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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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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的选址条件、建设内容、仪器设备、建成验收等

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明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HJ/T 96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97 电导率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99 溶解氧（DO） 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0 高锰酸盐指数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1 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102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17214.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 工作条件 第 1 部分：气候条件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流域 watershed 

地表水分水线所包括的集水区或汇水区范围。 

3.2  

农业面源污染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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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区域，氮、磷等物质受水力驱动以随机、分散、无组织方式进入

受纳水体引起的水质恶化。 

3.3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 monitoring stations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watershed scale 

是指通过特定的设备实现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连续或定时自动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行

汇总分析的站点。 

4 选址条件 

4.1 选址原则 

（1）监测站站址的选择在宏观上能反映流域的水质水量状况和农业面源污染特征，且

能够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环境信息； 

（2）监测站站址应避开静水区、回水区和排污口，选择顺直河段或沟渠，水流平稳、

无急流或浅滩且方便采样处； 

（3）监测站站址应确保具备良好的地质、交通、通讯、电力、自来水、采水点距离、

采水扬程、枯水期采水可行性等建站基础条件，避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监测站的影响，

保证长期运行。 

4.2 选址方法 

4.2.1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站应在流域入水口、出水口和主要支流汇水处建设，对于有多个入

水口的流域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布设，对于封闭流域入水口可不设监测站。 

4.2.2 对于农田污染占比较高的流域，宜选取以农田退水为主的典型沟渠增设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站。所选沟渠汇水边界清晰，种植作物、灌溉及施肥方式等具有代表性。 

4.2.3 对于养殖污染占比较高的流域，宜选取养殖区域的明确出水口增设农业面源污染监测

站。 

5 建设内容 

5.1 监测站组成 

监测站由监测房、采配水单元、检测单元、数据分析传输系统和监控、供电等基础设施

组成。 

5.2 监测房 

监测房设计参照 GB 50011、GB 50052、GB 50015、GB 50016、GB 50057、GB/T 17214.1、

HJ 477、GB 50169 中的相应要求执行，需满足以下条件。 

（1）监测房使用砖混结构，墙体材料应具有隔热、防水的能力。 

（2）监测房地面高度根据当地水位变化情况设计，标高够抵御50年一遇的洪水。 

（3）根据当地抗震设防烈度对站房进行抗震设计。 

（4）监测房主体建筑面积应满足仪器设备的安装、运转和维护，使用面积一般不小于

20m2，监测房高度不低于2.8m。 

（5）监测房应安装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空调具有来电自启动功能，配备温湿度

计，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等应符合GB/T 17214.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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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测房内铺设防水、防滑地面砖，预留排水沟和地漏，地面以下安装直径在75mm

以上的排水管。 

（7）监测房内应配置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能提供足够的电力负荷，功率≥5kW，同时

应配置稳压电源。 

（8）监测房应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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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装置安装工程的施工应满足 GB 50169 的相关要求，建筑物防雷设计应满足 GB 

50057 的相关要求。 

（9）监测房应配备灭火器箱、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或沙桶等，按

消防相关要求布置。 

5.3 采配水单元 

包括采水单元、预处理单元和配水单元，具备采集水样、混匀及暂存水样、自动润洗、

排空混匀桶及留样功能。采水单元包含采水方式、采水泵、采水管路铺设等。预处理单元为

不同监测项目配备预处理装置，以满足分析仪器对水样的沉降时间和过滤精度等要求。配水

单元直接向监测仪器供水，其提供的水质、水压和水量均需满足监测仪器的要求。具体配置

按照《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有关要求执行。 

5.4 检测单元 

由满足各监测指标要求的自动检测仪器组成，所选仪器需符合国家规定的分析方法要求

且其测定精度需满足水质分析要求。 

5.5 数据分析传输系统 

监测站各检测设备应配备相应的数据采集、分析与传输软件系统，以实现数据及主要状

态参数等的汇总分析。数据分析传输系统具体参照《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 

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有关要求执行。 

5.6 监控系统 

实现监测站的远程控制，包括变频控制柜及监控设备等。 

6 仪器设备  

6.1 流量监测设备 

根据监测断面/沟渠水量、自然状况等选择适宜的流量监测设备，包括雷达水位仪、多

普勒在线流量计等。 

6.2 水质监测设备 

包括总氮、总磷、氨氮、化学需氧量（CODCr）、pH、溶解氧（DO）、电导率（EC）

等自动监测设备，各仪器设备配置要求见表 1，具体参照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有关要求执行。  

表1 水质监测仪器设备配置要求 

监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精密度 准确度 

pH 电极法 —— —— ±0.1 

水温/℃ 电极法 —— —— ±0.2 

溶解氧/（mg/L） 电极法 ——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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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率/（μs/cm） 电极法 —— ±1% ±1% 

浊度/NTU 电极法 —— ±5% ±3% 

氨氮/（mg/L） 
电极法 0.1 ±5% ±5% 

光度法 0.05 ±5% ±5% 

高锰酸盐指数/（mg/L） 电极法、光度法 1 ±5% ±5% 

总有机碳/（mg/L） 干式、湿式氧化法 0.3 ±5% ±5% 

总氮/（mg/L） 光度法 0.1 ±10% ±10% 

总磷/（mg/L） 光度法 0.01 ±10% ±10% 

生化需氧量/（mg/L） 微生物膜法 2 ±10% ±10% 

6.3 气象参数监测设备 

不同区域根据实际需求选配相应的气象参数监测设备，主要用于测定降雨量、温度、湿

度、风速、风向、总辐射等。 

7 建成验收 

监测站建成后，检验其土建工程和站房供电、防雷等配套设施是否完工，符合检测分析

要求的相关仪器设备是否安装并完成试运行，数据分析传输软件系统是否运行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