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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验收监测中废水总量核定面临的问题!根据中小项目环保验收的实践!对于排污口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是
否具备测流条件等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验收监测中相应的废水总量核定技术!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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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核定是验收监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建设项目能否通过环保验收的依据之一$然而现
有的技术规范关于废水总量核定方法的规定在中
小型验收项目中可操作性较差!探索适合中小型
项目的废水总量核定技术有着现实的意义$

E

!

存在问题
按照.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J9

(

\@"

%

"##"

!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日排水量
$##.

以下的排污单位!以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
法统计排污总量$日排水量大于或等于

$###.

的
排污单位!要逐步实现自动在线监测统计排污总
量$日排水量

$##

%

$###.

的排污单位!使用连
续流量比例采样或以小时为间隔的时间比例采
样!实验室分析混合样!统计排污总量!或根据加
密监测结果!进行采样时间的选择和最佳采样频
次的确定*

$

+

$以上原则规定!在验收监测中一般
不具有可操作性!有以下几点主要原因$

$7$

!

验收项目硬件条件不完善
目前国家级的大型验收监测项目总数占全国

各级验收监测项目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7Da

*

"

+

!尤
其是市级竣工验收项目!投资少&规模小!大量验
收监测项目污水日排放量在

$##.

以下!多数不具
备在线监测或连续流量比例采样的条件$

$7"

!

验收项目软件条件欠缺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是在试生产期间

进行的!生产及污染防治设施虽已投入运行或达
到验收监测负荷要求!但污染物排放的规律资料
积累较少或是完全空白$主要表现在'"

$

#排污口
浓度排放规律或水量排放规律尚不清楚)"

"

#年度
排放的水量或运行时间尚无法准确获得$在以上
资料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监测频次的优化或总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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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技术的采用均无从谈起$

$7!

!

验收监测规范与总量核定不配套
目前验收监测的采样频次原则上执行原国家

环保总局
"###

年
!<

号文!即测试一般为
"

%

!

个
周期!每个周期

!

%

D

次"不应少于执行标准中规定
的次数#!总量核定的方法是根据排污口的流量和
监测的浓度!计算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和年排
放量$对比规范的要求!这种采样频次仅适用于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量稳定!生产周期明显的建设
项目!否则核定出的总量与实际总量排放可能有
较大的误差$若以此来评价建设项目总量排放是
否达标!则显得技术支撑不足!缺乏过硬的依据$

$7;

!

验收监测单位综合能力不够
按照规范!日排水量

$##.

以下的排污单位!

以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法统计排污总量$如果
用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法来统计!现有行业排污
系数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工艺类别*

!

+

!多数监测人
员尚不具备多参数物料衡算法的能力$若采用加
密的

$N

或
"N

为间隔的时间比例采样!监测站难
以承受长期高密度的监测任务$

F

!

解决办法
验收监测中的总量核定比已长期稳定生产的

建设项目难度大!因为排污资料少&时间要求紧!

同时还要兼顾人力物力及费用$结合实际!以尽
可能客观&符合实际为原则!提出以下解决办法$

"7$

!

提高管理要求&完善硬件条件
验收项目硬件条件的完善需要从前端加以控

制!提高管理要求$在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就应
当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即日排水量

$##.

以上的
新扩改建项目安装在线自动监控设备和进行排污
口规范化整治)日排水量

$##.

以下的所有新扩改
建项目要进行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并将以上内容
作为环保验收的前提和依据$从前端加以控制!

可以为污染物总量监测和核定奠定基础$

"7"

!

取消按水量确定总量的核定方法&根据验收
项目的实际情况核定
!!

按水量确定总量的核定方法!会使大量的中
小验收项目总量无法核定或与验收监测的规范
"

"###

年
!<

号文#偏差太大$总量监测规范中的
技术路线是根据不同的排水量采用不同的核定方

法!尽可能地减少核定误差!最大程度接近实际排
放量$这种区别对待的思路!仍是我们解决实际
核定总量问题的出路!即根据验收监测项目的实
际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来核定总量$

"

$

#排污口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必须通过比对
合格#的!用在线的浓度和流量核算污染物排放总
量$对没有污染物浓度在线监测!具备在线流量
监测或能满足测流条件的"排污口已建设标准测
流槽或测流堰#以及具备连续流量比例采样条件
的!在生产周期内用流量比例混合水样浓度和水
量来核算排放总量$

"

"

#若不具备连续流量比例采样条件!无主要
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能满足测流条件"排污口已
建设标准测流槽或测流堰#!同"

$

#!以尽可能满足
流量等比例的采样原则!确定采样频次和采样时
间!用瞬时浓度的日均值和流量来核算排放总量$

"

!

#排污口测流条件也不具备的!根据建设项
目资料!结合现场勘察确定的生产周期和排污周
期!确定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适当加密)并对比
实际项目建设和环评时期的差异!尽可能收集项
目投入试生产后产生的用水及排水资料!修正环
评报告的水平衡图$利用修正后的水平衡图和监
测的浓度日均值!计算排放总量$

"

;

#对污水在集水池中存放!到达液位后间歇
性排放的建设项目!用排水时集水池中浓度值和
排放量计算排放总量$

"

D

#对实际的监测浓度和流量在可能的情况
下均需要和物料衡算&排污系数值相对照!对数据
的代表性做审核!当偏差大于

!#a

时!分析原因!

用能代表项目常态的数据来核算总量$

"

%

#以上计算的排放总量是按验收监测期间
的生产工况和排污状况确定的!由此推算出的年
排放量也是以此为基数进行的$若生产和排污状
况发生变化!排放总量应重新核算$

G

!

应用实例
根据以上废水总量核定的思路!实际应用中!

排污口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已通过比对合格#的或
具备连续流量比例采样条件的和在集水池中存放
间歇性排放的建设项目!废水总量核定最为简单$

第一种用在线的浓度和流量核算污染物排放总
量!第二种用连续流量比例混合水样浓度和水量
来核算排放总量!第三种用排水时集水池中浓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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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排放量计算排放总量!在总量实际核定中均
无难度!但对建设项目自身及监测采样单位的设
备配置有一定要求!不再赘述$对其他几种情况!

列出应用实例"均为待验收监测企业#$

!7$

!

排放口有流量监测设备&但没有污染物浓度
监测设备&不具备连续流量比例采样条件
!!

某化工企业!全厂雨污分流!雨污排口各
$

个!

污水排放口安装有废水流量计$根据对试生产期
间流量计的排放规律分析!企业的排放高峰集中
在每天晚间

<

'

##

%

$#

'

##

!排放量占全天排放的
<#a

!其他时间段排水量少且波动不大$根据等
比例采样原则!确定该项目验收监测频次为

D

次(
周期!白天采样

$

次!排放高峰时间段"晚间
<

'

##

%

$#

'

##

#每
!#,)'

采样
$

次!采
;

次$用采样浓
度的日均值和日流量来核算废水日排放量!根据
全年生产天数!核算年废水排放总量$

!7"

!

排放口无在线监测设备"包括流量和浓度#&具
备测流条件&不具备连续流量比例采样条件
!!

某印染企业!全厂雨污分流!雨污排口各
$

个!

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废水连续排放$排污口建
设有标准矩形槽$这种情况主要在于如何确定流
量排放规律$实际应用中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或废
水调节池并能正常运行的!均可认为废水为稳定
排放!可按等时间间隔采样$现场勘查中该企业
生产周期大于

";N

!确定验收监测频次
;

次(
3

!

$

次(
%N

!同步测定流量$用采样浓度的日均值和累

计日流量来核算废水日排放量$

该种类型若水量排放稳定!在生产周期内等
时间间隔采样即可$

!7!

!

排放口不具备测流条件
某电子企业!全厂雨污分流!雨污排口各

$

个!

污水排放口未进行规范化整治!废水流量无法测
量!但需进行废水总量核定$现场勘查时得知该
企业生产周期为

$"N

(

3

"

<

'

##

%

"#

'

##

#!排污周期
不明确$试运行期间的用水情况和环评预测值基
本相同$生产工艺及污防设施均未变!实际建设
中可继续利用环评中的水平衡图$据此确定!验
收监测频次为

%

次(
3

!

$

次(
"N

$用采样浓度的日
均值和环评预测日流量来核算废水排放量$

验收监测中!项目类型和排放情况千差万别!

所举实例只具有部分代表性$但对于中小型验收
监测项目的废水总量核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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