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发风险预警平台 助力流域水质监管
太湖流域（江苏）主要水污染物总量监控与风险预警平台已在示范区业务化运行

课题以说清太湖流域（江苏）主要水
污染物（COD、氨氮、总磷、总氮）风险源
排放总量及其在水环境中的累积性污染
为主线，着力开展流域内主要水污染物总
量监控和风险预警方面的关键技术、管理
制度研究，包括太湖流域（江苏）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风险源监控体系建设、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风险监测网络构建、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动态监控和评估
系统建设、主要水污染物累积性环境风险
预警与溯源技术研究与示范等内容，建立
流域、区域和控制单元 3 级主要水污染物
总量监控和风险预警平台，在太湖流域

（江苏）范围内实现 90%主要水污染物风
险源监控，在典型汇水通道和入湖河流开
展风险预警示范，并将研究成果通过管理
制度与水环境监管、流域水质监测工作并
轨运行，推动相关评价技术规范、标准和

风险预警管理平台的业务化运行。
课题最终的研究目标，是围绕太湖流

域（江苏）水污染事故、企业偷排行为和总
量超标等突出环境问题，结合总量减排等
环境管理实际需求，按控制单元水生态功
能目标要求优化流域内主要水污染物总
量监测网络，构建流域内水质自动监测质
控中心，建立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考
核和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流域主要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累积性风险预警及示踪
溯源技术，建立风险源污染及事故管理、
湖体主要水污染物监控预警、入湖总量风
险评估、污染源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风险评
价和企业偷排示踪溯源管理平台并进行
示范化运行，实现对太湖流域（江苏）水污
染物总量监控和风险预警的管理目标，为
加强太湖水污染治理和污染事故防控提
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在 以 上 研 究 基 础 上 ，课
题 综 合 集 成 研 究 成 果 ，研 究
开 发 了 太 湖 流 域（江 苏）主
要 水 污 染 物 总 量 监 控 与 风
险 预 警 平 台 ，已 完 成 示 范 区
三 级 功 能 分 区 、控 制 单 元 等
多 元 异 构 数 据 的 集 成 研 究 ，
风 险 源 申 报 系 统 设 计 及 主
要 水 污 染 物 总 量 监 控 与 风
险 预 警 平 台 数 据 中 心 建 设 ，
建 成 集 风 险 源 监 控 、水 环 境
监 测 、总 量 风险监控为一体
的示范区监控平台，实现了对
示范区内风险源、环境质量、
排污总量的监控，并可进行总
量核定与动态评估，实现了风
险源溯源决策的功能。

平 台 基 于 WEB-GIS 空
间展示系统，紧紧围绕一个数
据中心、三个标准、六大模块
进行建设。一个数据中心，即
课题示范平台利用分时异构
传输技术集成了风险源、水质
自动站、水质断面、总量监控、
典型入湖河流主要污染物最
大日负荷量等数据信息的采
集和交换，建成业务数据库 4
类 15 项，收集的数据已超过
15 万条。三个标准，即基于
研发的风险源分级标准、总量
监控体系构建标准、总量预警
阈值标准，对风险源进行筛查
和 定 级 、风 险 源 总 量 监 控 预
警、流域总量动态评估。六大

模块，平台由风险源监控、监
测网络、总量动态评估、风险
溯源管理、监测月报、示范区
监控六大模块组成，分别实现
了对太湖流域 90%以上风险
源的实时监控，对太湖流域出
入湖河流、湖体、15 条主要入
湖河流实行总量实时监控与
动态评估、风险预警与溯源等
功能。

目 前 ，平 台 已 在 示 范 区
（无锡宜兴市、常州市武进区）
进行了业务化运行，随着研究
成果的落地应用，课题配套同
时形成了《太湖流域（江苏）水
环境风险源分类分级管理办
法（草案）》《太湖流域水环境

风险源超标排放预警通报制
度（草案）》，用于支撑水环境
风 险 源 的 动 态 分 级 管 理 ；形
成 了《基 于 水 质 自 动 站 网 的
典 型 汇 水 通 道 主 要 水 污 染
物 通 量 监 测 技 术 方 案》《太
湖 湖 体 自 动 监 测 体 系 构 建
及 试 运 行 报 告》《江 苏 省 太
湖 流 域 地 表 水 环 境 监 测 点
位 手 册》等 系 列 管 理 文 本 ，
加 强 监 测 网 络 管 理 ；形 成 了

《太 湖 流 域 入 湖 总 量 核 定 研
究 技 术 办 法 和 通 报 制 度》，
并 定 期 对 水 污 染 物 累 积 性
环 境 风 险 预 警 与 溯 源 情 况
进 行 通 报 ，指 导 地 方 使 用 部
门操作。

主要污染物监控与风险预警平台在无锡、常州运行

课题于 2013 年开展了竺山湖流域
的污染现状调查，通过建立污染源端元
混合模型和同位素示踪库，运用宿主特
异性生物标志物定性、定量溯源方法，
开 展 了 氮 磷 累 积 性 风 险 溯 源 分 析 ，建
立 了 面 源 污 染 点 源 化 GIS 技 术 ，编 制
了 污 染 物 累 积 性 风 险 溯源技术优化模
型软件，并进行了示范区内营养物溯源
分析，解析出示范区内氮、磷营养物累积
性风险的污染结构、时空分布特征、关键
风险源。

同时，课题提出了适用于太湖示范
区的日最大污染负荷核算方法（TMDL
模型），并对示范区进行面源污染负荷的
核算，拟定了风险预警阈值的确定方案，
优化集成了流域排污总量环境风险面源
污染的溯源成套技术、太湖流域（江苏）
面源污染负荷核算方法、示范区水污染
过程陆域——水域复合模型，并进行了
示范应用研究。

在竺山湖湖区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总
量自动在线监测体系和河流汇水通道特
征水污染物通量自动监测体系构建的基
础上，选择了示范区内的殷村港、漕桥
河、太滆运河 3 条重点河流作为监测对
象，利用其水质自动监测站测得的高锰
酸盐指数、总氮、总磷、氨氮、流量等数

据，建立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的
采集和传输系统，结合流域、区域重大减
排治理工程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影响，建
立了符合流域、区域、控制单元容量总量
控制和功能区水质目标管理需求的，以
氮磷排放为重点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核定
方法技术体系，定期以水质月报的形式
通报当月河流 4 项指标入湖总量、总量
月内变化趋势。

课题还选择典型控制单元和主要污
染物指标为研究对象，完成了殷村港、漕
桥河、太滆运河等主要入湖河流典型水
质及水文响应关系测试，根据流域减排
量可推求河流入湖水质响应，反之根据
河流入湖水质可推求流域减排总量。建
立了符合水生态功能分区水质目标管理
的，基于控制单元主要水污染物总量控
制与水环境质量响应关系模型，及时跟
踪新老污染物增减动态变化情况和流
域、区域重大减排治理工程在控制和削
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排放
情况，通过模型应用，动态实时预警总量
减排对水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同时完
成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动态评估子系
统建设，系统包含总量排放核定、减排动
态评估、减排绩效评估和基础数据库、统
计分析和系统管理几个模块。

结合实际工作需求，目前，课题已在
无锡宜兴市（大浦港）构建了 1 个流域性
水环境自动监测质控中心，在常州市（丁
庄）、无锡市（直湖港）、无锡宜兴市（陈东
港）分别构建了 1 个质控（分）中心。质控

（分）中心是水质自动站质控管理机构，是
省级质控管理的基础和延伸。主要用于
监控区域内自动站运行维护，管理区域内

自动站质量控制，包括对运营商监督检
查、质控考核、质控管理，对地方监测站技
术指导、联合比对，应急污染事故期间的
应急质控以及应急监测等。

课题还在太湖湖体中增建了 10 个浮
标式多参数水质监测系统（简称浮标站），
监测项目一般包括水温、pH、溶解氧、电
导率、浊度、叶绿素和蓝绿藻等，部分站点

课题以江苏省太湖流域为研究区域，
以影响太湖流域水环境安全的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风险源为研究对象，按照“风险
源识别与分级——氮磷排放评估——超
标预测预警与管理”的技术路线，开展了流
域内主要水污染源识别研究和环境风险调
查，以主要污染物质识别清单、排放途径与
管理因素、受纳水体敏感性3方面要素构建
水环境风险源与分级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了
水污染风险源识别与分级方法。

方法建立后，课题组对太湖流域（江
苏）4889 家工业源企业与污水处理厂进
行评估与分级，确定重点水环境风险源

（一 级 水 环 境 风 险 源）317 家 ，实 现 了 对
288 家重点水污染累积性风险源污染排
放状况的监控，监控比例达到 91%。同
时，构建了基于 WEB-GIS（网络地理信

息系统）的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风险源基
础信息数据库与分级管理系统，将采集到
的数据汇总、上传、整理，并保存在基础数
据库中，初步实现了重点水环境风险源的
分级监控管理。

同时，课题组从典型汇水通道主要水
污染物通量自动监测、主要水污染物总量
减排水质目标考核断面自动在线监测、基
于控制单元的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总量监
测、太湖湖体自动监测四大监测体系现状
出发，分析太湖流域水质监测网络现状，
对不再适应需求的断面进行了调整，新增
一批满足工作及研究要求的监测断面，逐
步建立了流域、区域和控制单元三级主要
水污染物总量超标和累积性风险监测网
络，最终形成了涵盖 143 个水质监测断面

（点位）的监测网络。

相关链接

◎关键技术

动态监控与评估太湖流域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

◎成果落地示范

构建4个流域性水环境自动监测质控
（分）中心，增建10个太湖湖体浮标站

初步建成主要水污染物总量超标和累
积性风险监测网络

针对太湖流域（江苏）主要水污染物总量监控网络分散、预警体系不完善、溯源控污能力不足、监控

数据与信息管理不集中等问题，“十二五”伊始，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牵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南京大

学、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江苏省环境信息中心）3家高校、研究机构参与，共同申报了“太湖流域

（江苏）主要水污染物总量监控与风险预警平台构建及示范”课题。课题分属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科技重大专项流域水污染防治监控预警技术与综合示范主题太湖流域水环境管理技术集成综合示范项

目。

目前，这一课题已经完成了成果研发和综合集成，研究开发了太湖流域（江苏）主要水污染物总量监

控与风险预警平台，完成了主要水污染物总量监控与风险预警平台数据中心建设，实现了风险源监控、

预警和溯源三大功能，并在示范区示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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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太湖流域（江苏）水污染物总量监控与风险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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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污染物削减比例并实现了
风险源溯源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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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增设了富营养化指标监测项目氨氮、
总磷的监测。一般监测频次可设为每两
小时或 4 小时监测一次，当发现水质状
况明显变化或发生污染事故时，监测频
率也可调整为连续监测。

目前，4 个质控（分）中心及新建的
10 个 浮 标 站 均 正 式 投 入 太 湖 流 域 运
行。质控（分）中心的建设，强化了区域
内水质自动站的质量管理，整合各级管
理和运营机构功能，统一了监测数据和

监控平台，为最大限度
发挥监测网络的作用提
供了保障。浮标式自动
监测系统与实验室手工
监测、遥感监测互相结
合，尤其在蓝藻预警工
作期间，浮标式自动监
测 预 警 成 果 为 调 水 引
流 、蓝 藻 打 捞 、控 源 截
污、湖泛预警等综合治
理太湖措施的推进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且对水质异常情况“早
发现、早预报、早行动”
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