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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cause rising wastewater emissions,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ollution control work has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strengthen the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ollution control, help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further promote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mountains, wat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lands” in the theory of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 Therefore, exploring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e pollution treatment scheme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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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环境监测与污染治理措施对于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工
业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导致废水排放量不断攀升，给水环境监测与污染控制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加强对水环境的监测与
污染控制，有助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观”在理论与实践
中的深化落实。因此，深入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水环境监测技术水平，创新污染处理方案，已成为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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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不断演进与深入，水环

境监测与污染控制修复工作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水环境监测技术作为优化水质治理效果和提高标准的关

键工具可以提升水环境污染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相关部门需

要持续对水环境监测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并将其有效地融

入污染控制的实践中，以确保水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高效

运行。

2 水环境监测技术

2.1 化学分析技术
化学分析技术依据化学原理开展监测任务，主要通过

评价水环境中如溶解氧、pH 值、化学需氧量等化学参数，

评价水环境的污染程度。其中溶解氧浓度是重要的指标，因

为溶解氧能与水中的有机物质发生反应，导致水中氧气的消

耗，从而引起溶解氧浓度的降低。因此通过精确测定溶解氧

的浓度，可以有效地揭示水体中有机污染的程度。pH 值是

衡量液体环境酸碱度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环境的酸碱平衡

状态，许多污染物质的化学性质会受到特定酸碱条件的影响

而发生变化。水环境中有机物质的浓度可以通过化学需氧量

来量化，需氧量增加时水环境受到有机污染的程度增加。

2.2 生物检测技术
生物检测技术通过分析生物对水环境污染的响应来评

估污染程度。生物检测技术是研究生物体内的生理过程和代

谢活动，与传统的化学检测方法有所区别。例如，某些生物

对特定污染物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如鱼类可能会因接触有害

物质而导致死亡或生理异常。通过观察生物的动态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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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步判断水环境的污染等级。此外有些生物能够分解特定

污染物，并通过监测其代谢产物的浓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污染降解情况及污染程度。生物检测技术以其操作简便和对

复杂仪器的低依赖性为特点，然而生物检测技术需要消耗时

间来观察和解析生物的响应。因此实际操作中，结合使用化

学分析和生物检测技术，以实现对水环境污染状况更全面和

精确的评价。

2.3 物理检测技术
物理检测技术遵循物理学基本定理，用于识别水环境

中的各种成分并测定其含量，主要包括光谱学和色谱法等普

遍采用的技术。光谱分析技术依赖于物质对光波吸收和散射

的物理特性，特别适用于识别和量化水中的特定元素，如重

金属离子和有机化合物，通过测量水体对光的吸收和散射特

性，可以确定其中包含的物质及其浓度。层析技术利用不同

物质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差异来实现物质的分

离，可以识别水中的化学成分，进一步确定污染物的种类和

具体含量。液相色谱技术能够有效地分解水样的组成部分，

通过精密的检测设备对分解后的元素进行识别，从而全面了

解液体中污染物的详细信息。物理检测技术以其高度的精确

性和敏锐性被广泛认可，然而其效能的发挥高度依赖于专业

级的仪器设备和操作技术。在实际的现场分析过程中，采用

化学检测与物理测量相融合的方法，以期实现对水质污染状

况更深层次和多维度的评价 [1]。

2.4 遥感遥测技术
遥感遥测技术包括利用卫星和无人飞行设备等技术手

段对大面积水域实施实时监测，涉及对水温、水质、流速等

多种水体参数的收集，以便对水环境进行即时观测，有效识

别污染源及其演变趋势，不仅能够生成大量关于水质状况的

实时数据，还能够迅速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

可靠且持续的数据支持，进而定出科学的环境恢复策略。此

外，运用遥感遥测技术可实现对各种水体生态系统的实时追

踪，包括对浮游生物、水生植物等生物群落的密度和生长状

况的精确评估，从而有效掌握水体环境的健康状况和生态平

衡，不仅能提高水环境监测的效率和准确性，还有利于推动

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3 水环境污染因素

3.1 工业废水
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水系，是造成我国多个

地区水体污染的主要源头。特别是来自染料和化学行业的废

水，其中含有的某些有害化合物，不仅会使水体颜色和气味

异常，还会刺激水中的微生物，如细菌等过度繁殖，进而导

致水生生物大量死亡，严重影响水域生态系统。近年来中国

的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增长态势显著，但随之而来的水体

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部分重工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

益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废水和其他有害物质的适当处理，导

致大量未经充分净化或不合规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对水质

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3.2 生活污水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废水，生

活废水如未经充分处理即行排放，将对水质环境造成显著的

不良影响。尽管水质环境具备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但当污

水排放导致的污染程度超过水质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就会

引发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2]。

3.3 农业面源污染
中国在农业领域拥有显著的优势，水资源在农业发展

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产生独特影响，同

时也对公众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尽管我国大力倡导绿色农业

理念，但在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仍普遍采用传统的

耕作方法，依赖大量化学肥料和农药来控制作物病虫害，对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化肥农药等化学

物质含有多种潜在的污染成分，可能对自然水体造成负面影

响，尤其是其中含有的重金属和有害化学元素。

4 水环境污染治理措施

4.1 制定科学污染治理规划
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相关

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结合本区域水资源的分

布情况，合理规划防治分区，并依托先进的水环境监测技术，

获取详尽的数据，全面评价本区域水环境的污染状况，进而

准确掌握污染的严重程度。基于所收集的数据和防治任务的

实际需求，相关部门需制定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防治计划，

从而为后续的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在

制定水环境污染治理策略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全面考量

地域性的产业布局、地理环境以及水资源配置等实际因素，

确保水环境污染治理措施的高效实施。同时相关部门需强化

对供水区域的监管力度，运用先进的水环境监测技术对供水

区实施关键性的实时监测，对水质实施严格的评价和控制，

增强对水源地的保护。相关部门应确立严密的水质量和供水

量标准，确保供水安全。此外，提升公共供水机构的管理效

能，对私人建设的供水设施执行标准化管理；推行河长制和

湖长制，全面排查河流湖泊的排污口，坚决杜绝非法向水体

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以保障公众的饮用水安全。与此同时，

由于人们生活品质的持续提升，对于饮水品质的要求日趋严

格，因此相关部门需加大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力度，切实

执行城镇建区的污水收集处理项目，对老旧社区环境进行全

面翻新，加速推进雨水与污水分流的改造工作。此外还需进

一步深化海绵城市示范区的建设，以增强都市排水和防洪的

能力，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

4.2 加强水污染指标监测
基于各类水环境监测方法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特性，采

用先进的水环境监测技术对水污染因素进行精确的追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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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根据分析数据，对污染排放进行科学的管控和指导。一

是监管单个污染物的浓度水平。依据水环境监测的数据反

馈，持续监控水环境中潜在的污染成分，并严格按照官方设

定的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具体技术参数，运用化学物理

方法准确测定出水样中的关键污染物及其浓度。然后，依据

排放规范评价各项污染物是否符合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二

是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水环境污染问题明显，成为制

约城市持续进步的重要因素。传统的污染源监测和单一的

污染物浓度控制策略，已无法满足当前水质管理的新需求，

因此建立并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实现对总排放量的有效控

制，是防治水污染、维护环境质量的关键策略。同时，需要

充分考虑精确的流量数据等要素，实行严格的每日污水排放

限制管理，积极推动城镇污水自动化采样设备的运用，并研

究通过物质平衡法进行操作确保采样监控与现场流量测量

的独立性，以实现对水环境污染总量的精确控制 [3]。

4.3 做好水环境污染治理
通过对现场水环境污染状况的精确监测和分析，相关

部门需要制定并执行水环境污染治理方案。一是治理氨氮。

氨氮污染是水环境中的常见问题，其净化策略主要包括预曝

气的生物接触氧化技术。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利用曝气过程，

使氨以自由状态挥发至大气中，从而达到 70%~80% 的氨氮

去除效果。另外氯气间歇添加法也被应用于污水处理过程

中，氯气首先被引入污染水体，随后在曝气阶段去除生成

的氮气，不仅去除了水中的氨，还有效处理了氯化反应产

生的氯氨。生物化学方法也被采用来降低氨氮浓度。据环境

监测显示，地表水中的有机物含量通常较低，结合生物处理

的物理过滤和沉淀步骤，以及使用活性炭为介质的曝气生物

滤池，能显著提高氮素去除的效率。二是强化混凝。在治理

水环境污染的过程中，针对由微量污染物导致的水质凝聚现

象，胶体对有害物质的紧密吸附无疑加大了净化的复杂性，

可以采取多元策略以促进粒子的聚集和絮状物的凝聚。在处

理污水凝聚过程中，可采用氯化预氧化方法以破坏水中的胶

体稳定性；通过调整进水的 pH 值利用石灰来减少有色化合

物的存在；通过增强水体的通气，既能引入混凝剂并产生二

氧化碳，促使混凝剂水解并释放氨气；也可利用连续流水的

曝气功能，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优化絮凝体的处理。在絮凝

反应的管理中，利用填充材料可增强絮体间的相互作用，通

过板式反应器的吸附效果可固定微小絮团，这同样有助于克

服低温或低浊度水体净化的挑战 [4]。

4.4 完善水污染防治机制
水环境质量的监测与管理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任务，

为了提高水污染治理的效率，需要不断优化防治工作的流

程。一是相关部门应当深刻认识到水环境污染治理在全面生

态环境保护策略中的中心作用，加强环境监管和生态执法部

门的职能，提升水环境监测技术能力，充实专业人才队伍，

以及确保必要的财政支持，以确保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

性和可靠性。二是环保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防范水体污染。

基于常规的环境监测数据，推动所有相关单位严格遵守污染

防治规范，确保水质净化工作的有效性。三是优化地区综合

管理的协同效能，遵循城市规划策略和产业聚集设计，同时

考虑城乡发展的整体态势，并结合水环境污染的监测数据，

对水环境污染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精准评价，进而实施系统

性的水环境污染源治理措施。

5 结论

总而言之，水是生物生存的基础，因此环保部门需要

利用先进的水环境监测技术进行实时监控，获取准确水环境

数据，制定出针对性水环境污染治理策略，防止严重的水环

境污染事件发生。随着水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公众对

水污染防控意识的提高，未来水环境监测技术将得到重视和

广泛应用，在改善水环境污染问题上的效能将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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