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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监测站仪表运维方案 

 

例行维护 

例行维护包括站房环境检查、仪器与系统检查、易损件更换、耗材更换、试剂更

换、管路清洗等工作。运行维护单位定期对水站进行巡检，巡检频次不得低于每周一

次，并记录巡检情况。 

每次对水站巡检时进行下列工作∶ 

1) 查看各台分析仪器及辅助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主要技术参数，判断运行是否正常；

检查仪器 供电、过程温度、搅拌电机、传感器、电极以及工作时序等是否正常，

检查有无漏液、管路里是否有气泡等；定期清洗常规五参数、叶绿素及蓝绿藻电

极； 

2) 依据仪器运行情况、断面水质状况和水站环境条件制定易耗品和消耗品（如泵

管、接头、密封件等）的更换周期，并保证在耗材使用到期前完成更换；如果需

要更换零配件（如电极等），应备有库存保证及时更换； 

3) 检查试剂状况，定期添加、更换试剂。所用纯水和试剂须达到相关技术要求，更

换周期不得超过操作规程或仪器说明规定的试剂保质期，室内温度较高时应缩短

更换周期。每次更换主要试剂后应按相应操作规程或仪器说明重新校准仪器。试

剂配制工作应由有资质的实验室完成，提供试剂来源证明，并张贴标签； 

4) 及时整理站房及仪器，完成废液收集并按相关规定要求做好处理处置工作，且留

档备查；保持水站站房及各仪器干净整洁，及时关闭门窗，避免日光直射各类分

析仪器； 

5) 检查采水系统、配水系统是否正常，如采水浮筒固定情况，自吸泵运行情况等；

定期清洗 采配水系统，包括采水头、吊桶、泵体、沉砂池、过滤头、样水杯、阀

门、相关管路等，对于无法清洗干净的应及时更换； 

6) 检查水站电路系统是否正常，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检查采样和排液管路是否有漏

液或堵塞现象，排水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7) 检查站房空调及保温措施，保持温度稳定；检查水泵及空压机固定情况，避免仪

器振动； 检查空压机、不间断电源（UPS）、除藻装置、纯水机等辅助设施运行状

态，及时更换耗材，并排空空压机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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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查工控机运行状态，有无中毒现象，至少每季度备份一次现场数据及控制软

件；检查仪器与系统的通讯线路是否正常，模拟量传输的数据偏差是否符合要

求； 

9) 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检查防雷设施是否可靠，站房是否有漏雨现

象，站房外围的其他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及时处理，保证

系统安全运行。在封冻期来临前做好采水管路和站房保温等维护工作； 

10) 做好日常例行维护工作记录，重要的工作内容拍照存档。 

 

保养检修 

根据系统运行的环境状况，在规定的时间对系统正在运行的仪器设备进行预防故

障发生的检修。在有备用仪器作为保障时，应用备用仪器将水站中正在运行的监测分

析仪器设备替换下来，送往实验室进行保养检修；如没有备用仪器保障时，可在现场

进行保养检修。保养检修计划应根据系统仪器设备的配置情况和设备使用手册的要求

制定。 

1) 水站的监测仪器设备每年至少进行 1次保养检修； 

2) 按厂家提供的使用和维修手册规定的要求，根据使用寿命，更换监测仪器中的灯

源、电极、蠕动泵、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 

3) 对仪器进行液路检漏和压力检查；对光路、液路、电路板和各种接头及插座等进

行检查和清洁处理； 

4) 对仪器的输出零点和满量程进行检查和校准，并检查仪器的输出线性； 

5) 在每次全面保养检修完成后，或更换了仪器中的光源、电极、蠕动泵、传感器等

关键零部件后，必须对仪器重新进行校准和检查，并记录检修校准情况。 

 

故障检修 

故障检修是指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进行针对性检查和维修。故障检修应做到∶ 

1) 根据所使用的仪器特点和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制定常见故障的判断和检修的作

业指导书； 

2)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且可通过更换备件解决的问题（例如电磁阀控制失

灵、泵管破裂、液路堵塞和灯源老化等问题），则在现场进行检修； 

3) 对于其他不易诊断和检修的故障，应采用备用仪器替代发生故障的仪器，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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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的仪器 或配件送实验室或仪器厂商进行检查和维修； 

4) 在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根据检修内容和更换部件情况，对仪器进行校准。对于

普通易损件的维修（如更换泵管、散热风扇、液路接头或接插件等）至少做标液

校准；对于关键部件的维修（如对运动的机械部件、光学部件、检测部件和信号

处理部件的维修），按仪器标准规范要求进行标准曲线和精密度检查。所有检修内

容均按要求做好记录备查。 

 

停机维护 

短时间停机（停机时间小于 24h）∶一般关机即可，再次运行时仪器须重新校

准。 

长时间停机（连续停机时间超过 24h）∶当分析仪需要停机 24h或更长时间时，

关闭分析仪器和进样阀，关闭电源；用纯水清洗分析仪器的蠕动泵以及试剂管路，清

洗测量室并排空；务必取下测量电极并将电极头浸入保护液中存放。再次运行时仪器

须重新校准。 

 

数据平台日常管理 

数据平台必须安排人员对设备运行和水质情况进行了解，每天上午和下午通过数

据平台软件远程调看水站监测数据至少各 1次，根据情况组织开展巡检、核查、维修

等工作，保障水站正常、安全运行。数据平台日常管理工作包括∶ 

1) 检查各水站数据传输、仪器及相关系统参数数据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发现数据有持续异常值出现时，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必要时采

集实际水样 进行人工分析； 

3) 调取并分析水站监测数据； 

4) 上报监测结果； 

5) 确保在用和备份计算机系统的硬、软件正常运行；定时对系统软件、水质监测软

件、查杀毒 软件进行升级更新；每季度备份一次系统监测数据； 

6) 做好数据平台日常管理工作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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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监测系统运行中，对仪器性能核查、巡检、备品备件更换、校准、维修、

试剂配制及数据平台日常工作等进行记录，保证涉及各项工作内容的记录完整、全

面、准确。对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描述需翔实、连续、有结论或有处理结果。相关记录

表格样式参见《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C。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总体要求： 

建立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后，按照自动监测系统设备及运行特点、监测的相关规

定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标准的量值传递要求： 

1) 用于校准监测仪器的标准样品，采用有证标准样品或者标准物质进行配制； 

2) 用于量值传递的分析天平、台秤、温度计、标准万用表、移液管、容量瓶等量

器，按照相关 规定，定期送有关部门进行检定。 

 

仪器性能核查内容、要求与方法： 

仪器性能核查内容： 

仪器性能核查是获得有效数据的基本保证和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包括定期

的准确度、精密度、检出限、标准曲线、加标回收率、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检查及每

次仪器维护前后的校准工作。 

 

仪器性能核查要求如下∶ 

1)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准确度、精密度、检出限、标准曲线和加标回收率的检查； 

2)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检查； 

3) 更新检测器后，进行一次标准曲线和精密度检查； 

4) 更新仪器后，对《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表 A.2

中的所有仪器性能指标进行一次检查； 

5) 至少每月进行一次仪器校准工作。 

6) 仪器性能核查的数据采集频次可以调整到小于日常监测数据采集频次，同时保证

样品测定不受前一个样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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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性能核查方法： 

准确度： 

准确度一般按规定浓度样品测定结果的相对误差进行检査，pH、溶解氧、温度按

照绝对误差进行检査。 

以相对误差检査准确度时，样品浓度为量程的 50%。 

相对误差的检査方法：测定 6次检验浓度的样品,计算其均值与真值的相对误差,

与《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表 A.2 相关指标进行比

较。 

绝对误差检查适用于 pH、溶解氧、温度等项目。pH准确度检查按照 pH=4.01、

6.86和 9.18（在 25℃下）的样品进行检查；溶解氧准确度按照饱和浓度下测定结果

进行检查；温度准确度采用 2个不同水平的实际或者模拟样品，采用比对方法进行检

查。 

绝对误差检查方法∶测定 6次各量值的样品，计算单次测定值与参照值的绝对误

差，以最大单次绝对误差与《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

表 A.2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精密度： 

精密度检查是对量程 50%浓度测定结果的检查（pH、溶解氧、温度除外），以相对

标准偏差判定（见《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表 A.2）。 

精密度检查方法∶计算每个样品连续测定 6次结果相对标准偏差，并与《HJ 915-

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 表 A.2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检出限： 

仪器的检出限采用实际测试方法获得。 

测试方法∶按照仪器方法 3倍检出限浓度配制标准溶液或者空白样品，测定 8

次。 

标准曲线： 

标准曲线检查以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检查指标，并按照《HJ 915-2017 地表水自

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 表 A.2判定结果。 

测试方法∶按照仪器设定的量程，按 0%、10%、20%、40%、60%和 80%共 6个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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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溶液按样品方式测试，计算标准曲线相关系数。 

加标回收率： 

加标回收率检查的项目包括∶氨氮、总氮、总磷等，以加标回收率为检查指标，

并按照《HJ 915-2017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 表 A.2 判定结果。 

测试方法∶相同的样品取 2份，其中一份加入定量的待测成分标准物质（加标物

体积不得超过原始试样体积的 1%），加标样品结果与未加标样品结果的差值与加入标

准物质的理论值之比即为加标回收率（P）。 

零点漂移： 

按照国家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6～HJ/T104等）进行，并按照《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表 A.2判定结 

量程漂移： 

按照国家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96～HJ/T104等）进行，并按照《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表 A.2判定结果。 

实际水样比对： 

比对实验应与自动监测仪器所分析的水样相同。若仪器需要过滤水样，则比对实

验水样可采用相同过滤材料过滤（但不得改变水体中污染物的成分和浓度），并采用分

样的方式，将一个样品分装至 2或 3个采样瓶中，分别由自动监测仪器和实验室进行

分析，并按照《HJ 915-2017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附录 A 表 A.2判定结

果。 

 

数据采集频率与有效性判别 

数据采集频率：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采集频率一般为 4h一次，出现应急特殊情况应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 

数据有效性： 

仪器分析数据分为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有效数据是指经过仪器标样测试、手工

分析、在线质控等方式确认符合要求的数据；无效数据是指经确认仪器故障、在线或

非在线质控手段等方式产生的数据。当无法准确判定时，可标记为存疑数据，但必须

在 24h内确定为有效数据或无效数据。定期进行数据有效率计算，即有效数据量占总

数据量的百分比，数据有效率应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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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手段分为在线验证和人工验证，分别采用标样和实际水样比对的方式。 

 

建立保障制度 

为确保水站的正常运行和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水站运行管理办法； 

2) 水站运行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3) 水站质量管理保障制度； 

4) 水站仪器操作规程； 

5) 水站岗位培训及考核制度； 

6) 水站建设、运行维护和质量控制的档案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