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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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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地表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
因此需对地表水进行监测以评估

其环境影响。

环境保护需求
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
保护法规和政策，要求企业和机构
进行地表水监测并公开监测结果。

法规政策要求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要求政府和企业采取更加有效的措
施来保护地表水环境。

社会关注度提高

目的和背景



地表水监测的意义

评估水环境质量

通过监测地表水中的各种指标，可以了解水体的污染程度、水质状况
及其变化趋势，为环境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预防和控制污染

地表水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污染源和污染物，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
和控制，防止污染扩散和加重。

保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地表水是水生生物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水源，通过监测可以保护生态系
统多样性，确保人类饮用水安全。

促进可持续发展

地表水监测有助于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地表水监测指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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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指标

温度

反映水体热量状况，影响水生生物生

长和繁殖。

色度

表征水体颜色，反映水体中悬浮物、

胶体物质和溶解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

含量。

浑浊度

反映水体中悬浮物质对光线透过时所

发生的阻碍程度，与水体中悬浮物的

含量、大小、形状及折射系数等有关。



表示水体酸碱度，影响水生生物生长
和水质化学性质。

pH值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COD） 总磷和总氮

反映水体中氧的含量，是水生生物生
存的必要条件。

反映水体中还原性物质被氧化时所消
耗的氧量，间接表示水体被有机物污
染的程度。

反映水体中营养盐的含量，是水体富
营养化的重要指标。

化学指标



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

反映水体受细菌污染的程度，是水体卫生学的重要指
标。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

反映水体生物群落的结构和数量特征，是水生态系统
健康的重要指标。

生物毒性试验

通过生物毒性试验检测水体中污染物的毒性效应，评
价水体对生物的毒性影响。

生物指标



环境影响评价中地表水监测指标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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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盐指标

监测地表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盐
含量，可以判断水体富营养化程
度，为水环境质量管理提供依据

。

水质理化指标

通过监测地表水中的pH值、溶
解氧、电导率、浊度、总悬浮物
等理化指标，可以直观反映水体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进而评价水

环境质量。

有毒有害物质指标

地表水中存在的重金属、有机污
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对其
含量进行监测，可以评估水体的
污染程度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评价水环境质量



水质动态监测

通过对地表水进行连续或定期的

水质监测，可以追踪水质变化过

程，预测未来水质污染趋势。

水文气象因素

结合气象、水文等因素的监测数

据，分析其对地表水水质的影响，

有助于预测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和

发展趋势。

污染源解析

通过对地表水污染源的调查和解

析，识别主要污染物质和排放源，

为预测水污染趋势提供依据。

预测水污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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