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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河南省水污染

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监控，规范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的建设

工作，保证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的建设质量和稳定运行，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河南省环境监控中心、郑州大学环境技术咨询工程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郑州市环境保护局、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

公司、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怡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新望、赵娜、张培、何涛、李金锋、蔡丽、张慧、丁先飞、方雷、陈坤。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曹霞、胡博、刘真贞、杜瑞红、李坤锋、舒中伏、章志伟、赵宇航、陈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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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的术语和定义、组成、建设安装、调试、质量

控制方案编制、试运行、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920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 
GB/T 17214.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 工作条件 第 1 部分:气候条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HJ/T 1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HJ/T 96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1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36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 
HJ/T 36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磁管道流量计 
HJ/T 372  水质自动采样器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7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JB/T 9248  电磁流量计 
JJF1048  数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 
JJG711  明渠堰槽流量计（试行） 
JJG1030  超声流量计 
JJG1033  电磁流量计 
CJ/T3008.1  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 三角形薄壁堰 
CJ/T3008.2  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 矩形薄壁堰 
CJ/T3008.3  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 巴歇尔量水槽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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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 

安装于污染源现场端的用于实时监控（监测）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情况的设施、设备，由

污染源排放口、测流段、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以及保证仪器设

备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环境和辅助设备组成。 

3.2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 

实现控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内部仪器设备联动，自动完成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

数据采集、输出、上传并接受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命令控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运行等功

能的控制系统。 

4 水污染自动监控基站组成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组成见图1。 

 

 
 

图 1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组成示意图 

 

5  建设安装 

5.1  污染源排放口建设 

5.1.1  排放口应按照 GB 15562.1 的要求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5.1.2  凡生产经营场所集中在一个地点的排污单位，一般应设一个总排放口，总排放口位

置原则上设在厂界处。 
5.1.3  生产经营场所不在同一地点的排污单位，因特殊原因其总排放口设置需要超过允许

数量的，应以环评批复、排污许可等法定许可为准。 

5.1.4  排放口的设置应能满足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手动采样的要求。用管道或暗渠

排污的，应设置能满足采样条件的竖井或修建一段明渠，压力管道式排放口应安装取样阀门。

使用明渠排污的，排污渠道应粘贴瓷砖保证渠内壁光滑，同时安装防护栏等防护设施。污水

面在地面以下超过 1 m 的，应配建采样台阶或梯架。 

5.2  测流段建设 

5.2.1  需测定流量的排污单位，应在其总排放口上游能对全部污水束流的位置，根据地形

和排水方式及排水量大小，修建一段特殊渠（管）道的测流段，以满足测量流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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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通过泵排水，应加装缓冲堰板，使水流平稳匀速流入堰槽。 
5.2.3  流量计传感器应安装牢固稳定，有必要的防震措施。仪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空间，方

便仪器维护。 

5.3  采样管路建设 

5.3.1  采样点的设置应能保证采集有代表性的水样，并尽量设在堰槽前方，平直段上游流

路中央，不能影响流量测量。采样点进水口同水流方向一致。测量合流排水时，在合流后充

分混合的位置采样。 
5.3.2  应根据水样流量、水质自动采样器的水头损失及水位差合理选择采样泵。采样泵应

一用一备，能保证将水样无变质地输送至水质自动采样器。 
5.3.3  采样管路应采用优质的硬质 PVC 或 PPR 管材，严禁使用软管。采样管路应进行必

要的防冻和防腐。应对采样管路名称、水流方向进行必要的标识。 
5.3.4  室外采样管路应离地架设或加保护管地埋。 

5.4  监控基站站房建设 

5.4.1  站房面积≥20 ㎡，其中长≥5 m、宽≥4 m、高≥2.8 m。 
5.4.2  站房应采用砖混结构，专室专用，并具有良好的防水功能，不渗漏。 
5.4.3  站房的设置应避免对排污单位安全生产和环境造成影响，不应位于通讯盲区、并远

离气体腐蚀、振动、强电磁干扰等。站房应尽量靠近采样点，与采样点的距离≤50 m。 
5.4.4  站房应密闭，并安装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启动功能，环境温

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等应符合 GB/T 17214.1 的要求。  
5.4.5  站房内应有给、排水设施，满足使用自来水对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和管路的清洗

要求。 
5.4.6  站房内应有安全配电设备，提供≥5 KW 的电力负荷，并配置稳压电源、浪涌保护

器。电源引入线应使用照明电源，不应使用动力电源。站房电源应设置系统总开关，每台设

备均应设独立控制开关，并有明显标志。 
5.4.7  站房应有接地装置和避雷措施，接地装置安装工程的施工应满足 GB 50169 的相关

要求，建筑物防雷设计应满足 GB 50057 的相关要求。 
5.4.8  站房内应配备温湿度计、文件柜、办公桌椅、清洁工具、灭火器或沙桶等。 
5.4.9  站房外应在醒目位置安装基站标识牌，应标注单位名称、排污口编号、站房编号、

监控因子、设备厂家、运行单位名称等内容。  

5.5  流量计安装 

5.5.1  管道流量计选型及安装要求 

5.5.1.1  管道流量计选型 

5.5.1.1.1  管道流量计可选择电磁流量计或超声流量计，优先选择电磁流量计。根据日常

排水量选择合适公称通径的流量计，优先选择能保证流体流速在1 m/s~3 m/s之间的流量计。

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所选择的流量计应满足流体流速在0.5 m/s~15 m/s之间，确保日排水

流量在流量计的量程范围之内。 
5.5.1.1.2  采用电磁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HJ/T 367和JB/T 9248要求进行选型。 
5.5.1.1.3  电磁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1.5 %（满量程误差），超声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

差≤2 %（满量程误差）。 

5.5.1.2  管道流量计安装 

5.5.1.2.1  管道流量计安装位置应优先选择垂直管段，无垂直管段时，传感器安装位置管

段与水平面角度≥30°，应使污水流向自下而上，保证管道污水满流。流量计的安装应按JJG 
1030、JJG 1033的要求确定上、下游侧的直管段长度，宜加装隔离球阀和伸缩节。 
5.5.1.2.2  公称通径1000 mm以下的仪表，其上游直管段长度不小于5倍公称通径，下游不

小于2倍公称通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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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3  管道流量计传感器安装位置应预留足够空间。 
5.5.1.2.4  管道流量计的安装应避开震动及电磁干扰。 

5.5.2  明渠流量计的选型及安装 

5.5.2.1  采用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JJG 711、CJ/T 3008.1、CJ/T 3008.2、CJ/T 
3008.3要求修建堰槽，堰槽的选型应按JJG 711的规定。 
5.5.2.2  明渠流量计堰槽选型和安装点位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明渠流量计堰槽选型和安装点位 

序号 堰槽类型 测量流量范围/m3•s-1 流量计安装点位 堰槽 

1 巴歇尔槽 0.1×10-3~93 应位于堰槽入口段（收缩段）

1/3 处 
堰槽上游宜大于 5 倍渠

道宽 

2 三角型薄壁堰 0.2×10-3~1.8 应位于堰坎上游 3-4 倍最大

液位处 
堰槽上游宜大于 10 倍

渠道宽 

3 矩形薄壁堰 1.4×10-3~49 应位于堰坎上游 3-4 倍最大

液位处 
堰槽上游宜大于 10 倍

渠道宽 
 

5.5.2.3  明渠流量计安装 

5.5.2.3.1  应保证明渠水流能平稳进入堰槽，堰槽的中心线应与渠道的中心线重合。 
5.5.2.3.2  堰槽内的水流态一带应为自由流。巴歇尔槽淹没度应小于临界淹没度；三角堰、

矩形堰下游水位应低于堰坎。 
5.5.2.3.3  堰槽内表面应平滑，尺寸准确，安装牢固，不应出现漏水现象。宜在堰槽旁设

置静水井。 

5.6  水质自动采样器安装 

5.6.1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具有采集混合水样、混匀、超标留样、冷藏水样、自动清洗及排

空混匀桶的功能。 
5.6.2  任何一个监测因子超标均应启动超标留样，水质自动采样器留样应与超标样品为同

一样品，同步记录瓶号、时间、超标信息等。 
5.6.3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具备双采样桶交替采样功能，分别用作采集混合水样及为水质自

动分析仪供样，采样桶容积应≥3 L。 
5.6.4  除水质自动采样器采样供水质自动分析仪分析外，不应设置采样杯等其他容器对水

质自动分析仪提供水样。应尽量缩短水质自动采样器与水质自动分析仪之间输送管路的长度。 
5.6.5  水质自动采样器采用时间等比例采样模式，应满足每 10 min 采集 200 mL 水样至混

匀桶的要求。 
5.6.6  水质自动采样器的管路设计应具有自动清洗功能。 
5.6.7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保证保留的水样在（4±2）℃恒温下保存。 

5.7  水质自动分析仪安装  

5.7.1  基本要求 

5.7.1.1  水质自动分析仪应通过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适用性检测。 
5.7.1.2  工作电压和频率：工作电压为单相（220±20）V，频率为（50±0.5）Hz。 
5.7.1.3  通信协议：支持RS-232、RS-485协议，具体要求按HJ/T 212 规定。 
5.7.2  水质自动分析仪应落地安装，有必要的防震措施，保证仪器安装牢固稳定。在仪器

周围应留有足够空间，方便仪器维护。此处未提及的要求参照仪器相应说明书内容，水质自

动分析仪的安装还应满足 GB 50093 的相关要求。  
5.7.3  安装高温加热装置的水质自动分析仪，应避开可燃物和易燃物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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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水质自动分析仪与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的电缆连接应可靠稳定，并尽量缩短信

号传输距离。 

5.8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安装 

5.8.1  硬件配置 

5.8.1.1  应选用工业控制计算机（以下简称工控机）。 
5.8.1.2  应选用12吋以上工业级加固液晶显示设备，并配备键盘鼠标。 
5.8.1.3  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HJ 477的相关规定。 

5.8.2  软件功能 

5.8.2.1  能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通讯协议，并可定制非标准仪表通讯协议。 
5.8.2.2  能采集流量计及各水质自动分析仪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应为数字量。 
5.8.2.3  能采集水质自动分析仪的消解时间、温度、加热时间、修正值、修正系数等关键

参数，并传输至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 
5.8.2.4  应具有二级密码登陆权限，普通用户可进行数据、参数及状态查询；一级密码可

开展正常运维工作，二级密码可实现程序修改升级等。 
5.8.2.5  能显示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实时数据，能查询至少一年内的历史数据，统计

小时数据以及日、月、年数据、污染物排放总量，能生成任意时间段数据报表及曲线，并显

示、导出、打印。 
5.8.2.6  应支持以太网多用户通讯能力，可向多个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传输数据，互不影

响数据的正常传输；应支持定时主动上报、报警事件主动上报、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招调上

报。  
5.8.2.7  应具有硬件/软件防病毒、防攻击机制。 

5.9  辅助设备 

5.9.1  不间断电源（UPS） 

5.9.1.1  不间断电源（UPS）容量≥5 KVA。 
5.9.1.2  不间断电源（UPS）仅为除空调、采暖设备及照明以外的所有仪器设备供电。 
5.9.1.3  不间断电源（UPS）主机及电池组应安装在10 cm高支撑架上，安装牢固，不应倾

斜。 

5.9.2  视频监控设备 

5.9.2.1  视频监控设备应具备红外夜视、电动变焦、动态视频捕捉、数字信号采集输出功

能，能将采集的数字视频信号传输至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 
5.9.2.2  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应牢固稳定，避免逆光安装，应从光源方向对准监控基站正

门及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 

5.9.3  LED 显示屏 

5.9.3.1  LED显示屏应安装牢固稳定，显示面积≥1.5 m2。 
5.9.3.2  LED显示屏可安装在厂界或站房外，能对外公示实时自动监测数据。 

6  调试 

6.1  一般要求 

6.1.1  在完成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的建设之后，应对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水质自

动分析仪、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进行调试，并编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调试报告，见

附录 B。 

6.2  测量过程参数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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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明渠流量计应根据堰槽类型、规格设定仪器参数，并采用标尺进行液位测量。 

6.2.2  管道流量计应根据公称通径、壁厚、材质等设定仪器参数，并对现场管道情况进行

测量与核查。 

6.2.3  应根据现场污染物的浓度设定水质自动分析仪量程、消解时间、消解温度、斜率截

距等参数，并按照各种仪器的技术要求和检定方法进行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和重复性测试。 

6.3  采样方法和测量频次调试 

6.3.1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按照 HJ/T 372 的要求进行采样量误差测试。 
6.3.2  按照采样方法、测量频次和测量结果统计要求生成调试报表。 

6.4  稳定性调试 

6.4.1  调试连续运行时间≥72 h。 
6.4.2  应按 JJF 1048 的要求对一次仪表或二次仪表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进行调试（调

整）、校准和验证，并对相关参数进行记录和保存。 
6.4.3  因故障或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故障造成调试中断，在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调试，

调试连续运行时间≥72 h。 
6.4.4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以 1 h 为周期，分别连续测定≥24 h，重复性连续测试不少于 6
次。 

6.5  校准 

6.5.1  校准前，应对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监测方法、校准方法、测量过程参数、校准

液浓度和用量等数据进行记录、保存。 
6.5.2  应用有证标准样品或实际样品对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进行校准。 
6.5.3  应分别对校准前和校准后的仪器测量过程参数、校准曲线关系式、校准液浓度、校

准因子进行记录、保存。 
6.5.4  每天进行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检查，当累计漂移超过规定指标时，应进行调整。 
6.5.5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的显示结果应与测量仪器一致，数字输出接口的仪表数值

应完全对应。 

7 质量控制方案编制 

7.1  应根据水污染源排放特点，编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运行质量控制方案。 

7.2  质量控制方案的相关文件应包含污染源基本情况、质量控制制度、作业指导书及记录。 
7.3  污染源基本情况应包含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废水排放基本情况。 
7.4  质量控制制度内容应至少包含如下内容：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构成图，水质自动采

样流路图，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操作手册、所安装的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方法原理、

选定量程、主要参数、所用试剂，以及按照要求建立的岗位责任管理制度、设备操作和使用

制度及设备运行和维护制度等管理制度。 

7.5  作业指导书内容应至少包含如下内容：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各组成部分维护要点的

维护方法，所安装的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操作方法、试剂配制方法、维护方法，数据采

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维护方法。 

7.6  记录表格应满足质量控制制度及作业指导书中的设定要求。 

8 试运行 

8.1  试运行期间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应连续正常运行 30 d。 

8.2  可设定任一时间（时间间隔为 24 h），由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自动调节零点和校准

量程值。 

8.3  因故障造成试运行中断，在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试运行。 

8.4  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最小维护周期应≥16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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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应编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试运行报告，见附录 B。 

9 验收 

9.1  验收条件 

9.1.1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完成建设安装、联网、调试与试运行，并提交调试报告与试

运行报告。 
9.1.2  应提交相应资质的法定监测机构出具的比对监测报告或准确性测试报告。 
9.1.3  应提交已申报的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方案，见附录 A。 
9.1.4  凡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开展适用性检测的仪器设备，验收时

应提供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 
9.1.5  计量器具验收时应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法定检定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

书。 
9.1.6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应采用光纤与 VPN 虚拟专网进行通讯连接，符合 HJ/T 212
的相关要求，对通信规范的各项内容做出响应，并提供相关的自检报告。 

9.2  建设安装验收 

9.2.1  污染源排放口的验收 

按 5.1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2  测流段的验收 

按 5.2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3  采样管路的验收 

按 5.3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4  监控基站站房的验收 

按 5.4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5  流量计的验收 

按 5.5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6  水质自动采样器的验收 

按 5.6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7  水质自动分析仪的验收 

9.2.7.1  一般要求 

9.2.7.1.1  按 5.7 的规定进行验收。 

9.2.7.2  比对试验 

9.2.7.2.1  进行质控样试验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试验结果符合表2要求。 

9.2.7.2.1.1  质控样试验 

采用有证标准样品作为质控考核样品，分别用两种浓度的标准样品进行考核，一种为接

近实际废水排放浓度的样品，另一种接近相应排放标准浓度 2～3 倍的样品，每种样品以水

质自动分析仪测定 2 次，按照公式（1）计算每次仪器测定值与质控样标准值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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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X BA
B
−

Δ = ×  ….…………………………………（1）         

式中： 
ΔA —— 相对误差； 

     B —— 质控样标准值，mg/L； 
 X —— 仪器测量值，mg/L。 

9.2.7.2.1.2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采集实际废水混合水样样品4个，分别以水质自动分析仪与实验室标准分析方法（表3）
对水样进行测试，按照公式（2）、（3）计算每个水样仪器测定值与实验室标准分析方法测

定值的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至少有 80%的数据对其相对误差应满足本标准实际水样比对试

验验收指标。    

                         
A X B= − ……………………………………………（2） 

                             100%X BA
B
−

Δ = ×   ….……………………………（3） 

式中： 
A ——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绝对误差； 

   ΔA ——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X —— 第 n 次测量值； 
B —— 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表2  水质自动分析仪质控样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指标 

仪器类型 样品浓度 试验指标限值

化学需氧量CODCr 

水质自动分析仪 

质控样 ±10 % 
10 mg/L≤实际水样CODCr＜30 mg/L 

（用COD值为20 mg/L~25 mg/L的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替代实际

水样进行试验） 
±5 mg/L 

30 mg/L≤实际水样CODCr＜60 mg/L ±30 % 
60 mg/L≤实际水样CODCr＜100 mg/L ±20 % 

实际水样CODCr≥100 mg/L ±15 %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质控样 ±10 % 
实际水样氨氮＜2 mg/L 

（用浓度为0.5 mg/L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0.1 mg/L 

实际水样氨氮≥2 mg/L ±15 %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质控样 ±10 % 

实际水样总磷＜0.4 mg/L 
（用浓度为0.2 mg/L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0.04 mg/L 

实际水样总磷≥0.4 mg/L ±15 % 

pH水质自动分析仪 实际水样比对 ±0.1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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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质自动分析仪实际水样实验室标准分析方法 

项目 分析方法 标准号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5 
HJ 536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6920 

 

9.2.8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的验收 

9.2.8.1  一般要求 

9.2.8.1.1  按5.8的规定进行验收。 

9.2.8.2  联网稳定性 

9.2.8.2.1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与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之间的联网稳定，不应出现经

常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整等通信问题。 
9.2.8.2.2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的在线率为90 %以上，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5 min
之内重新上线。单台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每日掉线次数在5次以内。数据传输稳定，报

文传输稳定性在99 %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错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及

控制系统重新发送报文。  
9.2.8.2.3  在连续一个月内，系统能稳定运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

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9.2.8.3  数据传输安全性 

为了保证监测数据在公共数据网上传输的安全性，所采用的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在

需要时可按照 HJ/T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一

端请求连接另一端应进行身份验证。 

9.2.8.4  通信协议正确性  

采用的通信协议应按 HJ/T 212 的规定进行。  

9.2.8.5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后，任取其中不少于连续 7 d 的数据进行检查，要求环保部门的监

控设备接收的数据和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完全一致；同时检查水质自

动分析仪显示的测定值、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所采集并存储的数据和环保部门的监控设

备接收的数据，这三个环节的实时数据应保持一致。 

9.2.8.6  现场故障模拟恢复试验  

在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现场验收过程中，人为模拟现场断电、断水等故障，在故障恢

复后，系统应能恢复正常运行。在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中保存故障前的监测分析结果及

相关故障信息，并在故障过程中不被丢失。 

9.2.9  辅助设备的验收 

9.2.9.1  按5.9的规定进行验收。 

9.3  质量控制方案验收 

9.3.1  按7的规定进行验收。 
9.3.2  建立有质量控制制度、作业指导书及记录表格，并形成书面文件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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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验收报告 

9.4.1  验收报告应附建设方案、调试、试运行报告、比对监测报告或准确性测试报告。 
9.4.2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方案格式，见附录 A。 
9.4.3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调试、试运行报告格式，见附录 B。 
9.4.4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比对监测报告格式，见附录 C。 
9.4.5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验收报告格式，见附录 D。 
9.4.6  当验收报告内容全部合格或符合后，方可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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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方案格式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  
 

建设方案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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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地址  固定电话  

联系人  移动电话  

主要产品 
情况 

产品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产量 

   

   

   

生产状况 
（季度正常运行天数） 

 
 

废水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t/d）  

实际处理能力（t/d）  

废水排放去向  
 

纳污水体功能区类别  

要求安装水污染源自动监控

基站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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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污染源排放口 

排污口位置 

东经：    度    分    秒；  北纬：     度    分    秒 

与厂界距离  

排污口规范

化情况 

水面宽度  测流段长度  

流量计类型  计量堰槽类型  

流量计安装点位设置  

采样点位的设置  

 

表3  监控基站站房 

监控基

站站房

情况 

与采样点的距离  长、宽、高  

站房材质 
 

 
是否专室专用 

 

 

是否对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造

成影响 
 

周围是否有气体腐

蚀、振动、强电磁干

扰等 

 

站房的建设结构，防漏、防水、

通风、消防、接地、避雷等措施

情况的描述 

 

 

 

 

站房的配电设备安装情况 

 

 

 

 

 

 

站房内空调及采暖设备的安装

情况 

 

 

站房内给排水设备安装情况  

站房内设施配备（如：温湿度计、

灭火器、文件柜、办公桌椅等）

 

 

通讯线路接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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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自动监控设备选型情况 

监测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流量 总磷 其他…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商      

集成商      

生产许可证编号      

适用性检测报告编号      

方法原理      

检出限（mg/L）   —   

测定量程（mg/L）   —   

承建单位情况  
 

 

表5  废液回收处置计划 

废液回收 

时间间隔  

回收单位  

处置单位  

 

表6  工程设计平面示意图 

应包括： 

1.总排口设计方案平面图 

2.监控基站设计方案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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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序号 工程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1 现场勘查  

2 总体设计  

3 项目土建施工  

4 项目整体安装  

5 调试  

6 试运行  

7 比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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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调试、试运行报告格式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  
 

调试、试运行报告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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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环保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日常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产   品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产量 

   

   

   

   

生产状况（季度正常运行天数）  

废水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t/d） 
 

实际处理能力

（t/d） 
 

废水排放去向  

纳污水体功能区类

别 
 

其它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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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动监控设备基本情况 

监测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流量 总磷 …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商      

集成商      

生产许可证编号      

适用性检测报告编号      

方法原理      

检出限（mg/L）   —   

测定量程（mg/L）   —   

 

表3  主要参数调试记录 

化学需氧量（CODCr）消解时间及消解温度 

序号 调试时间 选用参数 
实际样品

浓度 

仪器实测

浓度 
误差 

是否选用

该参数 
备注 

1        

2        

3        

…        

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测试回归曲线 

序号 调试时间 标液浓度 实测浓度 

1  低量程浓度      

2  中量程浓度      

3  高量程浓度      

…        

斜率：         截距：         相关系数： 

流量计相关参数 

序号 调试时间 选用参数 
标准方法

测定值 

实际 

测量值 
误差 

是否选用

该参数 
备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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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参数 

序号 调试时间 选用参数 样品浓度 实测浓度 误差 
是否选用

该参数 
备注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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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仪器零点漂移调试记录 

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pH 其他参数… 

监测方法      

测量过程参数      

标液浓度      

标液用量      

测定开始时间      

测定结果（任

意24 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初始值       

最大值       

零点漂移       

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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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仪器量程漂移调试记录 

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pH 其他参数… 

监测方法      

测量过程参数      

标液浓度      

标液用量      

测定开始时间      

测定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初始值       

最大值       

量程漂移       

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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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仪器重复性调试记录 

内容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pH 其他参数 

监测方法      

测量过程参数      

标液浓度      

标液用量      

测定开始时间      

测定结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是否合格      

 

表7  仪器水样比对调试记录 

内容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pH 其他参数 

监测方法      

测量过程参数      

实验室标准方法测定值      

测定时间      

测定结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误差      

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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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仪器试运行情况记录 

仪器名称：            试运行天数：             其中正常运行天数： 

序号 停机日期 停机原因简述 备注 签名 

1     

2     

3     

4     

……     

仪器名称：            试运行天数：             其中正常运行天数： 

序号 停机日期 停机原因简述 备注 签名 

1     

2     

3     

4     

……     

 

表9  仪器试运行故障记录 

序号 仪器名称 故障出现时间 故障现象
故障排除

时间 

解决办法及

处理结果 
故障率 

是否合

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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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仪器试运行数据记录 

企业名称                                                年      月       日 

时  间    

参  数 

COD 
（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pH 小时流量 
（L） 

累计流量 
（L） 

1时       

3时       

5时       

7时       

9时       

11时       

13时       

15时       

17时       

19时       

21时       

23时       

日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注：按日报表记录30日数据。 

 

表11  调试、试运行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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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验收比对监测报告格式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 

验收比对监测报告 
□□□□□[   ]第 □□ 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报告日期：                           

 

 

 

 

 
□□□（监测机构名称） 

（加盖监测业务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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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说明 

 
1、报告无本站业务专用章、骑缝章及    章无效。 

2、报告内容需填写齐全、清楚、涂改无效；无三级审核、签发者签字无效。 

3、未经本站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4、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违者必究。 

 

 

 

 

 

 

单位名称：□□□监测机构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 

联系人： 

地    址：□□省□□市□□区□□□路□□号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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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企业基本情况； 

产品生产基本情况； 

污染治理设施基本情况； 

自动监测设备生产厂家、设备名称、设备型号； 

 

（监测机构）于 □□年□□月□□日至□□月□□日对该公司安装于□□□□□□的水污染源自动

监控基站（设备）进行了比对监测。 

二、监测依据 

（1）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2）HJ/T 92－200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3）HJ/T 273－2006 《固定污染源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4）CJ/T 3008.1~5  《城市排水流量堰槽测量标准》 

（5）JJG 711－1990  《明渠堰槽流量计》（试行） 

（6）HJ/T 353-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7）HJ/T 354-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8）HJ/T 355-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三、评价标准 

验收比对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4 对，至少有 80%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A）应满足

表 C.1 的要求。 

表1  验收标准 

仪器类型 样品浓度 试验指标限值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自动

分析仪 

质控样 ±10 % 

10 mg/L≤实际水样CODCr＜30 mg/L 

（用COD值为20 mg/L~25 mg/L的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替

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5 mg/L 

30 mg/L≤实际水样CODCr＜60 mg/L ±30 % 

60 mg/L≤实际水样CODCr＜100 mg/L ±20 % 

实际水样CODCr≥100 mg/L ±15 %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质控样 ±10 % 

实际水样氨氮＜2 mg/L 

（用浓度为0.5mg/L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0.1 mg/L 

实际水样氨氮≥2 mg/L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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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仪器类型 样品浓度 试验指标限值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质控样 ±10% 

实际水样总磷＜0.4 mg/L 

（用浓度为0.2 mg/L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0.04 mg/L 

实际水样总磷≥0.4 mg/L ±15 %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 实际水样比对 ±0.1 pH 

注：依据比对监测项目增减列项。 

 

四、工况 

表2  排污单位生产工况核查表 

工况核查 核查内容与结论 

产品生产工况

核查 

 

 

 

 

 

 

 

 

 

 

污染治理设施

工况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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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测仪器测量过程参数设置核查（示例涉及部分填写） 

表3  监测仪器测量过程参数设置核查表 

测定方法  

是否符合 测定原理  

测

量

过

程

参

数 

 参数名称 显示值 实际值 规定值 

固定参数 

测定范围     

测量量程     

测量周期（min）     

自动校正周期（t）     

试样 

蠕动泵管管径（mm）     

蠕动泵进样时间（s）     

浓度（mg/L）     

注射泵单次体积（mL）     

注射泵次数（次）     

试剂 

泵管管径（mm）     

进样时间（s）     

浓度（mg/L）     

单次体积（mL）     

次数（次）     

试剂浓度（mol/L）     

配制方法     

稀释 
稀释方式     

稀释倍数     

消解条件 

消解温度（℃）     

消解时间（min）     

消解压力（kPa）     

冷却条件 
冷却温度（℃）     

冷却时间（min）     

显色条件 
显色温度（℃）     

显色时间（min）     

测定单元 

光度计波长（nm）     

光度计零点信号值     

光度计量程信号值     

滴定溶液（mL）     

滴定溶液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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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测定单元 

滴定终点判定方式     

电极响应时间（s）     

电极测量时间（s）     

电极信号     

校准（正）

液 

零点校准（正）液浓度（mg/L）     

配制方法     

量程校准（正）液浓度（mg/L）     

配制方法     

报警限值 
报警上限     

报警下限     

校准曲线

y=bx+a 

x零点校准（正）液对应数值     

x量程校准（正）液对应数值     

参数数值 b     

参数数值 a     

明渠超声

波明渠流

量计 

堰槽型号     

测量量程     

流量公式     

管道流量

计 

管道流量计类型     

测定范围     

测量量程     

模拟输出量程     

月

报 
      

       

       

       

       

备注：依据比对监测项目增减列项。 

 

 

监测方法及测量过程参数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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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测结果 

（每个项目一个测试报告） 

表4  自动监控基站比对监测结果表 

排污单位  现场监测日期  

测点名称  分析日期  

工况  样品类型  

测试项目  自动监测仪器测量范围  

实际水样测试 

样品编号 采样时间 
自动监测仪器

测定值 
实验室测

定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偏）

差 
标准限

值 
结果评

定 

        

        

        

        

质控样品测定 

质控样编号 测试时间 测试结果 标准样品编号及批号 标准样品浓度范围 结果评定

      

      

      

技术说明 

项目 方法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出厂编号 检出限

试验仪器      

自动监测

仪器 
     

比对结果 （比对结论、其他意见或建议） 

 

比对监测：        报告编写：            审核：                 批准：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DB41/T 1171—2015 

32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验收报告格式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 

验收报告  

[   ]第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承建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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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情况 

排污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行业类别：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基站安装点位： 

监测项目： 

承建单位： 

调试运行单位： 

安装完成时间： 

设备连续稳定试运行时间（至少一个月） 设备运转率（%） 数据传输率（%） 

   

是否出具了调试、试运行报告。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报告（仅限于国家已开展的

项目）。 
 

是否有验收比对监测报告。  

是否有相应资质的法定检定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书。 

 

是否有质控方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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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设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是否符合

污 

染 

源 

排 

放 

口 

应按照 GB 15562.1 的要求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凡生产经营场所集中在一个地点的排污单位，一般应设一个总排放口，总排口位置

原则上设在厂界处； 
 

生产经营场所不在同一地点的排污单位，因特殊原因其总排放口设置需要超过允许

数量的，应以环评批复、排污许可等法定许可为准； 
 

排放口的设置应能满足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手动采样的要求；  

用管道或暗渠排污的，应设置能满足采样条件的竖井或修建一段明渠；  

使用压力管道式排污的，安装取样阀门；  

使用明渠排污的，排污渠道粘贴瓷砖保证渠内壁光滑；  

使用明渠排污的，安装防护栏等防护措施；  

使用明渠排污的，污水面在地面以下超过 1 m 的，配建取样台阶或梯架。  

测 

流 

段 

需测定流量的排污单位，应在其总排放口上游能对全部污水束流的位置，根据地形和

排水方式及排水量大小，修建一段特殊渠（管）道的测流段，满足测量流量的要求； 
 

通过泵排水，应加装缓冲堰板，使水流平稳匀速流入堰槽；  

流量计传感器应安装牢固稳定，有必要的防震措施；  

流量计传感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空间，方便仪器维护。  

采 样 

管 路 

采样点的设置应能保证采集有代表性的水样，并尽量设在计量堰槽前方，平直段上

游流路中央，不能影响流量测量。采样点进水口与水流方向一致。测量合流排水时，

在合流后充分混合的位置； 

 

应根据水样流量、水质自动采样器的水头损失及水位差合理选择采样泵；  

采样泵应一用一备，能保证将水样无变质地输送至水质自动采样器；  

采样管路应采用优质的硬质 PVC 或 PPR 管材，严禁使用软管；  

采样管路应进行必要的防冻和防腐措施；   

应对采样管路名称、水流方向进行必要的标识；  

室外采样管路应离地架设或加保护管地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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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项目 核查内容 是否符合

监控 

基站 

站房 

站房面积≥20 ㎡，其中长≥5m、宽≥4 m、高≥2.8 m；  

站房应采用砖混结构，专室专用，并具有良好的防水功能，不渗漏；  

站房的设置应避免对排污单位安全生产和环境造成影响，不应位于通讯盲区、并远离

气体腐蚀、振动、强电磁干扰等。站房应尽量靠近采样点，与采样点的距离＜50 m； 
 

站房应密闭，并安装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启动功能，环境温

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等应符合 GB/T 17214.1 的要求； 
 

站房内应有给、排水设施，满足使用自来水对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和管路的清洗

要求； 
 

站房内应有安全的配电设备，提供不小于 5 KW 的电力负荷，并配置稳压电源。电

源引入线应使用照明电源，不应使用动力电源。站房电源应设置系统总开关，对每

台设备均应设独立控制开关，并有明显标志； 

 

站房应有接地装置和避雷措施，接地装置安装工程的施工应满足 GB 50169 的相关

要求，建筑物防雷设计应满足 GB 50057 的相关要求； 
 

站房内应配备温湿度计、文件柜、办公桌椅、清洁工具、灭火器或沙桶等；  

站房外应在醒目位置安装基站标识牌，应标注单位名称、排污口编号、站房编号、

监控因子、设备厂家、运行单位名称等内容。 
 

流量计

选 型 

安 装 

管道流量计可选择电磁流量计或超声流量计，优先选择电磁流量计。根据日常排水

量选择合适公称通径的流量计，优先选择能保证流体流速在 1 m/s~3 m/s 之间的流

量计。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所选择的流量计应满足流体流速在 0.5 m/s~15 m/s 之

间，确保日排水流量在流量计的量程范围之内； 

 

采用电磁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 HJ/T 367 和 JB/T 9248 的要求进行选型；  

电磁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1.5 %（满量程误差），超声流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

≤2 %（满量程误差）； 
 

管道流量计安装位置应优先选择垂直管段，无垂直管段时，传感器安装位置管段与

水平面角度≥30°，应使污水流向自下而上，保证管道污水满流。流量计的安装应

按 JJG 1030、JJG 1033 的要求确定上、下游侧的直管段长度； 

 

管道流量计公称通径 1000 mm 以下的仪表，其上游直管段长度不小于 5 倍公称通

径，下游不小于 2 倍公称通径； 
 

管道流量计传感器安装位置应预留足够空间。管道流量计的安装应避开震动及电磁

干扰； 
 

采用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 JJG 711、CJ/T 3008.1、CJ/T 3008.2、CJ/T 

3008.3 的要求修建堰槽，堰槽的选型应按 JJG 711 的规定，并符合计量检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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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项目 核查内容 是否符合

流量计

选 型 

安 装 

明渠流量计安装应保证明渠水流能平稳进入堰槽，堰槽的中心线应与渠道的中心线重合； 
 

明渠流量计堰槽内的水流态一带应为自由流。巴歇尔槽淹没度应小于临界淹没度；

三角堰、矩形堰下游水位应低于堰坎； 

 

明渠流量计堰槽内表面应平滑，尺寸准确，安装牢固，不应出现漏水现象。 
 

调试检

测报告 
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并出具检测期间日报和月报。  

备注： 

 

 

 

安装调试报告主要结论： 

 

 

 

建设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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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仪器设备基本功能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是否符合

水质

自动

采样

器 

应具有采集混合水样、混匀、超标留样、冷藏水样、自动清洗及排空混匀桶的功能；  

任何一个监测因子超标均应启动超标留样，水质自动采样器留样应与超标样品为同一

样品； 
 

应具备双采样桶交替采样功能，分别用作采集混合水样及为水质自动分析仪供样，采

样桶容积应≥3 L； 
 

除水质自动采样器采样供水质自动分析仪分析外，不应设置采样杯等其他容器对水质

自动分析仪提供水样。应尽量缩短水质自动采样器与水质自动分析仪之间输送管路的

长度； 

 

水质自动采样器采用时间等比例采样模式，应满足每 10 min 采集 200 mL 水样至混匀

桶的要求； 
 

水质自动采样器的管路设计应具有自动清洗功能；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保证保留的水样在（4±2）℃恒温下保存。  

水
质
自
动
分
析
仪 

应通过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适用性检测；  

工作电压为单相（220±20）V，频率为（50±0.5）Hz；  

支持 RS-232、RS-485 协议，具体要求按 HJ/T 212 规定；  

水质自动分析仪应落地安装，有必要的防震措施，保证仪器安装牢固稳定。在仪器周

围应留有足够空间，方便仪器维护。此处未提及的要求参照仪器相应说明书内容，水

质自动分析仪的安装还应满足 GB 50093 的相关要求； 

 

安装高温加热装置的水质自动分析仪，应避开可燃物和存放烟火的场所；  

水质自动分析仪与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的电缆连接应可靠稳定，并尽量缩短信号

传输距离。 
 

数
据
采
集
传
输
及
控
制
系
统 

应选用工业控制计算机（简称工控机）；  

应选用 12 吋以上工业级加固液晶显示设备，并配备键盘鼠标；  

硬件配置其他技术要求应满足 HJ 477 的相关规定；  

能支持标准的 MODBUS RTU 通讯协议，并可定制非标准仪表通讯协议；  

能采集流量计及各水质自动分析仪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应为数字量；  

能实时采集水质自动分析仪的消解时间、温度、加热时间、修正值、修正系数等关键

参数，并传输至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 
 

应具有二级密码登陆权限，普通用户可进行数据、参数及状态查询；一级密码可开展

正常运维工作，二级密码可实现程序修改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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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 
项目 核查内容 是否符合

数据

采集

传输

及控

制系

统 

能显示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实时数据，能查询至少一年内的历史数据，统计小时

数据以及日、月、年数据、污染物排放总量，能生成任意时间段数据报表及曲线，并

显示、导出、打印； 

 

应支持以太网多用户通讯能力，可向多个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传输数据，互不影响数

据的正常传输；应支持定时主动上报、报警事件主动上报、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招调

上报； 

 

应具有硬件/软件防病毒、防攻击机制；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与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之间的联网稳定，不应出现经常性的

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整等通信问题； 
 

任取其中不少于连续 7d 的数据进行检查，要求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接收的数据和数据

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完全一致；同时检查水质自动分析仪显示的测

定值、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所采集并存储的数据和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接收的数

据，这三个环节的实时数据应保持一致。 

 

辅助

设备 

不间断电源（UPS）额定输出容量≥5 KVA；  

不间断电源（UPS）应为除空调、采暖设备及照明以外的所有仪器设备供电；  

不间断电源主机及电池组应安装在 10 cm 高支撑架上，安装牢固，不应倾斜；  

视频监控设备应具备红外夜视、电动变焦、动态视频捕捉、数字信号采集输出功能，

能将采集的数字视频信号传输至环保部门的监控设备； 
 

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应牢固稳定，避免逆光安装，应从光源方向对准监控基站正门及

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 
 

LED 显示屏应安装牢固稳定，显示面积≥1.5 m2；  

LED 显示屏可安装在厂界或站房外，能对外公示实时自动监测数据。  

验
收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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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质量控制方案验收 

项目 验收内容 是否符合

污染源基本情况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废水排放基本情况。  

质量控制制

度 

水污染源

自动监控

基站基本

情况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构成图；  

水质自动采样流路图；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操作手册；  

所安装的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方法原理、选定量程、主要参数、

所用试剂。 
 

岗位责任

管理制度 

建立排污单位的责任制度；  

建立运行单位的责任制度；  

建立设备供应商或设备制造商的责任制度；  

建立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度；  

建立运行维护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度；  

建立事故报告及应急制度；  

建立设备更新（更换）程序和制度；  

建立设备档案建立和存档管理制度；  

建立设备日常运行自查制度。  

设备操作

和使用制

度 

设备使用管理说明；  

系统运行操作规程；  

系统运行作业指导书。  

设备运行

和维护制

度 

日常巡检制度及巡检内容；  

定期维护制度及定期维护内容；  

定期校验和校准制度及内容；  

易损、易耗品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制度。  

设备运行

资质 
运行人员应持有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岗位证书。  

作业指导书 

水污染自

动监控基

站各组成

部分维护

要点的维

护方法 

所安装的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操作方法、试剂配制方法、维

护方法；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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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项目 验收内容 是否符合

记录 

日常巡检

记录 

每日巡检情况及处理结果的记录；  

每周巡检情况及处理结果的记录；  

每月巡检情况及处理结果的记录。  

定期维护

记录 

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的购置使用记录；  

系统检修记录；  

故障及排除故障记录；  

断电、停运、更换设备记录；  

易损、易耗品更换记录；  

异常情况记录。  

定期校准

和验证记

录 

零点和量程的校准记录；  

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的校准和验证记录。  

备注   

 

表 5  验收结论 

现场核查结论： 

 

 

 

 

 

 

 

 

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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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核查组成员 

核查组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