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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核目的 

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客观真实反映水体情况 

杜绝四通一平的人为干扰！ 

杜绝数据的人为干扰！ 

杜绝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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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全国共有1906个（1794个国考水站，112个趋势科研水站）国家水站。 

 范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流域，浙闽片河流、西北诸

河和西南诸河，太湖、滇池和巢湖环湖河流，以及太湖、滇池、巢湖等重点湖库。 

 监测指标：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

磷、总氮。湖库增测叶绿素a、藻密度。 

 监测频次：五参数、叶绿素a、藻密度每小时一次，其余指标4小时一次。 

地表水自动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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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网址：http://106.37.208.243:8068/LoginGJZ.aspx 

账号、密码：省级账号 

数据共享：省级账号 

数据审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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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06.37.208.243:8068/LoginGJZ.aspx


 《关于印发<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规范（试行）>并开展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工作地

通知》（总站水质[2018]552号） 

 《关于地表水自动监测入库数据共享的通知》（总站水字[2019]22号） 

 《关于印发<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管理办法>和<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环办监测[2019]2号） 

 《关于调整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时间的通知》（总站水字[2019]34号） 

 《关于开通国家水质自动综合管理平台省级帐号分配权限的通知》（总站水字[2019]158号）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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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数

据定义 

待审

数据 

无效

数据 

存疑

数据 

入库

数据 

     通过系统预审且未能通过人工审核的数据，或者人工标记为存疑的数据。 

     水站通过标准传输协议上报的监测数据。 

未能通过系统预审，或者人工标记为无效的数据。 

通过最终审核且不能修改的数

据，用于数据统计。 

04实例分析 02  工作流程 03  技术要求 05 水质评价 01  基本情况 06 问题解释 



运维公司运维人员 

数 
据 
审 
核 
流 
程 

总站数据审核员 

省级审核人员 

人员 
职责 对原始数据进行审核，对系统自动预审核、自动标记

结果进行初审。 

对运维人员、省级审核人员审核的数据进行审核

并处置，并将数据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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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预审 

人工 

审核 

自动监测数据通过质控考核及辅助手

段等完成系统自动预审核、自动标记

后，进入人工审核阶段。 

人工审核分为一级审核、二级审核和三

级审核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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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预审 

存疑数据判定：当监测数据出现且不仅限于以下情况时，系统标记为存疑数据，便于人工复核。 

 监测数据突然变大、突然变小、连续不变。 

 监测数据为0值。 

 监测数据低于仪器检出限。 

 当监测项目的关键状态值（消解温度、消解时长、显色温度等）不在合理范围。 

 数值间逻辑关系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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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动预审 

无效数据判定：当监测数据出现且不仅限于以下情况时，系统标记为无效数据，便于人工复核。 

 水站维护测试时间段内产生的数据。 

 水质自动分析仪出现故障产生的数据。 

 当天24小时零点核查、24小时零点漂移、24小时跨度核查、24小时跨度漂移任意1项不满

足考核指标要求，前24小时的监测数据无效。 

 当水质自动分析仪多点线性核查、实际水样比对、加标回收率自动测定、集成干预检查等

结果其中任意1项不满足考核指标要求，当月监测数据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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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审核——审核流程     

运维公司运维人员对原始数据进行审核，对系统自动预审核、自动标记结果进行初审，

对系统自动预审的结果进行确认，针对无效数据进行标记，并加批注写明原因，在规定时

间内提交无效数据及相关佐证材料。因仪器设备故障导致的数据无效，须详细说明原因

（如泵故障、采水故障等）。 

省级审核人员审核本省自动监测数据，对系统自动预审核、自动标记结果进行初审，对

系统自动预审的结果进行确认，针对存疑数据和无效数据进行标记，并加批注写明原因，

及时将存疑数据反馈各属地环保部门，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存疑数据及相关佐证材料。 

总站数据审核员对一级、二级审核提出的存疑数据进行复审，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

讨论，判断数据是否有效，最终形成认定结果，并将水质自动监测数据进行入库。数据一

经入库不可再修改，通过平台将数据发布。 

一级审核 

二级审核 

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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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审核——审核时间    

日审核：每日12时前完成各站点前日所有实时监测数据审核，并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复核；复核不通过的数据，须于第

2日8时前再次审核后上报；再次审核报送的数据仍未通过复核的，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最终复核结果为准。 

月审核：每月1日12时前，完成上月所有实时监测数据的汇总确认，并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每月2

日前完成上月监测数据的最终确认。 

 一级、二级审核 

 三级审核 

每月3日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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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规范性：查看系统过程日志，监测全过程是否运行正常。 

质控符合性：质控过程及手段是否符合相关质控要求，质控数据是否合格。 

逻辑合理性：相关监测项目数据之间逻辑关系是否合理，上下游之间监测数据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数据可比性：当前监测数据与历史数据及最近一次的手工监测数据是否可比。 

样品代表性：由于降雨影响、水体藻类较多、上游断流、冰封期冰层下水深较浅、采样期间水体中有突发性

污染团过境等原因导致样品代表性存疑。 

2、人工审核——审核依据     

 一级、二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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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审核——审核依据     

 三级审核 

专家组对存疑数据审核时，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级、二级审核提交的存疑数据相关佐证材料。 

 存疑数据的监测全过程，包括从开始采样到分析结束的全部过程日志和影像资料。 

 采样点现场水体及周边状况、气象条件影像。 

 断面近一个月以来历史数据及变化趋势。 

 河流上下游、湖库各区域各监测项目浓度水平。 

 最近一次手工监测数据。 

 质控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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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审核人员对一级审核中标记的存疑数据进行复核，并将审核结果反馈相关地市。 

 地市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包括采样点及周边状况、历史数据、上下游水质水量数据、最近一次手工监测

数据、相关分析等，由地市级环境监测机构出具加盖公章的红头文件。 

 省级审核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将佐证材料上传平台。 

质询程序 

2、人工审核——质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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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审核——数据共享 

 每月1日，12:00后开始三级审核，审核完毕后，平台结转数据，数据入库。 

 每月5-6日，将审核后数据向全国各省实行数据共享，各省可从平台下载上月月均值数据

和小时数据。 

 月中小时数据导出，只能导出暂时审核完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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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控考核技术要求表 

质控项目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总氮 备注 

24小时零点核查 ±1.0mg/L ±0.2mg/L ±0.02mg/L ±0.3mg/L   

24小时零点漂移 ±5%   

24小时跨度核查 ±10% 
如做其他浓度标样核查应

≤±10% 

24小时跨度漂移 ±10%   

多点线性核查 

零点绝对误差 ±1.0mg/L ±0.2mg/L ±0.02mg/L ±0.3mg/L 
多点线性核查可在多日内

穿插完成，可使用零点核查

和跨度核查测试结果。 

示值误差 ±10% 

相关系数 ≥0.98 

实际水样比对 

±20% 

  ±30% 

当自动监测结果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均低于BⅡ时，认定比对实验结果合格。 

加标回收率自动测试 80%~120% 浮船站除外 

集成干预检查 ±10% 浮船站除外 

Cx B Ⅳ

B Cx B Ⅱ Ⅳ

注：根据水站建设、安装等情况，分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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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数据标记表 

标识 标识定义 说明 

N 正常 测量数据正常有效 

T 超上限 监测浓度超仪器测量上限 

L 超下限 监测浓度超仪器下限或小于检出限 

P 电源故障 系统电源故障，可由是否为UPS来供电进行判断 

D 仪器故障 仪器故障 

F 仪器通信故障 仪器数据采集失败 

B 仪器离线 仪器离线（数据通信正常） 

Z 取水点无水样 取水点没有水样或采水泵未正常上水 

S 手工输入数据 手工输入的补测值（补测数据） 

M 维护调试数据 在线监控（监测）仪器仪表处于维护（调试）期间产生的数据 

Hd 现场启动测试 

现场人员通过基站监测系统以手工即时执行的方式发出的命令，并让仪器自动

完成操作，包括水样测试、标样核查测试、加标回收测试、零点核查、跨度核

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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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审核监测数据、上一日监测数据、历史数据，分析水质异常原因。 

 每日例行查看零点、跨度等质控核查结果，发现质控不合格应及时进行补测。 

 当日现场遇到故障问题，若影响正常出数，及时做标记说明，并上传相关作证材料。（运维公司） 

 如遇站点停运、复运，及时提交报告，并上传相关文件作为佐证材料。（运维公司） 

 视频、参数状态、过程日志等。 

每日审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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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依据 

 上下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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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定河口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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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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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期间突发性污染物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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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影响 

地表径流、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泄洪等原因 

03 技术要求 04  实例分析 02  工作流程 05 水质评价 01  基本情况 06 问题解释 



 冰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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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类影响 

DO受取水口藻类或水草光合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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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类影响 

pH受取水口藻类或水草光合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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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效数据判定 

质控数据计入整点小时数据的情况，整点小时数据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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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效数据判定 

五参数池上水异常，应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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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效数据判定 

明显报警值或通讯异常值 

03 技术要求 04  实例分析 02  工作流程 05 水质评价 01  基本情况 06 问题解释 



五参数水温、PH、电导率同时连续不变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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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效数据判定 

报警值和离群数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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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效数据判定 

仪器未启动连续恒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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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效数据判定 

更换试剂后未做核查和校准，数据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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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规范测量时间段多余数据无效，现场设置问题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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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配水异常导致五参数异常数据无效，五参数池配水异常，有可能采集自来水。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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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离线或故障等状态数据，系统自动判定无效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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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突变波动，需现场核实情况，弄清仪器系统故障或是水质异常。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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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负值超过零点核查允许范围±0.2mg/L判定无效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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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密度明显偏低，无法精确测定 

二、无效数据判定 

03 技术要求 04  实例分析 02  工作流程 05 水质评价 01  基本情况 06 问题解释 



水样测量值大于跨度核查液浓度，应及时调整跨度值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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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雨浊度影响，总氮测试数据明显偏低，低于氨氮数据，甚至出现负值，总氮数据无效 

二、无效数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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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疑数据判定 

根据零点核查结果修改零点核查液浓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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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疑数据判定 

TN跨度核查液浓度设置为6或者8，实际水样浓度超过核查
液浓度，未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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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疑数据判定 

浊度值过于稳定高值，怀疑电极未及时清洗或者有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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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疑数据判定 

温度长时间原始值小数点后两位无变化，过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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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数据判定 

浊度对总磷影响，一般审核总磷数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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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指标及标准 

水质评价指标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表1中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总磷5项指标。总氮作为参考指标单独评价（河流总氮除外），水温仅作为参考指标。 

水质评价标准 

            水质评价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按Ⅰ类～劣Ⅴ类六

个类别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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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值                  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值（无量纲） 6-9 

3 溶解氧             ≥ 
饱和率90%

（或7.5） 
6 5 3 2 

4 高锰酸盐指数                ≤ 2 4 6 10 15 

5 化学需氧量（COD）                ≤ 15 15 20 30 4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 3 3 4 6 10 

7 氨氮（NH3-N）              ≤ 0.15 0.5 1.0 1.5 2.0 

8 总磷（以P计）        ≤ 
0.02(湖、库

0.01) 
0.1(湖、库

0.025) 
0.2(湖、库

0.05) 
0.3(湖、库0.1) 0.4(湖、库0.2) 

9 总氮（湖、库，以N计）       ≤ 0.2 0.5 1.0 1.5 2.0 

10 铜                       ≤ 0.01 1.0 1.0 1.0 1.0 

11 锌                ≤ 0.05 1.0 1.0 2.0 2.0 

12 氟化物（以F-计）      ≤ 1.0 1.0 1.0 1.5 1.5 

13 硒             ≤ 0.01 0.01 0.01 0.02 0.02 

14 砷             ≤ 0.05 0.05 0.05 0.1 0.1 

15 汞              ≤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16 镉             ≤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17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18 铅             ≤ 0.01 0.01 0.05 0.05 0.1 

19 氰化物             ≤ 0.005 0.05 0.2 0.2 0.2 

20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21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0 

2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23 硫化物           ≤ 0.05 0.1 0.2 0.5 1.0 

24 粪大肠菌群（个/L）     ≤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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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质评价方法 

 月均值法 

    自动监测站各监测指标的日均值为每日该指标有效数据的平均值，月均值由每月日均值计算得出。 

 90百分位数法 

    对每月有效小时数据进行从小到大排序，取90百分位的数据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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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质评价方法 

断面水质评价——单因子评价 

       根据评价时段内该断面参评的指标中类别最高的一项来确定，标准限值相同的按最优

水质评价。描述断面的水质类别时，使用“满足”或“劣于”等词语。 

水质类别 水质状况 表征颜色 示例RGB 水质功能类别 

Ⅰ类 优 蓝色 204，255，255 
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

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Ⅱ类 优 蓝色 0，204，255 

Ⅲ类 良好 绿色 0，255，0 
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

通道、水产养殖区、游泳区 

Ⅳ类 轻度污染 黄色 255，255，0 一般工业用水和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Ⅴ类 中度污染 橙色 255，155，0 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用水 

劣Ⅴ类 重度污染 红色 255，0，0 除调节局部气候外，使用功能较差 

表  断面水质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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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污染指标确定 

 断面水质超过Ⅲ类标准时，先按照不同指标对应水质类别的优劣，选择水质类别最差的

前三项指标作为主要污染指标。 

 当不同指标对应的水质类别相同时计算超标倍数，将超标指标按其超标倍数大小排列，

取超标倍数最大的前三项为主要污染指标。 

 当出现超标指标与前三项超标指标的水质类别和超标倍数都一致时，列出全部污染指

标。 

 当超标指标多于三项时，溶解氧不作为超标指标列出。 

 当氰化物或铅、铬等重金属超标时，优先作为主要污染指标。 

二、水质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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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水质标准该指标的

类水质标准该指标的某指标的浓度值
超标倍数

Ⅲ

Ⅲ


       确定了主要污染指标的同时，应在指标后标注该指标浓度超过Ⅲ类水质标

准的倍数，即超标倍数；同时在断面定类污染指标后标注水质类别。对于pH值

和溶解氧等项目不计算超标倍数。例如： 

       某河流断面超标指标为：化学需氧量（Ⅴ类，0.8）、氨氮（Ⅴ类，

0.6 ）、总磷（0.3）（本底值高）和汞（0.04）。 

断面污染指标确定 

二、水质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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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质评价方法 

河流、流域（水系）评价 

断面数＜5：多断面平均后评价——断面水质评价法 

断面数≥5：水质类别比例法 

水质类别比例 水质状况 表征颜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90% 优 蓝色 

75％≤Ⅰ～Ⅲ类水质比例＜90％ 良好 绿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75％， 
且劣Ⅴ类比例＜20％ 

轻度污染 黄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75％， 
且20％≤劣Ⅴ类比例＜40％ 

中度污染 橙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60％， 
且劣Ⅴ类比例≥40％ 

重度污染 红色 

表  河流、流域（水系）水质定性评价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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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库水质评价 

 水质评价 

单个点位：同河流断面水质评价 

多个点位：多点位平均后评价——断面水质评价法 

大型湖泊、水库：可分不同的湖（库）区进行水质评价 

 营养状态评价——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TLI（∑）） 

TLI（∑）＜30           贫营养 
30≤TLI（∑）≤50      中营养 
TLI（∑）＞50            富营养  
         50＜TLI（∑）≤60    轻度富营养 
         60＜TLI（∑）≤70    中度富营养 
         TLI（∑）＞70        重度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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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质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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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修约——《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修约处理规则（试行）》 

 

• 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 

序号 监测项目 保留小数位数 

1 水温 1 

2 pH 2 

3 溶解氧 2 

4 电导率 1 

5 浊度 1 

6 高锰酸盐指数 2 

7 氨氮 3 

8 总磷 3 

9 总氮 2 

10 叶绿素a 3 

11 蓝绿藻密度 1 



03 技术要求 06  问题解释 02  工作流程 04 实例分析 01  基本情况 05水质评价 

• 水质评价数据 

 使用小时数据、月均值数据进行水质评价时，进行修

约。 

 日均值到月均值计算，不修约。 

序号 监测项目 保留小数位数 

1 pH 1 

2 溶解氧 1 

3 高锰酸盐指数 1 

4 化学需氧量 1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1 

6 氨氮 2 

7 总磷 3 

8 总氮 2 

9 铜 2 

10 锌 2 

11 氟化物 2 

12 硒 3 

13 砷 2 

14 汞 5 

15 镉 3 

16 铬（六价铬） 3 

17 铅 3 

18 氰化物 3 

19 挥发酚 4 

20 石油类 2 

2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2 

22 硫化物 3 

23 叶绿素a 3 

24 透明度 1 

25 蓝绿藻密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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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检出限 

进行水质评价时，根据各运维公司监测仪器检出限，以相同监测指标最高的检出

限为准，凡是低于取此检出限的数值，以该检出限值的1/2进行评价。 

监测指标 检出限（mg/L） 

氨氮 0.05 

高锰酸盐指数 0.5 

总磷 0.01 

总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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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浊度影响 

    因降雨、洪水、施工等原因导致水体浑浊、数据异常变化等情况（常见为总磷

数据异常），在质控数据合格，监测仪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监测数据原则上为

有效数据。 

四参数主要根据日质控、五参数根据周核查结果进行审核，在监测仪器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监测数据原则上为有效数据。 

总原则 



4、关于漏审和存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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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审数据：在审核期内，未经人工审核而直接自动审核通过的数据，由平台自动

判定为无效数据。 

 存疑未审数据：在审核期内，二级审核标记为存疑的数据，三级审核时未经人工

审核而直接自动审核通过的数据，由平台自动判定为有效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