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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化行业用水、排水特点
1.1 用水量较大

石化行业新鲜水的用量主要为脱盐水和循环水补
水，约占 80~90% 作为污水外排。节水后，通过污水回
用可分别作为脱盐水补水和循环水补水，减少了新鲜水
用量和污水外排量。
1.2 水质复杂

石化产品生产过程较长，生产装置较多，在不同生
产过程中，不同装置排出的各类污水含有的有机污染物
具有各种物理和化学特性，并有一定的毒性，造成污水
污染特性的多样化，给后续处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及带来
很大的监测难度。其主要污染物有 COD、氨氮、石油类、
苯酚、杂环类、无机盐等，难达标的主要指标为 COD、
TN 等，需要有各种监测方法的组合和较长的处理时间。

2 研究方向及意义
本文针对石化行业一河道内 7 个清下水排口及一个

防汛泵站，共计 8 个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进行研究。
为同类河道的选择提供依据，为排污监管提供更好的选
择创造更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3 水质岸边站系统建设情况
水质岸边站系统构成。

3.1 项目概述及基本要求

某石化河道在线监测项目主要涉及 7 个清下水排口
以及 1 个防汛泵站，共计 8 个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
工作。其中 7 个清下排口主要监测参数为 COD、氨氮、
pH 等，1 个防汛泵站增设氨氮、pH 参数。根据项目情 
况，我公司结合多年的水质在线监测经验，选择了适合
本项目岸边分析小屋及全套探头式监测设备，且监测设
备均为欧洲发达国家的知名品牌监测产品。
3.2 现场工艺条件

3.2.1 水质情况

表 1   清下水监测浓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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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植物。

3.2.2 采样点

位置：7 个清下水排口以及 1 个防汛泵站，由水质

在线监测系统进行水样采集及初级过滤，并提供采样回

路至监测柜内。

3.2.3 返回点

①位置：清下水排口（在采样点下游 2m 以上），

由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提供管路；②压力：常压。

3.3 水质岸边站系统介绍

小型箱柜式水质在线监测站以下称（岸边站）是一

套以在线自动分析仪器为核心，运用现代传感器技术、

自动测量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结合

组成的综合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水质监测站采用“岸边站”形式，岸边站是一种以

紧凑型机箱为系统集成外壳，将水样采集、预处理、分 

析、控制、数据采集与传输等功能集成于其中的多参数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水质监测站应由以下部分组成：①采样系统；②水

质监测岸边站机箱（含配水及预处理单元、分析仪表、

控制单元、数据采集及传输单元、辅助单元等）。

3.3.1 采样系统

采样系统是指从监测的水体采集所需的水样，供测

试单元分析使用。采样系统包括采水构筑物、采水泵、

采水管道、清洗配套装置、防堵塞装置和保温配套装置、

采水管道冲洗装置等。

采用双泵双管路采样系统，一用一备交替使用。主

进水管路串联，仪器并联取样，并且在系统中具备管路

自动清洗功能。

岸边站采水单元是确保整个一体化微型水质监测站

系统正常运转及数据正确的重要部分，我司设计的采水

单元包括三个部分：采水泵、浮体、采水管路。根据环

境质量标准要求水质监测取水点必须在水下 0.5~1m 的

深度，综合水位变化情况的水文条件、抽水扬程与高度

等多方面因素，可采用“自吸泵 + 浮筒”或“潜水泵 +

浮筒”采水方案，并配备不锈钢滤网，采水管道冲洗，

防堵塞，反冲洗及保温配套装置等功能。该采水方案具

有如下特点：

遵循与水体距离最短原则。整个采水系统采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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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民经济中，石化行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石化行业好水与排水都非常多，如果不进行重视，
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水污染，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影响。水质岸边站的建设，对于石化行业非常重要，可以更好
的监控水质。文中，主要就对水质岸边站在石化行业的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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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保证进样安装与采水点的距离最短，确保所采水
样具有代表性。
3.3.2 配水单元

3.3.2.1 配水管路

采用并联配水的方式，每台仪器都从各自过滤后的
采水管道中取水，任何仪器出现故障都不会影响其他仪
器工作。这种管路连接方式不仅能够满足各仪器对样品
的要求，也可以满足所有的仪器的蓄水量。

为方便维护，在主管路上，每台仪器都设有旁路系
统，可以通过阀门进行调节。当某台仪器过滤器装置损
坏或者需要维护时，可以打开旁路，关闭主路，既不影
响其他仪器的正常工作，又达到维护的目的。

藻类的滋长可能影响管路的正常取水。为减少这些
影响，利用反冲洗装置定期进行清洗。
3.3.2.2 工作原理

进样过程：采水泵工作，通过控制单元对反冲洗管
和相关阀门关闭，开启采水管和排水管，水样进入各仪
器后多余水样通过总排水管排出。

清洗过程：配水单元反冲洗，对采水管路排空时，
同时加药剂对整体采配水系统进行清洗。
3.3.3 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由总集线器、电器控制器、工业电脑、空
气开关、直流电源、继电器和接线端子等部分组成，安
装在小型箱柜式站房下机柜的控制模块。采用程序逻辑
控制系统对监测站各单元进行控制，除总电源开关外，
各动力设备均有各自的通断开关，方便单独对任一仪器
进行手动 / 自动控制。可现场或远程对系统的采水、配 
水、管路清洗等单元以及仪器的校准和同步启动等工作
模式进行自动控制，并对故障或异常事件进行处理。

4 常规运行维护及问题
4.1 常规运行维护

日常运维包括定期运维及故障应急运维。自动站仪
表校准以及定期维护等对于保证在线监测数据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定期运维主要按照“日
监控、周巡检、月比对”的原则，开展每日远程数据检
查、每周现场巡检、每月定期校准比对以及定期更换试
剂等零配件等。现场巡检主要包括检出、清洗或更换采
配水系统、泵、管及其他辅助系统；仪器校准周期正常
为每星期 1 次，若更换电极、泵管等则需进行重新校准；
每月进行 1 次质控样（标准溶液）比对和实际水样比对，
用于检验岸边站数据准确性和有效性；定期更换电极等
易耗品。此外每年度对运维情况进行考核。
4.2 日常维护中发现的问题

自动在线监测岸边站系统在日常运行维护的过程中
发现有部分点位维护运行 2-3 天左右发生管路堵塞问题，
清理后短时间内仍会堵塞，经过与河道水治理部门沟通，
确认为有机物污染管路。于是，将部分点位改造为流通
池测量及原位测量两种方案。

站点测量分为流通池测量和原位测量，由于现场缺

乏自来水进行自动清洗，现场变更了清洗方案，采用压
缩空气喷嘴对设备探头进行定期自动吹扫，吹扫频次可
根据现场情况设定。

目前人工维护工作：流通池测量站点需要定期校准
仪表，清洗探头和流通池，查看水泵和管路情况；原位
测量只需要需要定期校准仪表，清洗探头。

5 数据比对及结果分析
5.1 数据来源

利用 2019-2020 年某石化企业自动在线监测岸边站
系统运行 2 年的在线监测数据，与该河道每月 1 次手工
监测数据，对岸边站连续 2 年运行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等
进行验证分析。
5.2 结果分析

汇总分析近 2 年自动监测站数据可以发现，岸边站
各项参数监测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各项关键指标监
测值及变化趋势与每月实验室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对近 2 年水质自动监测岸边站的示范应用结果
表明，岸边站主要监测指标的在线监测数据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监测结果与实验室标准方法之间具有较好的相
关性和一致性，自动监测结果真实可靠。

比对结果表明，由于在线监测仪表与实验室标准方
法存在差异，采配水系统（包括采水泵管、流通池、配
水管）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城市河道水质具有复杂性和特
殊性等原因，浊度等指标存在一定的误差。
6.2 建议

规范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质量控制和运行管理。通过
标准物质核查、实际水体比对、加标加收测试等质量控
制措施进一步保证仪器设备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通过规
范自动站建设（采配水单位设置、水样前处理等），自
动站验收（验收内容和方法、验收标准等），自动站运
行维护（维护频次和内容）等加强其运行管理，从而保
证自动站运行稳定和数据可靠。

提高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维护水平，优化校准维
护方法和频次等。在自动监测站的校准的维护过程中，
需要根据各仪表特点（方法原理、探头寿命、电极保护
性能等）及目标水体状次品（污染物浓度、泥沙含量 
等），不断调整优化仪表的校准方法。

建议为评估指标和趋势指标两大类，分类指导自动
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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