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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表水监测断面优化调整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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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了江苏省地表水监测断面设置存在的问题!从国家级和省级管理层面!提出了全省地表水设置的基本原则和
调整对策!共涉及

$"C

个国家断面以及
C==

个现行省控断面(重点指出江苏省断面设置要充分结合江苏太湖)长江)淮河
三大流域的自然规律和地理特点!满足代表性!突出针对性!保持连续性(

关键词!#十二五$"地表水"监测断面"优化调整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9

!!!!!!!

文章编号!

$@;C @;!"

%

"#$$

&

#" ##%C #!

2.)=&1*)

-

"/&1&'!#,'0*)@0"),

[

#05/"

%

I&1/"&,/1

6

!)*"/&1A

-

"/3/X0"/&101$4$

Z

#+"3)1"/1

M/01

6

+#G,&R/1*)

>F98IX)'

!

F9[L)'

2

H

Y

N'

!

K̂98IL+'

2

%

K)/'

2

BNS*+()'O)/0&'()*+',-'./01+').+*)'

2

M-'.-*

!

8/'

A

)'

2

!

K)/'

2

BN"$##!@

!

MG)'/

'

4;!2<4=2

*

JG-

:

*+W0-,B+PB-..)'

2

BN*P/O-5/.-*

Y

N/0).

R

,+').+*)'

2

B-O.)+'B)'K)/'

2

BN

:

*+()'O-5/B3)BONBB-3)'.G)B

*-

:

+*./'3W/B)O

:

*)'O)

:

0-B/'3O+N'.-*,-/BN*-B)'(+0()'

2

$"C'/.)+'/0B-O.)+'B/'3C==

:

*+()'O)/0B-O.)+'B5-*-

:

*+

:

+B-37̂.

)B-,

:

G/B)f-3.G/..G-B-..)'

2

+P.G-B-O.)+'B)'K)/'

2

BNBG+N03W-*-

:

*-B-'./.)(-

!

:

-*.)'-'./'3O+'B)B.-'.O+,W)')'

2

5).G

.G-'/.N*-/'3

2

-+

2

*/

:

G)O/0P-/.N*-B+PJ/)GN0/V-

!

L/'

2

.f-*)(-*/'3FN/)G-*)(-*7

>(<@A<B!

*

.5-0P.GP)(-H

R

-/*

"

BN*P/O-5/.-*

"

,+').+*)'

2

B-O.)+'

"

+

:

.),)f/.)+'/'3/3

A

NB.,-'.

!!

环境监测点位设置与管理是反映环境质量真
实性的控制基础!是分析环境质量变化的基本构
成单元!监测点位设置的科学性)准确性关系到环
保全局工作的正确性,

$

-

!因此!监测点位的管理是
环境监测根本性的基础工作(江苏省是淮河)太
湖)长江三大流域的下游!水网密布!水系复杂!加
之#十一五$期间!经济与环境形势发展变化较大!

地表水水文)水系)地面环境)水域功能均发生了
较大变化!亟待在#十二五$期间进行优化)完善和
调整!建立适应生态管理新要求的国家和省级地
表水监测断面体系(

D

!

江苏地表水(十一五)监测断面现状
江苏省现有水质监测点位共分为

%

大类
"<

种!

分别为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

种')饮用水源地监测
%

%

种')农村地表水监测%

!

种')海水水质监测%

"

种')

地下水监测%

"

种'!监测点位数近
$;###

个(其中!

国控断面
$"C

个)省控断面
C==

个)水环境功能区断面
$"C@

个)小康地表水考核断面
%"<

个)饮用水源地

$$!

个)农村地表水
$@=@C

个(监测功能覆盖国家与
省级环境质量监测)流域水污染规划考核监测)#小
康$环境综合指数考核)环境资源区域补偿)重点水质
断面监测预警)水环境功能区)污染物总量控制等多
项业务领域,

"

-

(

E

!

监测断面主要存在问题
一是地表水监测断面种类复杂!功能交叉"二

是省)市交界断面布点不全!对上游来水监控不
力"三是农村地表水等监测点位较多!村级河流并
不完全具备监测代表性"四是因水利工程设施施
工)码头施工)河流断流)河流改道等原因!有些监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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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断面已不具备监测条件或不再具备监测必
要性(

H

!

江苏省地表水监测断面调整设置原则
!7$

!

断面调整的基本原则
一是要满足国家和省两级环保规划考核要

求,

!

-

(要客观反映#十二五$重点流域考核各水质
污染控制单元的水质变化!能够准确全面地捕获
区域控制单元的水情与水质规律(

二是确保水系监测全面性(江苏省南北水
情)降雨)地貌)海拔差异较大!北部干旱)南部湿
润!苏北淮河流域)沂泗沭流域季节性较强!而太
湖流域潮汐规律性明显!监测断面设置要考虑流
域特点(

三是要#抓大放小$(江苏省国家断面需要覆
盖重要水体和水量相对较大区域!适应江苏省水
量丰沛的省情(要基本覆盖太湖)洪泽湖)高邮
湖)骆马湖等大中湖泊!避免在玄武湖等城市内湖
设点(

四是调整#污染削减型$观测断面!保留对照
断面和控制断面(其中!对照断面上游

"V,

内不
应有影响水质的直排污染源或排污沟!控制断面
应尽可能选在水质均匀的河段(

五是确保位置可达!取样便利!不重复设置,

C

-

(

!7"

!

断面调整的
!

个要点
%

$

'满足代表性(省控监测点位%断面'要能
够代表所在水系或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力求
以较少的断面获取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全面)真
实)客观地反映所在区域水环境质量及污染物的
时空分布状况及特征(

%

"

'突出针对性!即服从环境管理需求优先原
则(环境监测是为环境管理服务的!监测数据是
评价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状况和各级政府环境
保护工作成效的基本依据!因此!省控点位%断面'

设置应优先满足环境管理需求(

%

!

'保持连续性(保留现有国控监测点位%断
面'不变!在现有省控监测点位%断面'的基础上进
行优化和调整!保证江苏省环境监测数据的历史
延续性)系统性(

!7!

!

断面调整的自然和地理因素
主要水系的干流和年径流量在

%

亿
,

! 以上
的重要一)二级支流!年径流量在

!

亿
,

! 以上的

省界河流)入海河流)大型水利设施所在水体等要
设置国家级断面!年径流量在

$

亿
,

! 以上的重要
干流)支流要纳入省控断面调整(

面积在
$##V,

"

%或储水量
$%

亿
,

!

'以上的
重要湖泊)库容量在

$#

亿
,

! 以上的重要水库以
及重要湖库要设置国家级断面(面积在

"#V,

"

)

库容量在
!

亿
,

! 以上的水库要设置省级监控
断面(

在重要河流)湖库上的饮用水源地%日供水量
%

$#

万
.

!或服务人口
%

"#

万人'设置国家级和省
级监测断面(

N

!

地表水监测断面优化调整建议和对策

C7$

!

国控断面调整建议和对策
江苏省#十一五$国控地表水环境监测体系布

局中!长江)淮河流域监测断面布设相对合理!太
湖流域监测断面%点位'布设过密%总计

="

个(其
中!河流

;$

个!湖体
"$

个'!长江)淮河流域监测断
面布设较少!各流域监测断面%点位'整体布设不
平衡!整个体系布局有待优化(

%

$

'增加长江)淮河流域干流和年径流量在
%

亿
,

! 以上的重要一)二级支流的监测断面%点
位'!重点增设省界交界断面)入海河口断面)清水
走廊监控断面(如长江流域增设干流)入海监测
断面"淮河流域在沂河)新沂河)武河)东偏泓等处
增设入境省界断面!监控上游来水"增设新通扬运
河监测断面!加强

"

条清水走廊之间水质交换通道
的监测力度(

%

"

'太湖流域年径流量较小的河流断面降为
省控断面(据统计!太湖流域年径流量在

%

亿
,

!

以上的支流只有
$$

条!年径流量在
!

亿
,

! 以上
的支流有

$<

条!而现在太湖流域河流监测断面有
;$

个!约
C#a

的断面所在河流年径流量不足
!

亿
,

!

!点位布设过密(

%

!

'调整太湖湖体监测点位(现有
"#

个点分
布不均衡!

@"a

布设在岸边!并且有
%;a

的点位布
设于北部区域!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湖体的水质状
况(应当在贡湖)梅梁湖)五里湖)竺山湖

C

个湖湾
及外太湖湖体等各个湖区均设置点位!并运用网
格均匀布点法对现有点位进行调整!合理避开水
深较浅)围网养殖区域(

%

C

'取消城市内湖监测断面!以及因水利工程
&

%%

&

Please contact to Foxit Software for the licensed copy.Web Site:www.FoxitSoftware.comSales and Information:Sales@FoxitSoftware.comTechincal Support:Support@FoxitSoftware.com



第
!

卷
!

第
"

期
!!

张
!

瞞等
7

江苏省地表水监测断面优化调整的构思
"#$$

年
C

月

设施的建设)码头建设)河流常年断流等原因导致
已不具备监测条件的监测断面(

C7"

!

省控断面调整建议和对策
省级地表水监测点位%断面'是指为流域和区域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管理需要!为掌握地表水环境质
量状况和趋势)满足水质监测预警需求而设置!覆盖
重点河流干流及一)二级支流!重点湖库!重点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主要入海河流!省级以上重点工业区!易
造成污染纠纷河流的监测点位和断面(

%

$

'全省各市)县!日供水量
(

$

万
.

以上!或
服务人口覆盖

<#a

以上城镇用水人口的重要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应设置监测点%断面'(

%

"

'重点水%流'域主要干流及一)二级支流!

在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内每
%#V,

应至少设置
$

个监测点%断面'"在出入省界和跨市界处)河流的
入海口处)重要支流汇入前及干流汇入口上下游
应设置监测点%断面'(

%

!

'重要的湖库应在主要出入湖库河流处设置
监测点位%断面'"湖库按湖体自然状况划区设置断
面(空间分布要具有代表性!无明显分区的!可采用
网格法按湖库面积设置监测点%断面'!原则上每

%#

"

$##V,

"应设置
$

个监测点%断面'(

%

C

'现有国控点和国家流域考核断面均纳入
省级监测网(

%

%

'省级以上投资建设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
测站监测断面均纳入省控地表水预警断面(

!!

%

@

'根据不同原则设置的监测点%断面'!位置
处于同一水域并且水质变化不大的!可只设置

$

个
监测点%断面'

"

%

#

(

%

;

'取消原削减断面(江苏省水网密布)水系
众多)点源和面源较为复杂!导致上游断面自然削
减的理想条件不足(因此!建议所有原#削减型$

断面统一调整为#控制型$断面!监测功能由观测
污染削减水平和削减趋势转变为控制该断面上下
游一定距离内的平均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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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讯快递!

江苏省将建设生态环境监控系统

江苏省将正式启动#

$<!$

$生态环境监控系统建设工程!即建设一个全省联网资源共享的生态环境监
控平台"集成饮用水源地)水环境)空气环境)辐射环境)重点污染源)机动车)危险废物)风险源等八大监
控系统"组建省)市)县三级环境监控中心"出台一套环境监控管理办法(与此同时!将逐步对重点污染
源)污水处理厂)大型燃煤电厂)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机动车环检机构)环境风险源等各类企业单位实施全
方位自动监控!不达标的企业不予颁发或换发相应的环保许可(

为确保群众饮用水的安全!江苏省计划针对全省万吨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面实现省级联网
自动监测(据了解!除已建的

@C

个饮用水源地自动站外!还计划新建
!!

个饮用水源地自动站!实现省级
联网(为防止辐射污染事故!将建立覆盖全省的辐射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系统!确保核设施与放射源的安
全时刻处于受控状态(将在无锡)徐州)常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

=

个省辖市各增建
$

个辐
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并在田湾核电站西南方位再增加

%

个连续自动监测哨!进一步完善辐射环境监控子
系统覆盖面(

)摘自江苏环保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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