从运行结果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投资规模较大，运行费用较高；二是对操作
、运行、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三是系统本身运行不稳定；四是系统监测数据与实验室人工
使用标准分析方法监测的成果有一定的差别。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在国内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既有成熟的技术，又有新的成果和方向，也有需要注
意的问题，及时总结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与应用的经验和不足，对今后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应用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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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质自动监测站技术与应用指南》通过对国内外水质自动蚧测技术发展与运用的回顾以及国内
几大流域自动站建设与应用情况的调研，收集了水质自动监测关键技术的创新成果和最新仪器设备、
实用性新技术，总结了水质自动监测站在水质监控与评价中应用的经验与不足以及技术保证措施，以
期为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应用提供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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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发展概述　　1.1.1 国外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发展概况　　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早在1970年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河流、湖泊等地表水
开展了自动在线监测，同时对城市和企业的污水处理厂排水也实行自动在线监测。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在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已有相当规模并被广泛应用，已纳人网络化的“环
境评价体系”和“自然灾害防御体系”。
　　美国1959年开始对俄亥俄河进行水质自动监测；1960年纽约州环保局开始着手对本州的水系建立
自动监测系统；1966年安装了第一个水质监测自动电化学监测器。
美国20世纪70年代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发展很快，1973年全美国水质监测系统分为12个自动监测网，每
个自动监测网由4～15个自动监测站组成；1975年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建立了由13 000个监测站组成的
自动连续监测网，覆盖各大水域和各大水系，使美国进入区域性的自动监测新时期，可随时对水温
、pH、浊度、电导率、溶解氧、氨氮、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有机碳等指标进行预报，全天候
监控各水域、水系的水质质量状况和污染状况。
在这些流域和各州（地区）分布设置的监测网中，由150个站组成联邦水质监测站网，即国家水质监测
网（NWMS）。
　　日本1967年开始考虑在公共水域设立水质自动监测器；1971年以后，由环境厅支持，开始在东京
、大阪等地建立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到1992年3月，已在34个都道府县和政令市设置了169个水质自动
监测站。
除此之外，建设省在全国一级河流的主要水域也设置了130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在日本各水域和工矿排水几乎都设立了自动监测系统，利用计算机来管理及处理数据。
　　英国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水环境污染史最长的河流，至19世纪末河道鱼虾绝迹。
为了加强水环境监测，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在泰晤士河流的李河开始试验。
1975年建成泰晤士河流域自动水环境监测系统。
该系统由一个数据处理中心（监控中心站）和250个子站组成，可监测溶解氧、水温、氨氮、硝酸盐氮
、pH、电导率、悬浮固体、流量等。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借助于电子计算机使水质模型推算与实测相结合，能预报更多河段的部分水质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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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质自动监测站技术与应用指南》可供从事环境保护、水利等方面的工作人员、科研人员以及
大中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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