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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４９号

为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污

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水平，现批准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等七项标

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２—２００７）
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７５—２００７）
三、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试行）（ＨＪ ／ Ｔ ７６—２００７）
四、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３—２００７）
五、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４—２００７）
六、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６—２００７）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７５—２００１）
二、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ＨＪ ／ Ｔ ７６—２００１）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ＨＪ ／ Ｔ ３５４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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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污染源污染物

排放总量监测，规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验收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验收方法和验收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已安装于水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
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数据采集传输仪等仪

器的验收监测。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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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１ 适用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验收方法和验收技术指标。

１２ 本标准适用于已安装于水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
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数据采集传输仪等仪

器的验收监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６９２０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ＧＢ ７４７９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 ７４８１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８９３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５００９３—２００２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６８—２００６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ＨＢＣ ６—２００１ 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

ＨＪ ／ Ｔ １５—１９９６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ＨＪ ／ Ｔ ７０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ＨＪ ／ Ｔ ９６—２００３ 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０１—２００３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０３—２００３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０４—２００３ 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９１—２００５ 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２１２—２００５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 （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ＪＢ ／ Ｔ ９２４８—１９９９ 电磁流量计

ＺＢＹ １２０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作条件 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

指在污染源现场安装的用于监控、监测污染物排放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
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
水质自动分析仪、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和数

据采集传输仪等仪器、仪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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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本标准所称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由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站房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组

成。

３３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用于测量明渠出流及不充满管道的各类污水流量的设备，采用超声波发射波和反射波的时间差测

量标准化计量堰 （槽）内的水位，通过变送器用 ＩＳＯ流量标准计算法换算成流量。
３４

电磁流量计

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成的一种测量导电液体体积流量的仪表。

３５
水质自动采样器

一种污水取样装置，具有智能控制器、采样泵、采样瓶和分样转臂，可以设定程序，按照时间、

流量或外部触发命令采集单独或混合样品。

３６
数据采集传输仪

采集各种类型监控仪器仪表的数据、完成数据存储及与上位机数据通信传输功能的工控机、嵌入

式计算机、嵌入式可编程自动控制器 （ＰＡＣ）或可编程控制器等。
３７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指自动分析仪在检验期间的总运行时间 （ｈ）与发生故障次数 （次）的比值，单位为：ｈ ／次。
３８

零点漂移

采用零点校正液为试样连续测试，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指示值在一定时间内变化的幅度。

３９
量程漂移

采用量程校正液为试样连续测试，相对于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测定量程，仪器指示值在一定

时间内变化的幅度。

３１０
ｐＨ 标准液
用基准试剂配制的 ｐＨ标准溶液，有如下 ３ 种：
邻苯二甲酸氢盐 ｐＨ标准液 （ｐＨ ＝ ４ ００８，２５℃）。
中性磷酸盐 ｐＨ标准液 （ｐＨ ＝ ６ ８６５，２５℃）。
四硼酸钠 ｐＨ标准液 （ｐＨ ＝ ９ １８０，２５℃）。

４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验收

４１ 验收条件

４１  １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已进行了调试与试运行，并提供调试与试运行报告。

４１  ２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吸
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和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等水污
染源在线监测仪器进行了零点漂移、量程漂移、重现性检测，满足表 １ 中的性能要求并提供检测
报告。

２

ＨＪ ／ Ｔ ３５４ ２００７



表 １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零点漂移、量程漂移、重复性和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性能指标

仪 器 类 型 项 目 性 能 指 标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

重复性 ± １０％

零点漂移 ± ５ｍｇ ／ Ｌ

量程漂移 ± １０％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３６０ ｈ ／次

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

重复性 ± ５％

零点漂移 ± ５％

量程漂移 ± ５％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７２０ ｈ ／次

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

重复性 量程的 ± ２％以内

零点漂移 量程的 ± ２％以内

量程漂移 量程的 ± ２％以内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７２０ ｈ ／次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电极法

光度法

重现性 ± ５％

零点漂移 ± ５％

量程漂移 ± ５％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７２０ ｈ ／次

重现性 ± １０％

零点漂移 ± ５％

量程漂移 ± １０％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７２０ ｈ ／次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重现性 ± １０％

零点漂移 ± ５％

量程漂移 ± １０％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７２０ ｈ ／次

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

重现性 ± ０ １ ｐＨ

漂移 ± ０ １ ｐＨ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７２０ ｈ ／次

４１  ３ 如果使用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或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应完成
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或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与 ＣＯＤＣｒ转换系数的校准，
提供校准报告。

４１  ４ 提供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选型、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性能等相关技术资料。

４１  ５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所采用基础通信网络和基础通信协议应符合 ＨＪ ／ Ｔ ２１２—２００５ 的相关要
求，对通信规范的各项内容作出响应，并提供相关的自检报告。

４１  ６ 数据采集传输仪已稳定运行一个月，向上位机发送数据准确、及时。

４２ 监测站房的验收

４２  １ 监测站房应做到专室专用。站房应密闭，安装空调，保证室内清洁，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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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等应符合 ＺＢＹ １２０ 的要求。
４２  ２ 监测用房内应有合格的给、排水设施，应使用自来水清洗仪器及有关装置。

４２  ３ 监测用房应有完善、规范的接地装置和避雷措施，防盗和防止人为破坏的设施。

４２  ４ 各种电缆和管路应加保护管铺于地下或空中架设，空中架设电缆应附着在牢固的桥架上，并

在电缆和管路以及两端做上明显标识。电缆线路的验收还应按 ＧＢ ５０１６８—２００６ 执行。
４２  ５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可选择落地安装或壁挂式安装，并有必要的防震措施，保证设备安装

牢固稳定。在仪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方便仪器的维护。此处未提及的要求参照仪器相应说明

书内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安装还应满足 ＧＢ ５００９３—２００２ 的相关要求。
４３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验收

４３  １ 验收期间不允许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维护、检修和调节。

４３  ２ 依据本标准第 ５ 章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验收方法”的要求，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进

行验收监测。所有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均应进行验收监测。

４３  ３ 对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
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和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实
际废水比对试验，应满足本标准第 ５ 章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验收方法”的要求。

４３  ４ 对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
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和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质
控样考核，应满足本标准第 ５ 章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验收方法”的要求。

４３  ５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性能指标满足 ＨＪ ／ Ｔ １５—１９９６ 中的相关要求。
４３  ６ 自动采样器性能满足本标准 ５ ８ 条的要求。
４３  ７ 数据采集传输仪的验收满足本标准 ５ ９ 条的相关要求。
４４ 联网验收

４４  １ 通信稳定性

数据采集传输仪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稳定，不出现经常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

整等通信问题。

数据采集传输仪在线率为 ９０％以上，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５ ｍｉｎ 之内重新上线。单台现场
机 （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５ 次以内。数据传输稳定，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９９％以上，当
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错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４４  ２ 数据传输安全性

为了保证监测数据在公共数据网上传输的安全性，所采用的数据采集传输仪，在需要时可以按照

ＨＪ ／ Ｔ ２１２—２００５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一端请求连接另一端
应进行身份验证。

４４  ３ 通信协议正确性

采用的通信协议应完全符合 ＨＪ ／ Ｔ ２１２—２００５ 的相关要求。
４４  ４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后，任取其中不少于连续 ７ ｄ 的数据进行检查，要求上位机接收的数据和数
据采集传输仪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完全一致；同时检查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显示的测定值、数据采集

传输仪所采集并存储的数据和上位机接收的数据，这三个环节的实时数据应保持一致。

４４  ５ 联网稳定性

在连续一个月内，系统能稳定运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以

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４４  ６ 现场故障模拟恢复试验

在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现场验收过程中，人为模拟现场断电、断水和断气等故障，在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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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部条件后，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应能正常自启动和远程控制启动。在数据采集传输仪中保存故

障前完整分析的分析结果，并在故障过程中不被丢失。数据采集传输仪完整记录所有故障信息。

５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验收方法

５１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

５１  １ 仪器类型

重铬酸钾消解法：重铬酸钾、硫酸银、浓硫酸等在消解池中消解氧化水中的有机物和还原性物

质，以比色法或氧化还原电位滴定法测定剩余的氧化剂，计算得出 ＣＯＤＣｒ值。

５１  ２ 验收监测方法

５１  ２  １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以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与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 方法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比对
试验过程中应保证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测量结果组成一个数据对，至少获得 ６ 个测
定数据对，计算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８０％相对误差值应达到本标准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
标。

Ａ ＝
Ｘｎ － Ｂｎ
Ｂｎ

× １００％

式中： Ａ———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Ｘｎ———第 ｎ 次测量值；

Ｂｎ———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表 ２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

仪 器 类 型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 试 验 方 法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在线自动监测仪

± １０％（ＣＯＤＣｒ ＜ ３０ ｍｇ ／ Ｌ）

± ３０％（３０ ｍｇ ／ Ｌ≤ＣＯＤＣｒ ＜ ６０ ｍｇ ／ Ｌ）

± ２０％ （６０ ｍｇ ／ Ｌ≤ＣＯＤＣｒ ＜ １００ ｍｇ ／ Ｌ）

± １５％ （ＣＯＤＣｒ≥１００ ｍｇ ／ Ｌ）

用接近实际水样浓度的低浓度质控样替代

本标准 ５ １ ２ １ 条

总有机碳（ＴＯＣ）

水质自动分析仪

± １０％（ＣＯＤＣｒ ＜ ３０ ｍｇ ／ Ｌ）

± ３０％（３０ ｍｇ ／ Ｌ≤ＣＯＤＣｒ ＜ ６０ ｍｇ ／ Ｌ）

± ２０％ （６０ ｍｇ ／ Ｌ≤ＣＯＤＣｒ ＜ １００ ｍｇ ／ Ｌ）

± １５％ （ＣＯＤＣｒ≥１００ ｍｇ ／ Ｌ）

用接近实际水样浓度的低浓度质控样替代

本标准 ５ ２ ２ １ 条

紫外（ＵＶ）吸收水质

自动在线监测仪

± １０％（ＣＯＤＣｒ ＜ ３０ ｍｇ ／ Ｌ）

± ３０％（３０ ｍｇ ／ Ｌ≤ＣＯＤＣｒ ＜ ６０ ｍｇ ／ Ｌ）

± ２０％ （６０ ｍｇ ／ Ｌ≤ＣＯＤＣｒ ＜ １００ ｍｇ ／ Ｌ）

± １５％ （ＣＯＤＣｒ≥１００ ｍｇ ／ Ｌ）

用接近实际水样浓度的低浓度质控样替代

本标准 ５ ３ ２ １ 条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电极法 ± １５％ 本标准 ５ ４ ２ １ 条

光度法 ± １５％ 本标准 ５ ４ ２ ２ 条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 １５％ 本标准 ５ ５ １ １ 条

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 ± ０ ５ ｐＨ 本标准 ５ ６ １ １ 条

５１  ２  ２ 质控样考核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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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家认可的质控样，分别用两种浓度的质控样进行考核，一种为接近实际废水浓度的样品，

另一种为超过相应排放标准浓度的样品，每种样品至少测定 ２ 次，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不大于标准
值的 ± １０％。
５２ 总有机碳（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
５２  １ 仪器类型

干式氧化法。指填充铂系、氧化铝系、钴系等催化剂的燃烧管保持在 ６８０ ～ １ ０００℃，将由载气导
入的试样中 ＴＯＣ 燃烧氧化。干式氧化反应器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将载气连续通入燃烧管，另
一种是将燃烧管关闭一定时间，在停止通入载气的状态下，将试样中的 ＴＯＣ燃烧氧化。
５２  ２ 验收监测方法

５２  ２  １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１ 条。
当废水样品为高氯废水（氯离子质量浓度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Ｌ）时，采用 ＨＪ ／ Ｔ ７０ 方法与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比对。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５２  ２  ２ 质控样考核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２ 条。
５３ 紫外（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
５３  １ 仪器类型

紫外（ＵＶ）吸收：普通 ＵＶ可见光吸收法为通过水中有机污染物对 ２００ ～ ４００ ｎｍ的吸收强度与标准
方法的相关关系换算，具有光谱扫描功能的 ＵＶ可见光可根据谱图选择最佳吸收波长。
５３  ２ 验收监测方法

５３  ２  １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１ 条。
当废水样品为高氯废水（氯离子质量浓度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Ｌ）时，采用 ＨＪ ／ Ｔ ７０ 方法与紫外（ＵＶ）吸收

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进行比对。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５３  ２  ２ 质控样考核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２ 条。
５４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５４  １ 仪器类型

ａ  气敏电极法：采用氨气敏复合电极，在碱性条件下，水中氨气通过电极膜后对电极内液体 ｐＨ
值的变化进行测量，以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ｂ  光度法：在污水水样中加入能与氨离子产生显色反应的化学试剂利用分光光度计分析得出氨
氮浓度的方法。

５４  ２ 验收监测方法

５４  ２  １ 电极法性能验收方法

５４  ２  １  １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以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ＧＢ ７４７９ 或 ＧＢ ７４８１）对废水氨氮
值进行比对试验，比对试验过程中应保证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测量结果组成一个数

据对，至少获得 ６ 个测定数据对，计算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８０％的相对误差值应达到本标准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

计算方法见本标准 ５ １ ２ １ 条。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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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２  １  ２ 质控样考核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２ 条。
５４  ２  ２ 光度法性能验收方法

５４  ２  ２  １ 实际废水样品比对试验

同本标准 ５ ４ ２ １ １ 条。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５４  ２  ２  ２ 质控样考核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２ 条。
５５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５５  １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以自动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ＧＢ １１８９３）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比对试
验过程中应保证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测量结果组成一个数据对，至少获得 ６ 个测定
数据对，计算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８０％相对误差值应达到本标准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
标。

计算方法见本标准 ５ １ ２ １ 条。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５５  ２ 质控样考核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２ 条。
５６ 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
５６  １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采集实际废水样品，以自动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ＧＢ ６９２０）对废水 ｐＨ值进行比对试验，比对
试验过程中应保证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与国家标准方法测量结果组成一个数据对，至少获得 ６ 个测
定数据对，计算两种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８０％绝对误差值应达到本标准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
标。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验收指标见表 ２。
５６  ２ 质控样考核

同本标准 ５ １ ２ ２ 条。
５７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的检测验收方法、指标和要求，参照 ＨＪ ／ Ｔ １５—１９９６ 中第 ４ 章“检测与试验
方法”执行。

５８ 水质自动采样器

自动采样器能按技术说明书上的要求工作。采样量重复性，采用测量 ６ 次采样的体积方式，单次
采样量与平均值之差不大于 ± ５ ｍｌ 或平均容积的 ± ５％。
５９ 数据采集传输仪

５９  １ 适应性检查

只修改数据采集传输仪的系统设置和建立相应的测试模板，就可以适应新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

器，修改其系统设置可以改变监测对象，采集通道类型可自由设定，登录时应可设置 ３ 个及以上安全
级别，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５９  ２ 接口与显示检查

５９  ２  １ 数据采集传输仪应具备模拟量、数字量、标准串行口（ＲＳ － ４８５ ／ ＲＳ － ２３２）接口、继电器输
出接口等，可以通过 ＲＳ － ４８５ 或 ＲＳ － ２３２ 接口，向上位机发送数据，以便实时监控污水排放状况。
５９  ２  ２ 数据采集传输仪接口应具有扩展功能、模块化结构设计，可根据使用要求，增加输入、输

出通道的数量，以满足用户的各项监控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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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２  ３ 数据采集传输仪应能实时显示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和辅助设备的工作状态和报警信息，

可以用图表方式，实时显示污染物排放状况和环境参数。

５９  ３ 诊断检查

数据采集传输仪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应具备故障判断功能（传感器故障报警、超标报警、通

信故障报警、断电记录等）。

５９  ４ 独立性检查

当数据采集传输仪与上位机通信中断时，数据采集传输仪能独立工作，仍具有数据采集、控制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和辅助设备运行等各种功能。

５９  ５ 管理安全检查

应具备安全管理功能，操作人员需登录账号和密码后，才能进入控制界面，对所有的操作均自动

记录、保存。

登录时应具备不少于 ３ 级以上操作管理权限。
５９  ６ 数据处理与检索检查

５９  ６  １ 数据处理检查

数据采集传输仪可存储 １２ 个月及以上的原始数据，记录水质测定数据和各类仪器运行状态数据，
自动生成运行状况报告、水质测定数据报告、掉电记录报告、操作记录报告和仪器校准报告。

５９  ６  １  １ 水质测定数据和各类仪器运行状态数据

ａ  水质测定数据；
ｂ  有效数据个数；
ｃ  电源故障状态数据；
ｄ  污染处理设施运行状态数据；
ｅ  零点和量程校准数据；
ｆ  操作和维护数据；
ｇ  超标准排放数据；
ｈ  超过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测定上限和下限的数据；
ｉ  仪器故障数据。

５９  ６  １  ２ 掉电记录报告

当数据采集传输仪外部电源掉电又恢复供电时，系统应能自动启动，自动恢复运行状态并记录出

现掉电的时间和恢复运行的时间。

５９  ６  １  ３ 操作记录报告

对运行参数设置的修改等操作，数据采集传输仪应自动记录，可对这些记录随时调用。

５９  ６  ２ 数据检索检查

能检索不同日期的历史数据，并进行报表统计和图形曲线分析；自动生成日报、月报、年报。

５９  ７ 远程通信和校正检查

５９  ７  １ 校时检查

上位机可发送时钟命令并校准数据采集传输仪的时钟，数据采集传输仪同时发送时钟命令校准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时钟。

５９  ７  ２ 校正控制检查

５９  ７  ２  １ 校正检查

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上位机可发送零点和量程校准命令，来校准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零点

和量程。

５９  ７  ２  ２ 控制检查

对不连续监测的项目（如 ＴＯＣ、ＣＯＤＣｒ等），上位机可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设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

８

ＨＪ ／ Ｔ ３５４ ２００７



仪器的测量时间，也可以发送强制进行水质测定的命令。

５９  ８ 现场故障模拟恢复试验

在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现场验收过程中，人为模拟现场断电、断水和断气等故障，在恢复供电

等外部条件后，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应能正常自启动和远程控制启动。在数据采集传输仪中保存故

障前完整分析的分析结果，并在故障过程中不被丢失。数据采集传输仪完整记录所有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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