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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水污染现象,从而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卫生和粮食短缺的情

况。全世界大约有十亿人没有得到饮用水的安全保障。随着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全球都表示了致力于改进水质的决心及意愿。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洁净水源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减少

污染,改善水质,并处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为此,制定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策略或改善现行的天然水系统

管理方案,必须研究合适的水质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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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ve led to increasingly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resulting in 

wastage of land resources, sanitation, and food shortages. Approximately one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do not 

have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world has expressed determin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lean water sources, thus reducing pollution,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and addressing water scarcity issu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develop effective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or improve current natural water system management plan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appropriat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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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环境保护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水质自动

监测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监测手段,对于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水质自动监测技术通过实时、连续地监测水体中的各项

指标和参数,提供准确、可靠的监测数据,为水环境管理和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1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内涵及其设计功能 

1.1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内涵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旨在将现代化、自动化的水质监测手段

应用到水质监测工作的全过程之中,并可从中获得科学精准、及

时有效的水质监测结论, 终能以此结论为依据,针对区域水土

环境采取因地制宜的保护措施。综上可知,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

核心在于如何充分借力于现代自动化技术手段实现水质监测的

目标；与此同时,所获得的水质监测结论必须要具备全方位、可

覆盖性的特征。传统水质监测方法中,监测部门惯于通过人工来

收集水质相关信息和数据,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水质改变的发生

规律,此种 为传统的监测手段往往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

以及资金成本。不同的是,如果监测部门可全面应用水质自动监

测系统实施该项工作,不仅有利于达到水质监测的连续性需求,

还能在降低各项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当地整体的水质资源环境。

基于此前提,我国各地方还应全面加快推行水质自动监测技术

的应用,以此保证可获得更为科学精准的水质监测结论。 

1.2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功能 

(1)在线自动监测功能。通过在水环境保护中应用水质自动

监测技术,可针对水资源进行水温、pH值、溶氧含量、电导率、

酸度、碱度、色度、浊度等参数进行实施有效监测,还可依托于

有线或无线网络的信息传输手段,把所监测的数据及时有效的

传达到监测站,或是在监测现场直接读取相关数据。通过水质监

测系统的应用,在监测技术上完全可达到连续性、实时化、远程

操控的监测目的,大大提高了以往水质监测的工作效率,操作起

来十分方便快捷,同时还可将监测数据导入系统开展智能化的

分析。(2)警报预警功能。在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中有一个分支系



水电水利 
第 7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8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统专门负责预警工作,它是水质自动监测技术中十分关键的一

部分。通过这个警报系统,可实时动态化的接收站内设备的报警

信息,并根据报警声音、报警数值的颜色变化来传递报警信息,

达到及时发出警报的目的。比如,水质监测数据超标、设备突发

断电或出现异常故障时,警报系统就会起到自动报警的作用,从

而为提高水质监控工作效率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障。(3)信息发

布与在线查询功能。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中,依托各种先进的技术

软件和系统,可随时随地在线查询监测信息,并对水质监测图表

中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和打印；同时,还具备良好的信息互访

和数据共享性,可收集工作人员所指定时间段和水源地的各种

监测数据,并可实现这些数据的长久保存,继而为地方水质环境

监管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2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在水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2.1掌握水质变化趋势数据 

首先,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水质连续、实时

的监测。传感器和自动化设备能够自动采集水质参数,确保数据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水质变化趋势的全面

数据,包括各种关键指标,如溶解氧、浊度、总磷、总氮、COD

等。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水质的整体变化趋势和

规律,从而评估水体的质量状况；其次,掌握水质变化趋势数据,

可以发现水体的污染问题。通过长期监测和对水质数据的分析,

可以识别出水质异常变化的模式和趋势。当某项污染指标呈现

逐渐上升的趋势时,可能暗示着存在污染源或环境负荷的增加。

这样的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及早发现潜在的污染问题,并采

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以避免水质进一步恶化。 

2.2提高水质监测效率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能够实现实时监测,大幅缩短了监测数

据的获取时间。传统的水质监测通常需要采集水样,然后将样品

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这个过程耗时长且缺乏实时性,而水质自

动监测技术可以连续不间断地监测水质参数,实时获取数据,并

通过远程传输技术将数据传送至监测中心,这样可以迅速掌握

水体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水质自动监测技术自动化程

度高,能够大幅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传统的水质监测需要人员

定期采样、分析和记录,人力成本较高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

响。而自动监测技术通过传感器和自动控制装置,能够自动采

集、分析和记录水质数据,大大降低了人力投入,并且减少了产

生人为误差的可能性,这提高了监测效率和数据的可靠性。水质

自动监测技术还能够实现对多个水质参数的同时监测,进一步

提高了监测效率。传统的水质监测通常需要单独进行不同参数

的监测,需要分别采集样品和进行分析。而自动监测技术可以通

过多参数传感器同时监测多个水质参数,如溶解氧、pH值、浊度、

电导率等,这样一方面节省了监测设备的成本和空间,另一方面

也减少了监测的时间和工作量,提高了监测效率。 

2.3实现污水的有效治理 

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可以提供实时、精确的污水质量数据。

污水中常含有各种有害物质,如重金属、有机物、细菌等,这些

物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具有严重的影响。通过水质自动监测技

术,人们可以实时监测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浓度,了解污水的实际

质量状况,为污水的后续处理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此外,水质

自动监测技术还可以监测污水的pH值、温度、电导率等物理参

数,这些参数对于理解污水的性质和选择适当的处理方法有重

要作用。 

3 水质监测的主要环节分析 

3.1水质监测方案制定环节 

水质监测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需要具备一

定的专业技术能力。而且,水质监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必

须严格遵守技术规范,确保不会有任何的差错,避免影响到环境

工作者的判断。因此,在水质监测工作进行前,各有关单位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并根据目前水质监测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完

善的水质监测方案,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对水质的负面影响,确保

水质的可信度和真实性,为环境工程的落实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首先,在开展监测工作前,环保部门和水质监测人员必须清楚监

测的目的和意义,明确监测的重点,确定监测的对象,进行现场

调查,全面掌握监测区域的生态状况和可能影响水质监测结果

的各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次,必须依据现行的技术和

方法,选择合适的监测方法,科学地运用监测技术,以提高水质

监测的质量和效果,同时,要按照国家的标准,设计出一套合理

的监测网点,保证水质工作的有效实施；再者,在工作开始前,

必须对所采用的监测技术进行可行性和实用性的分析,同时还

要对所使用的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水质监测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不会因为技术、设备等原因而影响到监测的结果。 

3.2水源采集取样及检验分析 

环节水源采集取样是水质监测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

水质监测的效果,也关系到环境工程的实施。首先,采样时要对

不同深度、不同位置的水源进行采样,以确保采样范围的广泛性

和代表性,避免采用“就近取样”的方法。其次,在采样过程中,

必须收集同一容积的水样,以便为以后的水质试验做好准备,避

免因容积的不同而导致测量结果的偏差。根据我国目前所采用

的水质监控与检测技术,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物理检测,

二是化学检测。其中,物理检测的内容主要是检测水质的色度、

透光度、浊度等,从而判断出水质的真实物理性质,并与国家标

准进行比较,从而评估水质的污染状况。 

4 水质自动化监测技术在水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措施 

4.1明确水质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应用领域 

由于不同水体的污染程度和污染原理、污染物质不同,治理

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水环境保护期间,应按照不同水域的

特点合理采用水质自动化监测技术,明确技术的应用领域,全面

发挥技术的作用价值。其一,应用在地表水保护中。在对地表水

进行自动化监测的过程中,可通过实地监测和远程控制的方式,

实时性、精确性监测地面流域和水体的水质情况,如果有水体污

染的问题,即可进行相关污染信息的预报,同时,还需全面监控

地表水的总量,保证地表水的水环境有效保护,充分发挥自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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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的价值。其二,应用在水库保护中。水库的水环境保护是

非常重要的工作,相关部门应重点采用水质自动化监测技术,实

时性监测水库中的各类指标,提升监管工作的效果,例如：实时

性监控水库的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物含量指标等,有效维护居民

饮用水的安全性,同时对各类监测数据进行自动化传输和控制,

支持水环境保护部门在线进行数据的查询,如果水库的水质不

良,污染物含量超标,即可自动化做出预警,使相关部门合理采

用应急的措施,保证居民饮用水的安全性符合标准。其三,排污

口污水治理领域中的应用。目前,由于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对排污

口污水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人工进行水质的检测,导

致检测周期时间过长,不能全面及时掌握排污口的污水排放情

况,难以确保污水治理效果,因此,建议相关部门采用水质自动

化监测技术,在线实时性监测排污口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远程

进行阀门的控制,如果企业排放污水的流量和水质不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或者是企业不能按照要求缴纳污水管理费用,相关部

门即可自动化远程进行阀门的关闭,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

升排污口的污水管理效果。 

4.2做好水质监测的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为各行各业

均带来了绝佳的发展契机。而诸多行业也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

的科学应用,方使得企业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此,为了

更好地保证生态环境水质监测的质量,可合理引入现代信息技

术和科学技术,优化监测设备,这样便能够保证水质环境质量监

测满足规定的要求。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对水质环境检测提供足

够的资金支持。且为进一步保证水质环境监测的精准程度,部分

先进监测设备的购置也必不可少。由于水质监测工作对于检测

的设备与技术均提出了较高要求,而我国当前所用的水质监测

设备又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要想提升水质监

测质量, 佳的策略便是引入更多先进的监测设备,以便从源头

上做好水质监测质量控制。此外,考虑到技术方面的缺陷虽能借

助先进设备来部分弥补,但不断引进先进监测设备终究也是权

宜之计。因此, 重要的部分还是要加大对水环境监测技术的研

究,同时积极汲取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及经验,这样才能缩短我国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继而为我国的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

控制做出重要的贡献。 

4.3改善水质监测管理部门体系结构 

在生态环境水质监测的过程中, 主要的监管工作也是由

水质监测管理部门所负责。因此,为从源头上提升水质监测质量,

关键仍需对水质监测管理部门采取规范化的管理措施。首先,

水质监测管理部门需对内部的员工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其

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并在履行自身的岗位职责时始终保持严谨

的工作态度,以此方能激发他们的责任意识；其次则是要不断提

升监测人员的专业能力,确保检测人员的专业素养及能力均能

满足岗位需求。同时,为保持人员的先进性,水质监测管理部门

也要经常组织人员参与专业能力方面的培训,尽可能提高他们

的专业素质,继而在激发其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为生态环境水质

监测质量提供保障。 

5 结束语 

作为一种实时监测技术,水质自动监测技术以系统集成设

备为核心构成,实现了水质监测数据的实时、动态与自动化获取,

且支持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在实际的水质监测应用中,配合现代

信息采集传感技术,实现了水环境水质情况的远程实时监测,更

准确高效地掌握水质的变化情况,做好水质污染情况的判断与

分析,水质监测更有准确性与时效性的保证。着眼于未来,随着

水质自动化监测技术将功能的扩展,其将实现更多领域的创新

应用,更好地推动水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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