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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总量控制中儿种主要

污 染 监 测 指 标 测 定 法 的 述 评

徐 兆 麟
7大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8

一
、

关于水质污染的总量控制

水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

是对给定水域
,

按特定污染指标的最高允许负荷总显向各

有关的污染源合理分摊污染负荷盆
,

伴随着相应的技术措施
,

分期地削减允许排 放 量
,

直

至达到环境容足为 9眨的控制方法
2

也就是控制和调整各污染源排出的污染物总量不超过

环坡弃呈 7或接近环旋容份的环境日标苗8的方块
,

泣量拉制的日的扰是要达 到 环 境
、

:
, ;

准洁
2

对一些交换
、

自净能力较差的水从
;

就某些特定的污染指标实行泣量控制是十分必

要的
2

实际上
,

总见控制能否得以实施
,

首先在于对选定水域环城容量的了解
,

或者合 理 的

环境目标值的设定
,

以及掌握总量控制与该水域浓度控制的相关性 < 切合实际的综合污染

指标的选定和准确
、

精密
、

简便
、

快速
、

连续
、

自动的监测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本文 拟 就

对现行有关水质总量控制方面的各种污染指标和测试技术作一评述
,

以便推荐较为 适 宜

的污染综合指标
2

甲

二
、

对几种主要污染综合指标的评价

实行总量控制
,

必须预先确定控制指标
2

而该指标的确定
,

则应视欲控水域污染实况

和特定的控制目标而定
2

公共水域的污染
,

主要是 由于生活和生产活动所引起
,

因 此
,

控

制目标首先应当是有机污染物
,

选用的污染指标应当是能够及时地反映水质有机污 染 实

况的综合性指标
2

适于此目的的指标有 = ∋ >
、

, ∋ >
、

) ∋ >
、

) ∋ ,
、

? ≅ ∗ 等
2

兹就各项指

标的特点及有关问题讨论如下
;

!
·

� 生化需氧量 7卫∋> 8

为了掌握水质的有机污染程度
,

了解生化降解的可能性
,

为生化处理设施设计提供丛

础数据
,

以及评价已有污水处理设施的性能等
,

多年来沿用 = ∋ > 这一参数作为间接的综

合性控制指标
2

刀∋ > 是一项经验性生物试验方法
,

方法本身与治理上应用的生化处理技

术密切相关
,

就此而言
,

本法是任何其他指标方法所不能媲美的
2

本法的技术关键在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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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总觅控制中几种主要污染监测指标测定法的述评

何正确地确定必要的稀释倍数
2

如欲取得最佳测定结果
,

应使培养五天后溶解氧悄 耗皿

占开始培养时溶解氧含量的 ΑΒ 、阳形 < 本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
‘

选用的菌种对不同试样

未必全然合适
,

如接种量不适宜
,

将引起很大的测定误差 <另外
,

标准方法中缺少对于所接

种的微生物培养方法的详细说明丫稀释操作也显得过于复杂
2

在标准方法中应当提 出‘

种能够预断稀释倍率的方法
2

事实上
,

如欲将耗氧量控制在
‘

乐Χ< Χ2 ∋Δ Ε Φ 7按!Β
。

己时> 0
‘

的饱和量为  
2

.ΔΔ 加计 算8
,

并非是轻而易举的
2

此外
,

很难预测那些对测定可能产生干

扰的物质 <在标准分析方法中还缺少对试样中可能存在的氧化还原性物质 7, 几
、

# ∋ 8 的

前处理方法
,

以及对测定有干扰的金属的种类和界限浓度的说明资料一
般说来

,
其干抚

7抑制8强弱次序如下
; ∗ Γ今− Γ ”Η 3 Ι ‘ϑ Η , 5 ! Β 琴

一
Η # Κ歼Η ℃。杆Η 3 少ϑΗ ! ��! 协劳阿犷

特别是当水样中银
、

汞为 。
2

�、Β
2

!Δ ΕΦ 渊司为 士ΔΔΦ
,

铬为 ΛΔ Ε
、

Φ 时
,

可 显示 Χ Β对的抑制作

用
2 ”

= 0 > 法所测数据中的较低测定值的可信度和重现性都很差
2

目前国内外已有基 于

库仑计法
、

,

曝气法
,

氧电极法以及较为简易的 , Β
!

吸收检压法的专门仪器
,

但 由于 测定
时间长

,

误差大等原因
,
‘

当前还仪限于实验室使用
。

不能用于现场自动测是; 常见的商品

仪器有 > ( 一 ! Β Β Β 库仑计 7日本大仑电气公司8
、

= ∋ > 一 ! 型 = ∋ > 计7电气化学计器公司8二

= ∋ > ∗ 一 �型 = ∋ > 自动测定装置 7崛场制作所 8等
2 、 ’

2

一 ‘
」

废水中不同有机物对同一种微生物
,

或者同一种有机物对不同微生物的作用和 影
‘

响

均有差异 <现在生物处理工业废水技术已进入酶法
,

变异菌 7或称专性菌
,

如酚分 解菌
、

氰
分解菌等8沼和即将进入多质体微生物7应用遗传信息8的阶段

2
‘

因此现行的 = ∋ >
。

、

法作

为工业废水处理的检测标准
,

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2

另外
,

‘

由于此法不易实现连续快速自动
‘

测定
,

不能对排污系统和特定水域进行现场监测
,

故不能作为总量控制的综合性
’

污
’

染指

标
2

实行总量控制时
,

污染负荷的分期削减率的确定直接和水体的自净能力 有关
2

水体

的自净过程也就是耗氧的过程
,

如能选用一种与 = ∋ > 密切相关
,

而又能实现连续
、

自动
、

,

快速测定的氧参数控制方法是所希望的‘
· 卜

, ‘ 2

户

表 】 = ∋ > 手动和自动测定方法的比较

手手动标准准 标 准准 稀释水中的溶解氧氧 无无 化学分析法
,,

骼 止止 由培养期前后的测测

分分析方法法 稀释法法法法法法
,

定值算出出

自自自 检检 直接法法 定电流电解产生的的 有有 用微压计检测压力变变
‘

搅 拌拌 由自动记录的耗氧曲曲
动动动 灌灌灌 载气气 7吸收剂888 化定电流电皿法

‘‘‘

线上自记的 = 0 Ε 值表示示

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
定定定 电电 稀释法法 稀释水中的溶解教教 无无

,

隔腆氧电极法法 搅 拌拌 耗氧曲线自动记录录

方方方 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
法法法 法法 立接法法 曝 气 浓浓 有有 隔膜 氧 电极 法法 间 歇歇 立接表示 茄为位位

77777777777曝气驱脚脚脚 搅 拌拌拌

稀稀稀稀释法法 定电流电解产生的的 有有 电极法
、

定电流电且法法 拢 拌拌 由自动记录耗氧曲线
「「

立立立立接法法 载气气气气气 上自记的 =∋ > 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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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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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需氧量 ∃ %& ∋ (

% & ∋ 是表征水质有机污染的另一项重要的氧参数综合性指标
,

是水中能被氧化的物

质 ∃有机物
、

亚硝酸盐
、

亚铁盐和硫化物等 (用氧化剂进行化学氧化时所消耗的氧量 ∃毫克)

升 (
∗

对 于特定的水域或排污废水
,

% & ∋ 与 + & ∋ 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

% & ∋ 测定在

一定程度上已实现连续自动测定
,

日本选用 % & ∋ 作为排入东京湾
、

伊势湾
、

懒户内海 的

污水和江河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

现行的各种 % & ∋ 分析方法都有一定的应用范 围和 针 对 性
∗

目 前 广 泛 采 用 的

% & ∋ 五, −

法中
,

氧化剂浓度
、

反应液酸度
、

试剂加入顺序等对测定结果均有影响
,

特别是 加

热的温度和反应时间等条件更为重要
,

是造成分析误差的主要原因
∗

在酸性高锰酸 钾 法

中如遇有含氯离子浓度高的水样时
,

应适当减少水样量
,

控制硫酸银加入 量 以 # 克为 限

∃约能抑制 ∀. / 0 1 的%# 一
(

,

否则由于沉淀过多
,

滴定终点难以辨认
,

导致分析结果重现性不

良2 测定中还要注意强加搅拌
,

以防氯化银沉积在溶解度很小的 3 1 多 .
4

∃5 碘梦认二 #
二

6 7

#. 一
勺粉末表面上

,

影响催化效果
∗

再者当遇有含挥发性有机物水样时
,

加热时一定要加

装回流冷凝装置
,

分析中所使用的空白溶液不要使用离子交换水
,

要用蒸馏 水
,

#。。0 !空

白液的 .
∗

. ∀ 6 8 9 : − / 2
消耗值应不大于 。

∗

如
,

#
,

否则将会影响测定结果
∗

% & ∋ 、。
法操作简便

,

需时较少
,

但对水样巾有机物的氧化 程 度 不 如 % & ∋ 。,

法 ∃这

里应说明的是按所规定的方法而言
,

%& ∋ 。 氧化力 强 于 % & ∋ / ! ;

法
,

但 不 可 理 解 为

< ; %气= 氧化能力大于 9 : − &刁
∗

对于一定地点的排污废水
,

% & , (灿 和 ∃
’

& ∋
> 、
一般均

同 愁& ∋
。

之间厅在若一定的相关性
,

如
;

沈阳酉部污水系统
; % & ∋

∗ ,

? ∀
∗

# 4 # + & ∋ 。
十 ∀ 了

∗

∀ 6

沈阳南部污水系统
; % & ∋ 、二 ≅

∗

4 ≅ 6 + & ∋ 。一 6≅
∗

Α∀

% & ∋ 。,

法氧化力较强
,

特别是采用硫酸银为催化剂后
,

除苹
、

甲苯
、

毗吮等少数 物 质

外
,

很多有机化合物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氧化
,

分析重现性较好
∗

氯离子在热沸的硫酸溶

液中
,

可被 9 ; % Β ; & ;
定量地氧化

,
%,一 , ΧΔ 0 消耗氧 /

∗

∀ ∀ 6 Δ Δ 0
。

% & ∋ 。,

法是早期发展起来

的标准方法
,

同 + & ∋ 。

和 5 & ∋ 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

但是分析时间长和有害 废液需要处

理等限制了本法的推广
∗

关于+ & ∋ 。、 % & ∋ 。
、

% &巩
。

在测定值上的不同和相互关系
,

如表 ∀
、

图 # 所示
∗

采用 % & ∋ 为污染指标实行总量控制时
,

测定方法有四种
;

#
∗

用水质自动分析仪测定的方法 2

∀
∗

由定比混合取样器采水
,

实验室手工分析方法 2

≅
∗

按指定的标准手工化学分析法进行分析 2

4
∗

用简单的水质分析仪半自动分析方法 ∃如没有自动采水或自记装置等(
∗

早期取得进展的自动分析装置多采用 %& ∋ Ε ,

法
,

后来为了加快分析速度
,

消除有害

废液的污染
,

开始采用 % & ∋ 。电位示差滴定和定电流电量滴定等方法
∗

自动分析装置一般要具备自动采水
、

供样
、

计量
、

稀释
、

输 送
、

自动 测定
、

结 果 显 示

以及自动清洗等多种机能
,

结构比较复杂
∗

从测定开始到测定 位 存 储
,

约 需 � 小 时 左

右
∗

∀
·

≅ 总瓣氧盆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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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玩
、

, ∋> 沂
、

, ∋ > 枷
·

法对一些有机物的氧化率

化 合 物 名 称 , ∋ > 五丁
, Ν 刀∋ > ‘ , ∋ > 。,

� Ο
2

Χ

�Β>
2

Β

� �
2

Β

、�  
2

�

�  
2

�

�  
2

Π

�  
2

Β

� 
2

Β

�Χ
2

Α

�Θ
一

Β

�Χ
2

Ο

�Α
2

Ο

� Θ
2

马

旧钊相妇引2
‘

�加卜三+翻卜自创已9司
曰9八�月‘门∗‘ΒΦ‘Β∗Γ月‘Φ

‘∗∗∗∗∗∗

⋯⋯
而.−!!ΗΙΦ。∗片Ι介..自伙月−八”叮&Ι‘4−目理吐Ι−Φ任。片自飞品。∗&ϑ‘‘吮。Κ∗Λ∗。了

,上⋯4
汀∗6∗6∗Α

二

滩∗∀∗Μ

⋯#
−Φ&Ι&自−‘民ΙΦ刀‘−八盯自ΝΓ口片#−Ι几Ι!且.臼叭&,人‘任−自内&厅‘Φ住口Ι

Φ∗!,3=Ι酸酸酸酸素酚酚糖糖糖醇醇油

氨甲

芽乳

草醋苯甘尿苯甲麦蔗半

乙甘

5 & ∋ 也是一项重要的氧参数水质污染 综

合指标
,

是将水样置于 Μ∋ 。? Α 。。
。

% 的高 温护

中
,

在铂催化剂存在下燃烧
,

使有机碳 化物
,

以

及含氮
、

硫化合物完全氧化成诸如 Ο ; &
、

8 &
、

Π . ;
等稳是的化合物

,

通过检定燃烧前后 氧 量

的减少而测出 5 & ∋ 的方法
∗

5 & ∋ 法对各种有机化合物的检出率都 很

高 ∃理论需氧量的 Α. ? # .. 万
,

参见表 ≅ (
,

测定

周期短∃仅 ∀ ? ≅ 分钟(
∗

从水质自动监测 的 要

求来看
,

5 & ∋ 这项指标和测定技术有 着广
,

阔

的发展前景
∗

Ε . ∋ % ;

+ &∋ 6

图 , %
,

Η ∋ / , 、

+ & ∋ 。、% & ∋ 河 −

氢化为
、

相互关系示意图

∗

已经商品化的 5 & ∋ 自动测定仪大部分由氮气流量控制
、

氧气渗透机构几自动进祥系

统
、

装有催化剂的高温燃烧管
、

冷却器
、

氧检测装置以及记录装置等组成
∗

一般流程 可示

意如图 ∀ 所示
∗

所使用的氧检出器有氧化错高温固体电解质浓差电池和铂一铃液体燃料电池
∗

前者

结构简单
,

响应快
,

量程范围宽
,

稳定可靠
,

操作维护容易
,

长期便用无需维修
2 而后者由于

极化现象
,

使电池输出的电流值发生变化
,

每隔一
、

二周要更换一次电解液
,

并 需 清
‘

洗 电

极
∗

也有人提出直接用热导池检测器测氧
,

或者使燃烧后残存的氧与过皿的氢反应
,

再用

热导池检测残留的氢
,

从而间接地测出 5 & ∋ 的方法
∗

当前5 & ∋ 自动测定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千扰成分的影响
,

凡是在燃 烧
‘ ’

时 能

释放出氧的物质
,

能改变氧分压的物质
,

或者能使催化剂中毒的物
『

质 都 直接 影 响 测定

值
,

∃ # ( 溶解氧 ∃ ∋ & (

水样中的溶解氧在燃烧时参与反应
,

致使 5 & ∋ 值减小
∗

’

当水样中 ∋ & 值较 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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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Ο 某些有机化合物 7ΘΒ 即。溶浪8的总需氧量 7) ∋ > 8 7单位ΔΔΦ 8

化合物名称
测 定 值

理 论 值
以理论值计算的检出率

, ∋ > 卫∋ > ) ∋ > , ∋ > = ∋ > ) ∋ >

士Β
2

�

�Β Χ

Ρ舀只?1二

<
2

已ΡΣ‘�
Ν

内,−口

∀ 4
一

6

≅ 6
∗

Μ

Μ启
一

6

Α 6
∗

Μ

Μ ≅
∗

≅

Α 6
∗

Μ

了4
∗

4

Μ Α
∗

Π

Α #
∗

≅

# . ≅
∗

#

# 4
∗

Μ

− 叹 −

&Ι%!!=月−“=Ι一Ι,幼
犯以朋犯助一.#那

心几‘∗一魂工

Π #
∗

∀

6 6
∗

+

了6
一

了

# ∀
一

Μ

4 6
∗

4

了Α
∗

Μ

6 6
∗

6

6
∗

≅

≅
∗

Π

民甲 次

6 .
一

了

了Θ
∗

Μ

≅Μ
∗

.

月性Φ占确Ι

⋯
−/−甘八‘−口=公−口

了
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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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总派控制中几种主要污染监测指标测定法的述评

氮氮 气气气 硅橡 胶管管

燃燃燃燃燃燃燃燃燃燃燃
自自动采样装皿皿皿 烧烧

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空空 压 机机

Τ橄检 出
’

器
尸

一下, 了 ,

一8 :
2

Υ

一
�

�

门 却 Τ

洛

阵 录 器 Υ

图 ! ) ∋> 测定仪示意流程图

) ∋ > 较 小时
,

可单独取样测定 测 值中
2

通常采角的办法是预先

待除去 > ∋

子

> ∋
,

然后补加到 ) ∋ >

后再行测定 ) ∋ > 值
2

卫。; 瓢离子醚不敲正常江河水呵
对于苯二户酸 氢 钟 溶液

当 ,卜 ‘含量过高时Υ) ∋ > 值科高 且测冬值不稳
·

Υ

硫酸在燃烧时分解

,

生
蔽
氧气

;

结果使 ) ∋ > 值变低
2

影响结果
2

− 石。、卫丝二旦立
ς

塑二任氏。
ϑΩΘ

。
,

ϑ 卫‘Χ
, 、

Υ
,

一 <

一

二 Υ
Ν 一

「
,

, 2ΞΝ ⋯
、

·

可用氢氧化钠将水样中和成碱性再进样屯这样可防止加热时分解
,

Τ
Υ

“
<

‘ 一<

Υ
‘

7 Α 8 硝酸和硝酸盐
· ‘ ’ 、

<

硝酸和硝酸盐在 � Β Β
“

, 高温下能释放氧气
;

Α # Ψ # ∋ Ο
� Β Β

“

,
·

Δ Σ
’

8

、Λ# Ψ 么口ϑ Α # 0 ϑ Ο
’

0
;

结果致使) ∋ > 值大幅度地减低
2

因此在化学工业
、

粪便处理设施
、

污水处理厂等处
,

有时

会出现同
,

,∋ > 相关性差的现象
2

;
’ · ’

飞

‘

7 Θ 8 其它
;
盐类

、

重金属
、

铁盐
、
悬浮物均有不同程度千扰 ;一

上述各种影响妨碍着 ) ∋ > 的推广应用
,

甚至有人断言 ) ∋ > 对海水不适用 < 事实井
非如此

,

笔者等对大连湾 !� 。713 Φ 8
“
海域的

2
Ο 个断面的 �Α 个站 位不同嫌度!Α小时连 续

取样的测定
,

已取得良好的结果
2

一亘上述千扰问题全部解决后
,
) 0 > 很有可能成为 公

共水域总皿控制的污染指标
2

!
·。

Α 总 有 机 碳7) ∋ ,8

) 0 3 是近年来使用的监测水质污染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之一
,

是直接以水样中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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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碳量来表示其中有机物含量的
∗

显然本法较之 + & ∋
Σ 、

% & ∋
、

5 & ∋ 等间接的氧参数

法更能确切地反映工业废水和天然水体中有机物的污染情况
2
从生态学来 看

,

用 5 & % 作

为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也比 + & ∋
。

和 % & ∋ 更为实用
∗

5 & % 测定方法是在有机元素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根据碳转换方式的不同
,

可

分为湿式氧化法和燃烧氧化法两类
,

后者又可分为单炉 ∃高温炉 (燃烧法和 双 炉 ∃高
、

低温

炉 (燃烧法
∗

就其检测方式不同
,

又可分为非散射红外 ∃ 8 ∋ , < (
、

气相色谱 ∃ Τ % ( 和电导

∃ Υ % (等方法
∗

早期的实验室 测定方法是采用古典的湿式氧化法
∗

这种方法需 用 时 间

长
,

回收率低
,

并且难于实现连续自动监测
,

因此一直没能得到普遍的承认和 推 广
∗

六十

年代初期
,

英国道化学工业公司首创
,

快速测定稀水溶液中 5 & %的方法
∗

目前在 美国
,

以 5 & % 测定仪做为水体中有机物含量的监测仪器已占主导地位
∗

日本七十年代初 期也

已开始采用
∗

5 & % 法检出率高 ∃参见表 4
、

Π
、

6(
,

测定误差小
,

容易仪器化
、

自动 化
,

目前

已有多种定型商品仪器问世 ∃参见表 Θ (
,

其原理示意性流程如图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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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Ι ν 3 〔紫外吸收法 (

存在于污水中的芳香族有机化合物和一些具有不饱 和 双 键 的 化 合 物 对 于 ∀ Π. 、

湘∋− 0 紫外光有强烈的吸收
∗

利用这一特性
,

可以测定某些特定的污水中有 机 物 的浓

度
∗

紫外吸收法测定有机物有着很人局限性
,

如对蔗糖
、

葡萄糖
、

麦芽糖
、

淀粉
、

糊精
、

饱和

低级脂肪酸
、

醇
、

氨墓酸 ∃除芳香族氨基酸外( 等化合物则很少有吸收
,

或者没有 吸 收
∗

水

样中的悬浮物和硝酸盐
、

亚硝酸盐等也能吸收这一波段的光线
,

随着 波 长 变 短
,

吸 收 加

强
∗

紫外吸收法所使用的仪器属于流通式检测仪器
,

结构简印∃以低压永灯为光拟(
、

择作

方便
、

响应快
、

成本低廉
,

近年来已相继有许多型号商品仪器问世
,

其 中 较 为 通 用 的有

& Β :一
般 型 ∃日木电气化学计器 (

、

ς 7 Ι 型 ∃ 口木富士电机 (
、

Ι ν & % 一 # 型 ∃日 本 崛 场(

等 Ι ο 3 测定装置
∗

此类仪器同他种仪器配合使用
,

对水质进行常规监视是 行 之 有 效

的
∗

对于以生活环境排水为对象的下水道水
、

江河水和某些特定的排水 ∃如造纸 废 水 (
,

Ι ο 3 同 % & ∋ 之间有较好的相关
,

尽管如此
,

本法仍似不能成为 总 量 控 制 的 综 合 指

标
∗

三
、

流量的测定

在总量控制中
,

排入控制水域的水的污染负荷总量按下式计算
;

; 一

Φ笋
。

·

“‘

少 ;
污染物总量 ∃克) 日(

ν ;
水量 ∃米叮秒 (

叼
;
排水水质 ∃克) 米π(

由上式可见
,

为了计算负荷总蛋
,

流量的测定与水质测定有同等的重要性
∗

由于排水

的水质和水量是经常变化的
,

所以水质和流量的测定应同步进行
,

并且宣应及时地计算出

瞬时总量位
∗

在总量控制巾
,

对所采用的流量计
、

流速计
、

积算体积计等均应予以统 一规

定
∗

日本法定的适于总盘控制目的的流皿测定仪器的种类有 ∃表 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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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总是撞制中几种主要污染监测指标测定法的迷评

表  

流流 全 计计 流
’

速 计计 积 算 体 积 计计
了了了了了

堰堰 式式 叶 轮 式式 堰
、

式式

流流 槽 式式 超 声 波 式式 流 把 式式

流流 速 水 位 式式 电 磁 式式 流 速 水 位 式式

面面 积 式式式 面 积 式式

压压 差 式式式 压 差 式式

倾倾
‘

斜 板 式式式 倾 斜 板 式式

叶叶 轮 式式式 叶 轮 式式

回回 转 球 式式式 回 转 球 式式

涡涡 流 式式式 几 涡
、

流 式式

超超 声 波 式式式
‘

超
、

声 波 式式

电电 磁 式式式 电 磁 式式

四
、

适当的污染指标和监测技术的选择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口, 和 ) ∋ > 较之其他指标有着突出的优点
,

大体上可以归纳

如下
;

, ’

一

�
2

) 0 3
、

) ∋ > 对于水样中有机物的检出率高
,

接近理论氧化率
,

并且物种 的 差异

性不大
2

前者便于掌握有机物的总量
,

后者则可测出包括含氮
、

磷
、

硫等有机物 在 内的总

需要量 < 两者配合使用有助于了解水质瞬时变化实况
2

!
2

) ∋ ,
、

) 0 > 测定迅速
、

准确
,

从方法原理来看容易仪器化
、

有动化
2

Ο
2

= ∋ > 和 ,∋ > 豪然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着相关性
,

但是相关系数通常均在 Β2 ”以

下
,

从原理上来说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2

事实上
,

当水质变化频度较大时
,

+

这种 相 关

性是很差的
2

Α
2

尽管从对各种有机物溶液的 ) ∋ , 和 ,∋ > 或 = ∋ > 的测定结果看它 们 之间并

不相关
,

然而在对江河水和一些污水实测中发现确实存在 ς 定的相关性
,

如
;

对江河水
; 3 0 七喻

”
β Β2 �) Β , ϑ  2 �

‘

5去 Β
2

了!

= ∋ > 。ββ !
2

Ο) ∋ ,一 Χ
2

�

犷二Β
2

Χ)

如采用回归方程计算
,

= ∋ > 对 ) ∋ , 回归
;

= ∋ > 。“ �
2

了Λ) ∋ , 一�
2

�

) ∋ ,对 =∋ > 回归
;

= ∋ > 。二 �
2

>Α) ∋ , ϑ Α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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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 ) ∋ , 的比值 7平均值8为 �
2

Ο 

,∋巩
�,

同 ) ∋ , 的相关系数 7 5 8为 Β2 Π!
,

比 ,∋ > 3 5

或 = ∋ >
。

的相关性好
2

如采用回归方程计算
;

) ∋ , 对 ,∋ > 五χ Ρ

回归
;

,∋ > 从
Ρ

β �
2

了Λ) ∋ , 一 �
2

�

,∋ > 二
,

对 ) ∋ , 回归
;

,∋ > ”
� �

β Β
2

� Β ) ∋ ,十  
2

�

,∋巩
, ,

对于 ) ∋ , 的平均比值为 �
2

Θ 

,∋ > 烧 同 ) ∋ , 的相关系数为 Β
2

ΧΒ

, ∋ > 0 5

β !
2

! ) ∋ , ϑ ! Χ
2

 

, ∋ > 浇二 Χ
2

!) ∋ , ϑ ! Ο
2

了

如采用 回归方程计算
;

) ∋ 3 对 ,∋ > 3 5

回归
;

, ∋ > 伽β Χ
2

�了) ∋ , 一 ! Ο
2

Π

, 0 > 。,

对 ) ∋ , 回归
;

,∋ >
心;

ς ,
2

场 ) ∋ , ϑ , Ρ
2

&

,∋ >
。 ,

对 ) ∋ , 的平均比值为 Α
2

!�

工业废水 ) ∋ ‘ 和 ,∋ >
‘、
的关系大体上在 么。、Χ

2

Β之间
< 对千食品工业废水

、

浩纸废

水
、

化工废水
、

生活污水等的招关关系如下
;

对于工业废水
;

) ∋ , ς Β
2

!叭
’

∋ 工场
; 、

ϑ � Α

5β Β
2

� Θ

对于煤气厂经活性污泥处理的水
;

) ∋ ,一 ∋
2

! Π ,∋ > 乃� �」

ϑ Χ Χ
2

�

5ς Β
2

 Α

对于粪便放流水
;

= ∋ > ς �
2

! Α) ∋ , 一 ! Α
2

�

5β Β
2

 Θ

= ∋ > 一 �
2

Α �) ∋ , 一 Χ
2

Ο

5一 Β
2

� Θ

= ∋ > 一∋
2

� Χ) ∋ , 一 Ο
2

!了

5一 Β
2

 Χ

此外
,

由于 ) ∋ , 分解水样需用时间短
,

测定精度高
,

有利于污水处理的质量管 理 和

对污染源的追踪
2

Θ
2

) ∋ > 测定不需要高超的技术
,

结果重现性好
,

对于江河水溶解氧的 减 少 的测

定
,

选用一∋ > 是最有效的
2

丁∋ > 间 = ∋ >
、

,∋ > 在多种水质之间都存 在 若 较 好 的 相

关性
,

如
;

对于江河水来说
,



� 期 徐兆麟
;

水质总址控制中几种主要污染监测指标测定法的述评

) ∋ > 和 = ∋ > ;

) ∋ > β �
2

Ο= ∋ > 。ϑ Α
2

了

) ∋ > β �
2

�Χ= ∋ >
。
ϑ �Β

2

Α
“

5一 Β
2

 Χ

如采用回归方程计算
,

= ∋ > 对 ) ∋ > 回归
;

) ∋ > β �
2

Ο Α = ∋ > ϑ Α
2

Π

) ∋ > 对 = ∋ > 回归
;

) ∋ > ς �
2

� Χ= Β > ϑ � Β
2

Α

) ∋ > 对 = ∋ > 的平均比值为 �
2

Χ!
,

相关性良好
2

) ∋ > 和 ,∋ > ;

,∋ > 物 氧化力笋误差大
,

相关与否视试样中有机物能被氧化的程度而定
,

‘

一般的江

河水
,

相关系数为Β
2

  

如采用回归方程计算
,

2

一 ‘

3 0 > 对 ) 0 > 回归
;

) ∋ > ς !
2

! Α,∋ > 一 Ο
2

 

) 0 > 对 ,∋ > 回归
;

) ∋ > 二 �
2

Π Ο,∋ > ϑ Ο
2

!

) ∋ > 对 3 Β > 的平均比值为�
2

肠

对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来说
,

) ∋ > 和 ,∋ > ;

) ∋ > ς �2 Θ, ∋ > 。一 Ο Χ。 7化工废水8

5一 Β
2

� Α

) ∋ > 一 !2 了,∋ > 玉卜�

ϑ �Χ 7生活污水
,

处理水8

β Β
2

� Α

一般来说
,

同 ,∋ > 。 有良好相关性
,

而同 ,∋ > 斑
幻

的相关性则较差
2

Χ
2

) ∋ ,和 ) ∋ > 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江河水和一般排水来说
,

相关 系数 多 在 。
2

 以

上
2

水质污染来源是复杂的
,

因此完全 以一种指标进行衡量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2

从 目前

掌握的技术条件来看
,

在公共水域的总量控制中
,

以采用 ) ∋ > 这一氧参数指标做为控制

指标
,

并用 ) ∋ , 做为参考指标
,

用以控制总碳量和验证杂质对 ) ∋ > 的影响较为合适
2

最近笔者发现 Α ΑΒ 、Α “。Ρ Φ 的荧光无论用以标志河水或海水的有机物污染程 度都很 有
效

,

干扰因素少
,

较之 ? ∃ ∗ 有很大优点
,

一经成功
,

很快可以制成流通式现场自动
、

连 续

测定装皿
,

对于组成比较稳定的海水
、

江河水和一些污染物组成与含址比较恒定的工业废

水来讲
,

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 ) 0 3
2

当前
,

仍普遍沿用 = ∋ > 或 ,∋ > 做为水质污染综合指标
2

为了试图 用 ) ∋ ,
、

) ∋ >

代替 = ∋ > 或 ,∋>
,

明确不同水质的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2

) ∋ , 和 ) ∋ > 之所以尚不能代替 ,∋ > 或 = ∋ > 的主要原因是无机物对测定 的干

�、Ν 
Γ

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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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尚未能完全解决
2

笔者认为
,

如能加强对燃烧催化剂和担体的筛选
、

以及制备和装填形

式的研究
,

则有可能在很大幅度上提高催化剂的活性和寿命 < 与此同时再采用一些诸如适

当地加设水样除盐器等技术措施
,

上述各种困难是有可能克服和解决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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