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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行水质监��� 与水质评价的质疑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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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国内现行 的水质监测是取瞬时水样作水质分析
,

不测流量
。

监测值是瞬时浓度值
,

测次愈少

代表性愈差
。

以少 数测次的监测结果作为基础 的水质评价显然误差很大
�

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 了讨论
,

提

出以统计 浓度值代替瞬时浓度值的方法
,

并讨论 了以污染物总量控制进行水质评价的方法
。

在沱江上游

的水质评价中应用 了统计浓度值方法
,

结果表明合理可行
,

有较大优点
。

关键词 水质监测 水质评价 瞬时浓度 统计浓度

对现行方法的讨论

衬

令

目前国内进行的水质监测单纯地对监测的水体取瞬时水样作水质分析
,

通过 污 染 物质

在水中的瞬时浓度来反映水质状况
,

再用实测的瞬时浓度值与水质标准相比较 进 行 水 质评

价〔, 〕
。

然而
,

问题在于所取水样是否具有代表性 � 一个水期 �丰
、

平
、

枯水期 �一般只取 � � �

次水样作水质分析
,

不管取样时河水流量的大小
,

就以所测定的瞬时浓度值作为该水期的代

表值
,

显然资料的代表性成间题
。

取一次水样所测定的结果
,

只能反映瞬时的水质状况
。

水

体 �一般指河流 �中的流量是变化的
,

若假定污染源排污稳定
,

污染物质在断面上已均匀混合
,

则水质浓度是随流量变化而变化的
。

流量大
,

所测到的水质浓度就小
� 反之

,

流量小
,

浓度就

大
。

因此
,

瞬时的水质浓度值没有相应的同时流量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

它不具有某一水

期的代表性
。

除非取水样时刻的流量恰好具有该水期的代表性
。

这实际上是要事先选定河水正

好是代表流量的时刻去取水样
,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

因为
,

这首先需要有监测断面处的流量资

料序列
,

其次要把握住这个代表流量的时刻
,

这是非常困难的
。

在丰水期和平水期流量
�

随时

间变化很快
,

枯水期流量变化虽较缓慢但仍有变化
。

而且不同年份的丰
、

平
、

枯水期 的流量

也是不同的
。

因此
,

流量是随机变量
。

在上游来污量比较稳定的条件下
,

水质的瞬时实测浓

度仅仅是流量的函数
,

它随流量变化而具随机性
,

也应该是随机变量
。

因此
,

采用很少次数

的水质瞬时浓度值进行水质评价
,

从根本上说代表性不强
,

误差很大
。

如果监测次数非常多
,

且具有一定时间分布规律
,

取得水样的瞬时浓度值序列
,

则可以通过水质随机变量序列的统计

方法
,

分析各种特征值
,

从而进行水质评价
。

目前国外的水质监测基本上就是采取较多次数
,

在

任意时间和地点取水样作水质分析
。

水质评价也就建立在多测次的水质资料的基础上
。

这种

方法对于我国和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
,

往往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做到
。

本文 于 � � �  年 � 月 � � 日收到
,
�� � �年 � �月 � �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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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统计浓度值代替瞬时浓度值

由于缺少大量的水质浓度实测值
,

就难于进行水质浓度的统计分析
。

但正如前面 所 述
,

水质浓度与同时刻流量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首先应掌握取水样时的流量值
。

当然
,

少数几次

实测流量同样不能作统计分析计算
。

不过
,

对流量值就有可能根据 已有的国家水文测站系统

的实测河流流量资料
,

利用诸如相关法
,

地区分析法等水文学方法导出水质监测断面处的各

种流量值卿
。

有了监测断面处的各种流量值
,

就可以推求监测断面处的设 计流量 即
,

然后找

出监测断面所实测的流量相应的频率
,

其相应 的水质浓度就是该频率流量下 的水质浓度
。

这

样就使水质浓度具有了频率概念
,

我们且称它为统计浓度值
。

同样
,

对于水质规划可 以找出

指定的设计流量下相应的统计浓度
。

对于水质评价可以按统计浓度作评价基础
。

在沱江上游绵远河与石亭江的水质评价中
,

我们 曾尝试采用过这种统计浓度值
。

具体作

法如下
�

假定在一定时期内污染负荷总量相对稳定不变
,

于是有

�
� � � �

, � �
‘ � � �� �

式中�
, ‘

为 � 种污染物在水中的统计浓度 �� � � � �
� �� 为指定的设计频率 尸 的流量 ��

“

�
� �一

般取 尸 � ��  
,

�� �
,

�� �
� � � 为 � 种污染物的瞬时实测浓度 �� � � � �

� � 为水质监测取水样

时的同时流量 ��
�

�� �
。

式 ��� 又可写成

今

�
一

� � �

母 �� �

利用监测断面处的设计流量和取水样时的同时刻流量就可 以把实测瞬时 �交度 任双交换成统

计浓度值
。

用这种统计浓度进行水质评价就可避免单纯瞬时浓度值 的弊病而比较合理
。

将绵远河的平
、

枯水期各断面按瞬时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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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河 段

图 � 绵匹河有机类污染瞬时浓度

综合污染指数沿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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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飞 人��� � � � � � � �� � �

实测浓度值计算的综合污染指数�舀点绘成图 �
,

按统计浓度值计算 的综合污染指数 � 二

点绘成

图 � 和图 �
。

其中平水期为 � 月和 �� 月两次监

测
,

枯水期为 � 月
、

� 月和 � 月 � 次监测
。

由图 � 可见
,

同一断面在同一水期各测次

的 � 。

值差异很大
�

说明瞬时实测浓度道很 不

稳定
,

评价结果互相矛盾
,

很难一致
。

图 � 和图 � 分别是枯水期和平水期按统计

浓度计算的各时段 �最小 ��
,

���
, �拟 和季 �有

机类综合污染指数 � 。

的沿程分布 其中 风 险

率为�� � 和 � � � �或频率为 � � �和 � � � �
,

由图

� 和图 � 可见
,

同一断面
、

同一水期各种频率的

计算结果综合污染指数 夕。 的变 化趋 势基本
·

致
,

而 且有规津性
,

分布比较合理
。

比较图 � 和图 �
、

�可以说 明按统计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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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水质评价比 用瞬时实测浓度值要科学和符合实际
。

需要指出的是
,

上述方法是在假定断面以上来污量在一段时期比较稳定的条件下才适用
。

如果河流在监测断面上游有较大的人为干扰
。

例如新修建大工厂企业
,

有大量新的污染物排

放
,

或者新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开始运转
,

使原排放的污染物质有大量的减少等
,

使河流的水

质发生较大的改变
,

这就有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随机变化规律
,

这种情况上述方法在干扰期

内就不能应用
。

因为只要上游来污有大的改变
,

流量和浓度间的关系就是另一种规律
,

与原来

的不相同
。

实际上要保持完全没有人为干扰是不可能的
。

国民经济在迅猛发展
,

污染负荷有可能逐

年增加
,

同时由于保护环境的措施发挥作用
,

可能使污染物受到控制和减少
。

只要这种变化

不是剧烈的陡变
,

可以对上述计算方法的式(2) 作些修正
,

例如计算公式可以是

户
_ ,

= 广
,

了玉乙、
“

一 「 ’ 一
’

、Q
p ,

( 3 )

t

式中 a 是修正指数
,

可以通过逐年相同水期的实测资料分析找出
。

对于 a 的分析
,

可以认为当水体未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
,

a = 1

.

0
,

当有人为干扰而使污

染负荷增加时
, a

>
1

.
0

,

反之
,

则
a
< 1
.0。 a 的增大或减小都是逐渐变化的

,

且与实侧资料

的年数有关
,

假定其影响呈指数函数关系
,

于是
a ” ( 1 土 e

一 a T
) (

4 )

式 中T 为年数 ,
刀为待定系数; 士号分别表示污染负荷为递增或递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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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用
“

污染物总量
”

进行水质评价的讨论

水质的统计浓度值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是河流中某个具体时刻的实测水质浓度
。

因此
,

统计浓度值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水中污染物浓度现时的实际情况
。

再者
,

该方法受到上游来

污量较为稳定的条件限制
,

而在当前工农业高速发展时期
,

要求河流上的排污较为稳定
,

这

在经济较繁荣的地区是较难满足的
。

因此
,

水质评价采取
“

污染物总量
”

作为评价基础是一种

比较好的方法
。

所谓
“

污染物总量
”

是指某时刻某种污染物质的瞬时实测浓度与相应的同时刻

流量相乘的乘积
,

与该监测断面处的该种污染物 的水环境容量相比较
,

超过水环境容量 的就评

为已遭污染
,

反之 即可认为水质尚好
,

也可根据超过水环境容量的多少来评定水贡污染程度
。

然而
,

以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方法虽然从理论上讲比较好
,

但是要计算河流各河段的水环

境容量是 比较困难的
。

有关水环境容量的计算方法已有专著可循以
, 连〕,

此处不赘述
。

计算水

环境容量的难点在于各种污染物在河流中的降解系数的确定
,

同时
,

也需要有监测水质时的同

时刻流量值
。

对于前者需要研究河流中各种污染物的 自净能力
,

这在我国众多的河流上进行

水质评价
,

如果都要作这种研究是办不到的
,

由于人力
、

经费和技术力量的限制
,

使这种研

究难于进行
,

因此
,

以污染物总量控制法广泛地进行水质评价还行不通
。

综上所述
,

作者认为 以瞬时浓度为基础的水质评价方法有问题
,

而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作

水质评价的方法又难以推广
,

因此
,

本文推荐 以统计浓度作基础进行水质评价应该是比较好而

且简单实用的方法
。

最后
,

再次指出
,

无论是采用统计浓度作水质评价或是采用污染物总量控制进行水质评

价
,

监测水质时都需要测定同时刻流量
、

这说明现行的水质监测与水质评价完全脱离
“

流量
”

是不妥当的
。

至于如何简化测定 同时刻流量 的方法
,

可参考有关水文测验学书籍
。

护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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