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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江水质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模式的探讨

吕 俊，彭 斌，唐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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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郁江水质预警预报系统的建设模式进行研究，构建出郁江水质预警预报系统总体框架，并对自动监

测子系统、移动监测子系统、水质预测子系统及信息发布子系统进行了详细设计。通过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动

作，可以达到对郁江污染状况的动态跟踪，对突发水污染事故及时进行水质预测及报警，为政府预防与处理

郁江水污染事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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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江流域（含左江、右江、邕江）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主要城市饮用

水源地分布在右江百法段、邕江上游段、郁江泸湾江

等地。但郁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质污染较为严重，水

污染事故频发，严重威胁了南宁市、百色市及玉林市

广大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因此建立郁江水质预

警预报系统，对保护郁江的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G 预警预报系统覆盖范围［8］

该系统的覆盖范围从干流百色水利枢纽坝址到

桂平市郁江口，全长 9"H V;，流经百色市、田阳县、田

东县、平果县、隆安县、南宁市、邕宁县、横县、贵港

市、桂平市共 H 市 " 县。支流左江：从与越南交界的

国际河流平而河、水口河入境处到左、右江汇合口，

流经龙州县、崇左市、扶绥县，全长共 !!C V;。全流

域共设自动监测站 " 个，移动监测断面 8C 个，总控

制河长 %99 V;。水质监测站分布见图 8。

H 建设方案［!］

系统构成如图 ! 所示，由水质自动监测子系统、

移动监测子系统、水质预测子系统及信息发布子系

统 H 个子系统组成，自动水质监测站及移动监测系

统通过通信装置将水质、水量等数据传输给水质预

测系统，水质预测中心在 8 W ! L 内完成污染物扩散

范围、影响时间、程度的预测，并通过网络向水行政

主管部门提供水质预报及污染事故调查情况，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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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水质监测站分布

图 " 郁江水质预警预报系统框图

行政主管部门向下游各取水单位发布取水通告，达

到水质预警预报的目的。

" !! 水质自动监测子系统

水质自动监测子系统能够连续或间歇地实时监

控河流、江河口、湖泊、排污口水质状况，既可作为水

质预警预报系统获取初始水质数据的一种来源，也

可作为检验预测结果准确性、可靠性的一种手段。

整套系统由水质采样装置、预处理装置、自动监测仪

器、辅助装置、控制系统、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组成。

采用 "#$%&’( 软件，监控记录水质的物理、化学、生

物的变量参数，并将实时信息反馈到水质预测计算

中心，监测中心可通过通信网络采集数据和实现系

统的远程控制。广西水文“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在南

宁市、崇左市、百色市、贵港市、桂平市各建立一套标

准型的水质自动监测站。

" !" 移动监测子系统［)］

针对郁江近年来陆续发生的酒精厂废液泄漏和

造纸厂废水偷排事件，在建的移动监测子系统立足

于建立起快速相应的移动监测系统。系统由现代化

的移动监测车、自动定位仪、便携水质分析仪、自动

采样器、图像采集和移动通讯设备等构成。利用便

携式水质分析仪器现场迅速监测基本污染物质，采

录污染现场，并通过移动通讯设备及时将第一手资

料回传至水质预测计算中心。同时自动采集样品，

进行恒温贮藏，以备在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之用。

根据郁江污染事故的特点，应主要配备检测 *+、

,+*、-+*、悬浮物的快速测定仪。水质移动监测车

需采用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及技术装备和现代化的通

讯手段；车内应配有便携式多参数水质现场测定仪、

便携式数字记录分光光度计、-+* 装置、,+* 装置、

总大肠杆菌和微生物实验室、通讯手段移动通讯卫

星系统、图像采录设备（选配件）、计算机软件、数码

相机、采录设备、./0 定位、移动通讯以及车载电

源等。

" !# 水质预测模型子系统［1!2］

水质预测模型子系统以 345&6789: ;<= 作为处理

地图信息控件，通过 >#(?4@ 64(#9 A<= 调用 345&6789:
;<= 对电子地图进行操作，将郁江基础地理数据与

水质监测数据及其他专题数据关联，达到空间数据

与属性数据相合目的。水质模型应包括非稳态一维

水质模型、非稳态二维水质模型、河流复氧模型、水

库富营养化模型、水环境容量模型等；基础地理信息

由空间服务器管理，内容包括郁江水系、水质（水文）

站点分布、水下地形图、污染源分布、行政区分布、各

级城镇（乡村）分布、取水口分布、各级道路图、水利

设施分布图、等高线图等电子地图；属性数据信息由

0BC;=== 数据库管理，包括水质、水文、排污口、危险

物应急处理资料库、法律法规信息库、监测规范、评

价标准、多媒体信息库等数据，运用一维、二维水质

预测模型对突发水污染事故引起的水质变化进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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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根据预测结果用颜色梯度或等值线进行模拟。

水质预测计算系统框图见图 !。

图 ! 水质预测计算系统框图

" "# 信息发布子系统

系统采用了 #$%&’( 应用服务主线程和各子线

程分别通过公用共享管道和各专用线程与 ’()*’ 扩

展模块通信的方案。这样，服务器充分利用多线程

机制，各子线程分别处理用户的请求，达到并行处理

的效果，保证了系统对请求的快速反应。同时，各线

程独立工作，完毕后自动结束，释放系统资源，保证

了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在网络大量用户

并发访问时，#$%&’( 服务器能够快速有效地作出反

应。具体功能框图和信息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框图

! 结 语

郁江水质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属水资源保护的非

工程性措施之一，其主要产生的是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该系统的建成使用，将及时、快速和客观地反

映郁江水质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对防治和控制郁江

水体的污染，减少水污染损失，提高和改善水环境质

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河

流水质污染资料信息，为对水污染防治实行有效监

督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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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0/ 页）趋势，占 +67；无趋势站 !+ 个，占

507。有变化的站数占 +!7，呈上升趋势的站数明

显少于呈下降趋势站数。

* + 总体评价。淮河流域：主要污染指标 289-:、

;<、=895，呈下降趋势站多于上升趋势站；98 指标

在 4 个站点中 / 个站呈上升趋势；<>!?< 的上升与

下降趋势站点数相当。全流域水资源质量总体呈好

转趋势。

长江流域：主要污染指标 289-:、<>!?< 的上升

与下降趋势站点数基本相当；;<、=895、98 呈下降

趋势站略多于上升趋势站。全流域水资源质量总体

变化趋势不明显。

新安江流域：1 个站点中污染指标有升有降，水

资源质量总体变化趋势不明显。

总之，,..! 年以来，安徽省地表水水资源质量

总体状况略有好转，淮河流域水质总体好转较明显，

长江流域、新安江流域水质变化不大。

# 结 语

本文中采用季节性 @$:ABCC 检验法对 ,..! 年以

来安徽省大部分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检

验，对于高度偏倚的水质资料，该检验估算值的精度

远高于回归估计值；对于呈正态分布的水质资料，它

的精度略低于回归估计。此外，本文中在判断水质

变化趋势时，未考虑河流流量变化对水质浓度地影

响，部分站点的估算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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