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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预警规则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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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分级"分类"精简的设计原则!设计了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预警规则!包括运维人员进行核实!环保部门加强监
控%一级预警&#运维人员核实后!环保部门短信预警%二级预警&#水质明显异常!核实确认后报送纸质版快报%三级预警&$

该预警规则在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中得到应用!通过与上下游环保局"督查部门的配合联动!在捕获水质异常信息"预
警污染事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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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钟声%!)0((&!男!工程师!硕士!从事水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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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
污染问题不断出现!饮用水危机"环境污染事件频
发!促使人们开始积极寻找及时"有效的环境监测
预警手段$ 水质自动监测作为一种高效"实时的监
测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水质的前期预报预警!为管
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提供重要的反应时间,!-

$

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工作起始于"&&& 年前
后!太湖水危机事件后更是进入建设高峰期!截至
"&!(年底!省本级共计建成!0! 个水站!形成了基
本覆盖国家考核断面"主要入湖河流"省%市&界断
面和饮用水水源地的自动监控网络,"-

$ 目前主要
的监测指标包括溶解氧" 水温"电导率"浊度"F\

值"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1[4等!部分
站点还具备总酚"叶绿素"蓝绿藻"X[4H以及重金

属等指标的监测能力$ 通过两起监控预警实例的
分析!构建了水质监控预警的处置机制!并通过近
年的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初步建立了一套水质自
动监测系统的预警体系! 制定了相应的应急联动
措施!在多起水质异常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
以为江苏省水质异常波动的监控预警提供重要
参考$

!$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预警规则的设计
!#!$设计原则
!#!#!$分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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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警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水质自
动站管理层级的不同,/ .(-

!形成一个完善的"高效
的"多层次的管理运行机制非常重要!因此在预警
规则设计时!应根据管理人员的需求对预警规则进
行分级设置$

通常可将水站管理人员分为水站运维人员"日
常监控人员和管理层人员/种类型,%-

!因此预警级
别一般也相应分为/ 级$ 一级预警对应水站运维
人员!在仪器发生故障"水质异常波动"数据传输错
误等情况发生时!应将所有预警信息发送给水站运
维人员$ 二级预警对应水站日常监控人员!主要针
对水质异常波动信息的捕捉$ 三级预警对应管理
层人员!主要针对敏感点位的重要水质异常信息$

!#!#"$分类原则
由于水质自动站的点位性质各不相同!因此在预

警规则设计时!应考虑不同站点的性质和重要程度$

对于水源地自动站!由于饮用水水源地对人们
的生活"生产影响巨大,' .--

!因此其预警阈值应设
定在较低的浓度范围#对于浮标站及湖体自动站!

应重点关注蓝藻水华对湖泊水体的影响!由于溶解
氧"藻密度和蓝藻水华发生情况有直接关系!因此
应重点关注溶解氧和藻类监测数据#对于省市交界
断面和生态补偿断面,0-

!由于各断面污染情况不
同!各地相应制定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如氨氮"高锰
酸盐指数和总磷的预警信息$ 此外还有部分装有
增配仪器的自动站!也应针对特殊的监测指标如
X[4H"重金属等设置相应的预警规则,)-

$

!#!#/$精简原则
考虑到江苏省水质自动站的数量较多!过于频

繁的报警往往会使大量有用信息被淹没!影响正常
预警工作的开展$ 因此在预警规则设置时!应尽量
使预警信息更为准确精简地发布$

由于不同断面在不同水期的水质会有较大差
异,0-

!部分断面的监测指标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长
期处于较高浓度水平!因此!在预警规则设计时应
考虑水质在不同水期的变化趋势!避免水站频繁报
警,!& .!!-

$ 此外!水质出现好转或是虽然出现上升
但并未超过该断面的正常水质水平时!也没有必要
启动预警$

!#"$预警规则
!#"#!$一级预警

一级预警作为初级预警!主要针对常见的水质
异常波动"仪器的偶发异常等信息!一般直接发送

给水站运维人员及当地监测站值班人员$ 当发生
下列情况时!运维人员应立即核实监测数据的有效
性!并对该断面加强监控$

%!&当某水质自动站自动监测数据连续" 组
超过平常浓度水平%一般为前一周均值&的" 倍!

同时水质类别劣于该断面水质功能目标#

%"&水源地水质出现波动但未超过地表水
"

类标准#

%/&自动站监测数据发现重金属"总酚"X[4H

等指标出现异常波动%超过平常浓度水平" 倍!但
未超标&#

%(&藻类"溶解氧指标个别时段出现异常波动
%藻密度k/ &&&万个YT!

!

%溶解氧& l% 8:YT&$

!#"#"$二级预警
二级预警作为水质异常预警!主要针对较为明

显的水质异常波动和敏感点位的水质波动!除水站
运维人员及当地监测站值班人员外!还应发送给省
环境监测中心值班人员$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水站
运维单位立即核实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事发地环境
监测部门应组织开展加密监测或水样比对工作!及
时通知上下游环保部门!并将监测结果以应急快报
形式报地方环保局及省环境监测中心$ 省环境监
测中心将根据地方上报应急快报数据或水质监控
平台数据以短信报警或电话通知等方式报送相关
领导!同时通知上下游地方环保部门及区域督查中
心等单位$

%!&当某水质自动站自动监测数据连续" 组
超过平常浓度水平%一般为前一周均值&的/ 倍!

同时水质类别劣于该断面水质功能目标#

%"&水源地出现超过地表水
"

类标准现象!且
水质呈下降趋势#

%/&重金属"总酚及X[4H出现超标现象!且水
质呈下降趋势#

%(&湖体藻类"溶解氧指标连续' A 出现异常
波动%藻密度k/ &&& 万个YT!

!

%溶解氧& l% 8:Y

T&!且水质呈下降趋势$

!#"#/$三级预警
三级预警作为水质显著异常预警!主要针对较

为持续的水质异常波动和敏感点位的水质异常波
动!除上述人员外!还应发送给省中心相关值班领
导$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水站运维单位立即核实监
测数据的有效性#事发地环境监测部门应立即组织开
展应急监测工作!增加监测频次和监测指标!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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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环境监管部门对站点所在断面上下游可能污染
源进行排查!相关监测数据及监察情况以应急快报形
式报地方环保局及省环境监测中心$ 省环境监测中
心将根据上报应急快报数据或水质监控平台数据编
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应急监测快报+!同时以短信
报警的形式报送相关领导!同时通知上下游地方环保
部门"省环监局"区域督查中心等单位$

%!&当某水质自动站自动监测数据连续! J

%'组&超过平常浓度水平%一般为前一周均值&的
/倍!同时水质类别劣于

$

类#

%"&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站自动监测数据连续/

组超过地表水
"

类标准!且水质呈下降趋势#

%/&重金属"总酚及X[4H出现异常超标" 倍
以上现象!且水质呈下降趋势#

%(&湖体藻类"溶解氧指标连续"( A出现异常
波动%藻密度k/ &&& 万个YT!

!

%溶解氧& l% 8:Y

T&!或藻密度连续' A明显异常%藻密度k- &&& 万
个YT!

!

%溶解氧& l" 8:YT&!且水质呈下降趋势$

"$预警联动方案
江苏省环保厅在近年的环境预警监测工作中!

初步构建了水质监控预警的处置机制%图!&$

图!$水质自动监控响应工作流程

水环境自动监测数据监控平台捕获异常数据
时!会自动以短信方式向监控人员发送预警短信#

监控人员联系第三方机构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核
实!确认仪器状态$ 仪器无异常的情况下!通知地
方监测站工作人员采集水样送地方实验室分析水
质状态$ 实验室分析结果确认水质异常的情况下!

编制预警快报并报送至上下游环保局"督查中心及
环保厅!由督查中心和当地环保局赶赴现场督查实
际情况!向环保厅反馈预警处理结果$

在接到监测部门报送的各类报告后!环保厅"督
查中心等部门会及时开展处理处置工作!针对省界断
面"市界断面"国控断面等不同类型站点发出的预警
信息!分别采取通报邻省环保部门"排查污染企业"约
谈地方政府等措施来有效管理流域水质安全$

/$实际应用
/#!$江苏某水质自动站捕获安徽废水入境事件

"&!&年!(0月!安徽入江苏的梅渚河某水质
自动站氨氮等指标多次发生异常波动%图"&!其中
氨氮质量浓度最高达-/#%% 8:YT!河面出现大量
白色物质!多处可见死鱼$ 江苏省水环境预警平台
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在水站运维单位现场核实"当地
环境监测部门采样分析确认后!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发出了/&余期应急监测快报$ 由于梅渚河两岸水产
养殖户较多!当发生污染情况时!当地环保局根据省
环境监境中心的监测快报!在第一时间通知各养殖
户!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水产养殖户的损失$

图"$梅渚河某水质自动站氨氮'总氮波动

经过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江苏省环保厅"安
徽省环保厅三方排查后!确定此次事件为上游安徽
省郎溪县梅渚镇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梅渚河!导致该
断面水质严重恶化$ 经过多方努力!梅渚河水质得
到初步改善!近年来基本处于

"

m

#

类水平$

水质自动站的连续实时监测在梅渚河水质预
警和应急监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对上游企
业的违法排污起到了监督作用!也为生活在梅渚河
两岸的居民提供了预警提醒!将突发污染事故对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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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

/#"$鹤溪河某水质自动站捕获流动源偷排事件
"&!"年0 月!' 日!位于镇江丹阳市入常州武

进区的鹤溪河某断面出现F\值快速下降"电导率
飙升的现象$ 截至!' 日!"'&&!F\值下降至"#

%(!水质呈酸性#电导率最高达! )!'

%

WYM8!并且
水面出现死鱼现象%图/"图(&$ 江苏省水环境预
警平台发出预警信息后!监测中心将捕获的水质异
常现象及时通报了苏南督查中心及当地环保局$

督查中心和当地环保局进行了现场核查!联合
当地公安"海事等部门!在调取了大量上游企业及
来往船只的资料后!成功在下游将涉嫌偷倒废酸的
运输船只抓获$ 水质自动预警工作的快速应急反
应在此次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丹阳入武进鹤溪河某断面
出现死鱼现象

图($丹阳入武进鹤溪河某断面水质异常波动情况

($总语
江苏省流域水质自动监控预警工作自"&&- 年

实施以来!成效显著$ 近年来!水质自动站在全省
范围内共计发送预警短信"& 余万条!调度核实异
常情况! 万多次!捕捉到/&& 余次水质异常波动!

涉梅渚河"鹤溪河"通济河等0& 余条河流!编制预
警监测快报%&&多期!协助查处了!&&多家污染企
业$ 目前!江苏省平均每年捕获水质异常情况在
!&&次左右!其中太湖流域约占/Y(!淮河流域约占
!Y(!流域水质监控预警工作为及时化解污染风险"

保障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过预警信息的
报送及处置!有效遏制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一
批河流断面的水质得到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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