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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简介

1.1 检测指标

水质自动监测站是大连力得现代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开发的水质监测设
备，采用全新监测技术, 监测指标包括常规水质五参数（温度、ph、浊度、电导
率、溶解氧）、COD，氨氮，总磷、总氮、叶绿素、蓝绿藻等，支持水污染溯源。
设备建设简便快捷，可提供小时级连续数据采集，采用无线数字技术保证数据有
效性。

pH 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00～14.00PH

响应时间 ≤0.5min

温度补偿 0～80℃ 自动温度补偿

溶解氧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00～20.00mg/L

分辨率 0.01mg/L

反应时间 （25℃）20s

温度补偿 0～80℃ 自动温度补偿

余氯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00～20.00mg/L

分辨率 0.01mg/L

反应时间 （25℃）20s

温度补偿 0～80℃ 自动温度补偿

电导率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10 uS/cm～500mS/cm

测试方式 电极法

电极常数 K＝1.0, ±1.5%

反应时间 （25℃） 20s

温度补偿 0～80℃ 自动温度补偿

浊度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05～400NTU

方法原理 90 度散射比浊法

测试镜片 高聚光镜片

测量精度 测量值的±3%

水温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0～100.0℃

响应时间 ≤0.5min

COD 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500mg/L

测试方式 重铬酸盐分光光度法

蓝绿藻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200ug/L

分辨率 0.1ug/L

叶绿素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400ug/L

分辨率 0.1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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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套系统

力得水质自动监测站配套其专用的采水系统，系统稳定，减小水样输送过程
中环境因素的干扰，保障水样数据的准确性，管路清洗便捷，具体情况如下：
（1）可以根据取水距离及采水落差自主选择蠕动泵采水方式；
（2）采水管路进行绝热处理，减少环境温度等因素对水样的影响；采水管路采
用保温设计，同时深埋冻土层以下，有效防冻防晒；
（3）管道采用排空设计，防止管路冻结，有效清洗管路，防止藻类滋生；
（4）采水管路采用优质 PVC 管材，有较强的抗压耐老化功能；
（5）取水口采样单元能随水位浮动，确保在水面以下 0.5m。

1.3 安装方式

水质监测仪支持提供多种设备安装方式，可根据不同的现场环境，提供市
电、太阳能等多种安装方式，用以满足供电、防洪等多方面。

1.3.1 市电安装

若设备周边具备稳定电源，可优先考虑使用市电作为供电来源。市电安装包
括地基施工、管道施工、保护措施和设备安装三部分。

1.3.2 太阳能
若设备周边不具备稳定点源，或电路施工难度较大时，可优先考虑使用太阳

能作为点源。该安装包括地基施工、管道施工、太阳能配套施工及设备安装四个
部分。设备安装效果图如下：

总氮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100 mg/L

测试方式 碱性过硫酸钾分光光度法

总磷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100mg/L

测试方式 磷钼蓝法分光光度检测

氨氮自动监测仪
测定范围 0-500mg/L

测试方式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fDOM 自动分析仪

测定范围 0-300ppb

分辨率 0.01ppb

测试方式 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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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及运维

2.1 设备点位建设

现场勘察，与客户对接沟通后确定设备安装点位，现场施工时需保证设备前、
后门可正常开启，监控摄像头能监控设备四周环境，设备前、后侧要预留操作空
间，保证人员可正常操作、维护，太阳能板需处于向阳面。

2.1.1 土方建设

（1）地基土方作业，在要求位置挖取土方坑，要求尺寸为 1.3m*0.75m*0.3m。

（2）模具搭建，要求在土方坑内，搭建 1.3m*0.75m*0.3m 模具，要求模具露出

土面 0.2m。

（3）地龙、电路及水管预埋，需按照施工图纸进行。

（4）进出水保护管铺设，若施工现场地面为护城河观光步道，需对步道地砖进

行拆除后再进行管道铺设，并在河堤合适位置打孔穿管。若施工现场为普通土质

地面，可做预埋处理。管道铺设完工后，对现场进行恢复处理。 进出水保护管

穿过地基部分要求采用预埋施工。在进出水保护管铺设过程中，需将内径 25cm

钢丝软管穿入保护管内，作为设备进水管，保护管作排水管使用。钢丝软管在河

堤出管口需预留合适长度，要求能够延申至河内 3~5 米，另进出水保护管外需加

裹保温软管。

（5）根据现场情况，在合适位置加装避雷支架。

（6）注意事项：整个施工过程，要求做好施工环境保护工作，混凝土搅拌需在

预制板上进行，土坑挖土需放置在预制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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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的工序为设备安装、采样口安装、护栏安装。

（1）设备安装：低水位情况，根据地基情况，在合适位置打孔加装膨胀丝，

将设备固定在膨胀丝上，并将进水管与蠕动泵链接，排水管与溢流管插入保护管

内；高水位情况，根据地基情况，在合适位置打孔加装膨胀丝，将设备固定在膨

胀丝上，并将进水管与进水口链接，排水管与溢流管插入保护管内。

（2）采样口安装：低水位情况，采样桶通过钢丝软绳加装在浮漂上，长度

要求 0.5 米以内，采水管通过采样桶上部孔洞伸入采样桶内并固定， 采用配重

块固定浮漂的方式，水位情况，潜水泵通过钢丝软绳加装在浮漂上，长度要求

0.5 米，若河底为做过保护的硬质河底，则采用配重块固定浮漂的方式。若河底

并未做过河底保护，则可采用沉锚方式固定浮漂。

（3）护栏安装，根据所提供的护栏样式，将护栏安装在地基上，一般采样

膨胀丝固定的方式进行。

2.2 设备运维

每台设备需配置专人定期对设备维护、维修、校准、运行及设备软件正常升
级维护工作，负责仪器设备的耗材、配件、核心部件供应及更换，确保所运营监
测设施的正常运转，数据及时、准确、可靠上报、实现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目标。

2.2.1 运维目标

⑴、保证所运营的微型水质监测设备运转率达 95%以上；

⑵、保证所运营的自动监控设施在线率达 95%以上；

⑶、保证有效数据传输率达 80%以上；

⑷、异常情况响应率达 100%；

⑸、COD，氨氮，总磷、总氮、叶绿素、蓝绿藻、水质五参数自动监测每 1-2 小

时获得一个监测值、每天保证有 12 个监测数据；

⑹、因维修、更换、停用、拆除等原因或 8小时内无法修复的故障，应向环保主

管部门报告，超过 48 小时采取手工监测方式、监测频次每日不低于 4次。仪器

修复后对设施重新调试经检测比对合格后投入使用；

2.2.2 日常维护

（1）运行人员配置

根据现场运维在线仪器的数量及操作要求，配置 2名人员现场维护针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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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突发情况做出积极响应。

（2）运行职责

运营商负责监控设施的日常维护、维修、校准、运行及设备软件正常升级维

护工作，负责仪器设备的耗材、配件、核心部件供应及更换，确保所运营监测设

施的正常运转，数据及时、准确、可靠上报、实现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目标。负

责完成每月水样采集工作，配合完成各类检查工作，建立建全运营档案，按月、

季度、半年、年度向公司提供运营服务报告，接受考核。

（3）日常检查校准项

每日上午 9时前与监测平台联络，查询在线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如有异常

情况，记录故障现象，通知负责人员，及时前往监测点位处理故障，办事处根据

巡检计划、维修计划开展运营服务工作，如接到平台设备故障通知，2小时内派

出运营维护人员检查处理故障。

定期对各监测站点巡检一次，巡检时要认真检查系统的工作情况，检查项目

如下：

a.检查设备供电、供水是否正常；

b.检查温度、ph、浊度、电导率、溶解氧，COD、氨氮、总磷、总氮、叶绿

素、蓝绿藻显示值是否正常；

c.检查设备管路是否漏水;

d.检查仪器的报警记录，分析报警次数多的原因；

e.检查阀体是否有破裂，如有破裂或脏污清洗或更换，在手动状态下检查阀

体开关是否自如;

f.检查采水泵采水是否正常，采水泵是否有污泥和杂物缠绕；

g.检查数据传输模块通讯是否正常，数据是否与数据库数据一致；

h.观察一个采样周期，确定仪器是否工作正常；

i.检查中如有异常要及时处理并如实填写巡检及维修记录。

（4）每月设备清理项

a、清理潜水泵泵头

b、清洗水样管路、采样器滤网

c、清洗温度、ph、浊度、电导率、溶解氧，COD、氨氮、总磷、总氮、叶

绿素、蓝绿藻传感器

d、清洗排液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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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清理河中浮漂附近的附着物

f、如实记录仪器的工作情况。并如实填写检修记录

g、每两月采集设备水质样本、做好时间、地点标记。

三、系统运行手册

水质自动检测装置是以在线分析仪表为主体的，运用仪表分析技术、控制技

术、计算机技术、环境水质检测技术等多学科现代技术，组成了一个从取水样、

过滤处理、样品分配、在线测量到数据处理及运输，实现水质在线自动监测分析。

3.1 装置的系统简介

该装置是由若干单元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

图 1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组成框图

在测点处用泵吸取样品，水通过管道进入初级处理系统，又称为沉沙分离系

统，主要过程为固液分离，旋转过滤。

分析仪主要是直接分析测量未经过滤处理的进样水。

辅助单元包括正反向水清洗，其目的是对预处理元件及主要管道中的结垢、

沉渣、细菌给以清楚，这种清洗方式可直接至水泵吸水头。

3.2.1 系统装置的结构简介

该装置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中的预处理单元、仪表单元、辅助单元、自来水

单元、废液排放、控制以及配电设备和关键集成在一个屏柜式的综合机架上，在

工厂完成制作并经严格测试。

3.2.2 安装就位

(1) 将运输中拆下的零部件一一安装在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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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水采样单元一浮筒、泵架等在栈桥上就位、安装应牢固可靠。并将原水管

通过排放井引入分析房。

(3) 原水输送管道、自来水管道、排放管道按系统图要求安装牢固可靠。

(4) 分析仪表架上固定进样、排放等管道连接应正确。

(5) 装置总成各用电器与电控柜的电气连线（包括仪表信号线）正确、可靠。

(6) 电源线接入电控柜（太阳能供电忽略此项）。

 紧急事件

由于装置本身具有自诊断功能，当发出报警信号时，应作为装置的紧急事件

处理，如试剂用完，温度超标，腔室污染，分析故障等均会发生干触电报警信号。

 安全警告

在使用任何元件时，请仔细阅读技术手册的相关部分或全部；

开启水泵前必须确认泵里面有水。

3.2.3 运行前的准备

(1) 对照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检查电气接线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2) 向清洗水泵、输送泵及水泵灌水。

(3) 合闸接通电源，指示灯、信号灯应显示准确无异常；

(4) 手动启动吸水泵，观察样水能否正常进入系统，如此反复二次；

3.2.4 功能校验

功能校验主要目的是为正式投运做充分准备，各单元的功能试验已在出厂试

验屮做过，但由于装拆运榆难免会产生一些例外问题，故再对各单元的功能进行

校验。

四、系统控制操作

第一步选择系统密码（密码 1001），进入主界面



第 8 页

 选择主界面右上角：设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1. 参数设置：整机设置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待机或开始运行前，参数设
置均默认为关闭状态。

 当系统开始运行，需设置为整点测量开（自动模式）此时需要设置整点测量
时间点（以小时为单位划分 24 个小时点）。

 清洗间隔设置以小时为单位，清洗间隔按 24 小时以上选择，出水时间系统
默认 5min,抽水时间默认 15min,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设置。

 当系统整体检修维护时，设置整点测量关，系统转为手动模式，根据需要手
动设置水泵启停，水阀调试，以及手动清洗一个周期，相应的指示灯亮起。

 系统配备水位开关自动控制高低水位，当达到高水位、采样水位时相应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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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亮起。
 记录灯亮起时为系统自动记录一条历史数据（历史数据界面可查看）。
 设置反控为手动模式下对在线仪表进行测试。

历史数据界面

五、故障处理

序

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故障处理

1 取样泵不上水

泵损坏 更换泵

吸入口管路泄露 消除泄露

泵腔体内没有水 给泵头灌水

泵头堵塞 消除堵塞

吸头反冲阀未关死，泵

出，入口短路

清洗电磁阀阀芯或更换电磁阀

取样管路堵塞 消除堵塞

2
取样泵上水量

减小

取样泵长期工作，性能

下降

更换叶轮

取样管路堵塞 冲洗管路

吸头堵塞 手工清理吸头

3
输送水泵不上

水

泵头单项阀堵塞 更换轴封

泵损坏 更换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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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正常流通回路阀门关

闭

打开阀门

与泵并联的阀门打开 关闭阀门

轴封漏水 更换阀门

4
预处理出水量

小或不出水

滤芯堵塞 系统反冲洗/或手工刷洗/或用

5%稀盐酸浸泡 12 小时、或更换滤

芯

三通阀开关不到位 更换三通阀密封圈/或更换阀杆/

或更换三通阀

水汽反冲器故障 更换 O型圈/或弹簧/或更换反冲

器

过滤器水路不同 打开水路球阀

5 排水管有溢水 管道堵塞 用清水冲洗

6 三通阀故障

排气孔漏气 阀杆顶端沉头螺钉加密封

排气孔漏水 更换 O型圈

阀杆卡紧，不能完成整

个工作行程

更换 O型圈或更换阀杆

进出口有串水 更换 O型圈

7
反冲器电磁阀

中轴出水

反冲器活塞上 O 型圈不

能正常密封

8 反冲器不出水
反冲器活塞卡死 更换反冲器

反冲器压缩空气源故障 打开反冲器电磁阀前手动阀

9 电磁阀漏气 有小物品堵住阀口 打开电磁阀、清理阀口

10 接头阀门漏水 连接处密封不好 重新连接或更换封圈

※ 特殊说明事项：各在线监测仪表参数及设置参照各仪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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