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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流水环境氨氮连续监测与防治对策分析
崔　云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生态环境分局，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　在我国工业、农业等产业建设进程中，各种垃圾和污染物也随之产生，导致水体中的氨氮含量超标，不

仅污染水资源，同时也导致水生生物中毒死亡。水体氨氮含量超标，则要进行重点防治与处理，营造一个良好的

水体环境，避免对人体和水生物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本文分析了氨氮连续监测与防治对策，以期为同行业人员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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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却是以环境的

污染和破坏作为代价。在自然水体中，因为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农业污染的原因，在其中排放了各种污

染物和化学元素，甚至导致水体生物濒临灭绝。所以

必须要开展氨氮连续监测的工作，根据监测结果来进

行防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改善水资源，实现

水资源的良性循环。

1 水体中的氨氮

1.1 氨氮超标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氨氮，指的是水土里通过游离氨、铵

离子而存在的氮。水体中的氨氮之所以产生氨氮超标

的现象，主要有这几个原因：第一，污泥的负荷量过高，

污泥龄太大，或者污泥回流比太小，低于 40%。第二，

水体受到了外源性污染，一般是生活污水、工业污水

的排放以及农业化肥的使用导致了面源污染，向自然

水体排进了过多的含氮污染物，最终导致氨氮超标。

第三，由于农村养殖、农业生产等因素，导致各种污

染物被排入水体中，从而产生了富营养化的现象。第四，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脱氮设施未能发挥出一定的作用，或

者污水管网的布设不合理，所以导致了水体氨氮超标。

第五，石油、化工、食品、制药等工业的发展，各种工

业垃圾与污水中的氨氮含量增加，排放量也越来越高 [1]。

1.2 氨氮的危害性

1.给饮用水带来威胁。我国的制水工艺大部分采

用了投加氯化氧来去除氨氮。如果原水里的氨氮，尤

其是氨气含量超过一定的标准时，为了去除余氯和氨

氮，需要投加诸多的氯气。一般情况下，氯气的投加

量是 1.5毫克每升。如果有氨气存在，氨氮含量在 2毫

克每升，那么要另外追加 16毫克每升氯气。除了会耗

费过多的氯气，也会导致氯气和水中的腐殖质产生反

应，最终形成挥发性三卤甲烷，这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性

极大的物质。不仅如此，水体里氨氮浓度超过一定范围

时，水体的碱度会越来越高，甚至产生更多的危害。

2.给水中生物带来威胁。如果水体中有各种生物，

那么分子氨浓度允许的最高值不能超过 0.1毫克每升。

当分子氨高于 0.5毫克每升时，水中的鱼类会受到极大

影响。分子氨进入鱼类的体内，影响鱼类的呼吸机能，

损害它们的神经系统，导致它们的体表和内脏充血，

最终死亡。哪怕是浓度很低的氨，鱼类在接触之后也

会损伤器官，尤其是腮组织，更是会产生腮小片弯曲、

粘连以及融合的现象。

3.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氨氮会导致水土富营养化，

导致地区生态环境受到不良影响 [2]。因为水体具有一定

的封闭性，沉积底泥量非常高，氨氮氧化消耗溶解氧。

在藻类过多的情况下，水体会缺氧，使底泥厌氧发酵，

产生更多的氨氮，威胁到水体的生态系统。

2 氨氮的连续监测

2.1 仪器的工作原理

本文中所采用的氨氮连续监测设备是自动测定仪，

该监测仪器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即电导检测器

设备、氨气发生器、气液分离器、屏幕、数据处理系统。

其能对水质中的氨氮浓度进行检测，促使加热至

90℃的氨反应器混合反应，和碱试剂进行结合，从而

促使游离氨、铵盐转化为氨，促使氨气产生反应，并

导入电导检测器中，从而算出水中的氨氮浓度。通过

这样的监测法，避免水质中的其他元素（金属、酮类、

硫化物等）对氨氮含量的测定产生影响，而且能进行

连续的监测。

2.2 连续监测的方法

先将过滤器与试剂瓶里的待测水样以及碱试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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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氨发生器里，于是在氢氧化钠的反应下，水里的流
游氨、铵盐逐渐转变为了氢氧化铵以及气态氨。针对
氨发生器所经过的流量进行分析，而且促使转化后的
气态氨进入气液分离器中。在低温下，气态氨里的水
汽会逐渐凝结，最终导致水和气态氨被分离。在没有
水之后，气态氨会通过载气，和酸试剂结合在一起，
从而产生硫酸铵。在硫酸铵和载气分离之后，通过电
导率检测器来进行检测。先吸收气态氨的硫酸铵、硫酸，
再算出水质中的氨氮浓度。

2.3 监测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1.盐度产生的影响。在连续监测的过程中，盐度
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如果水体里的盐含量未超过
20焦耳，那么对于氨氮测定结果不会产生影响。相反，
则会影响氨氮的监测结果，导致其中的氨氮含量结果
偏高。所以在监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盐分的因素，
从而促使监测结果更加准确。

2.气泡产生的影响。气泡也属于影响监测结果的
一项因素，在监测氨氮含量时，多少会产生一些气泡。
如果气泡数量非常小，那么测定结果不会受到太大的影
响；如果气泡数量多，而且滞留时间过长，则会对监测
结果形成干扰，甚至导致氨氮监测结果不准确、不真实。

3.光波产生的影响。光波影响因素在实际监测的
过程中，必须要促使照射到水体里的光波长度维持在
合理范围内。最适宜的光波长度应该是在 400~420毫
米的范围内。在这样的光波长度下，显示剂吸收光度
很小，能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相反，若是光波长
度超过了 420毫米，则会导致显示剂吸收更多的光度，
最终导致监测受到影响，降低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3 对氨氮监测过程进行把控

3.1 把控水体的盐度

在对水体的氨氮进行连续监测时，为了防止盐度
对结果产生影响，需做好把控工作。因为受到潮汐、
河流的影响，所以在监测时，盐度含量会产生一些变化。
除了要全面把控水体里的盐度高低，还要准确掌握水
体盐度含量的变化规律，不断更新与调整氨氮测定标
准。同时把控水体里盐量吸光度的规律，减少盐分对
氨氮含量监测的影响。

3.2 加装玻璃泡滴液器

因为水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水泡数量
会对测定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要采取措施降低

这种影响，防止水泡进入管道中。一般是在装置中加

装玻璃泡滴液器，或者促使显色剂和空气进行隔离，

从而减少水泡的数量。

3.3 对光波进行控制

由于光波长度会对测定氨氮的含量产生极大的影

响，所以要控制光波，充分发挥出光波监测方法的良

好作用，提高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3]。随着光波长度的增

长，显色剂吸光度在增长后减少，标准液吸光度因为

光波增长而越来越稳定。所以，为了提高氨氮监测结

果的准确性，必须将光波长度控制在 410毫米左右，

这样才能减少偏差。

4 氨氮连续监测的结果

4.1 氯化铵溶液电导率的监测结果

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科学性，对氯化铵试剂进行

调制，配成各种不同浓度的溶液。通过仪器来进行采样，

测试这一系列浓度的氯化铵溶液的电导率，从而得出

这样的结果：在处理实验数据时，要通过直线拟合方

法来进行，得到的直线方程是 y=12.8+10.6*X，相关系

数 R2达到了 0.992。由此可见，溶液中氨氮浓度和溶液

的电导率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关联性。

4.2 各种浓度的氨氮含量测定

为了促使仪器设备的监测结果更加准确，选取了

几份不同的水质作为样品。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采

用国标方法来进行比较，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在图 1中，A是氨氮检测结果，B是分光光度法氨

氮检测结果。几组数据的相关性 R2达到了 0.992，由此

可见两种监测方法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可以看出氨氮

监测仪监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5 氨氮的防治对策

5.1 折点加氯法

可通过折点加氯法来去除氨氮，也就是将氯气、

次氯酸钠通入废水里的游离态氨氧化成氮气的化学脱

氮工艺。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控制氯的用量，减

少水中的氨氮，并对水质进行消毒。在采用折点加氯

法进行处理后，要对水进行排放。在排放前需要采用

活性炭、二氧化硫进行反氯化，去除水中残留的氯。

每毫克残留氯要耗费 0.95毫克的二氧化硫。在反氯化

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氢离子，引发酸碱度下降。所以

去除 1毫克残留氯，仅仅消耗 2毫克的碱。氯气通入

水中产生水解反应，形成次氯酸以及次氯酸盐，而且

氯气里的氯酸以及次氯酸盐的比值会受到酸碱度的影

表 1 电导率和氯化铵试剂的值

氯化铵试剂浓度 0.1 0.2 0.3 0.4 0.5 0.6 0.7

电导率值 13.9 14.1 15.22 16.3 17.92 18.2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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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酸碱度提高，次氯酸盐的浓度也会逐渐提升。次

氯酸和水中氨氮产生反应后，可对水中的氨氮氧化成

氮气，从而将其消除掉。

5.2 化学沉淀法

这种方法需要在含有氨氮的水中放入药剂，药剂

里含有镁离子、磷酸根等，能将水中的氨氮与磷，通过

磷酸铵镁的形式进行沉淀，而且回收污水里的氨和磷。

5.3 微生物制剂法

所谓微生物制剂，指的是从自然界中选出一些有

益的菌种，对其进行培养，从而发挥出抑制有害物质

的作用。其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液态的，另一

种是固态的。通过各种不同的微生物，构成了一个庞

大的动态平衡系统。在水体中增加有益的微生物，促

使这些微生物进行繁殖，抑制有害物质。而且微生物

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能减少水中过剩的营养物质，

去除其中的氨态氮，增加溶解氧，调节酸碱度，使底

泥里的氨磷得以释放，为浮游生物提供一个较好的繁

殖环境。这些微生物在生长时，可分解水中的有机物，

代谢出抗氧化物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5.4 微藻去除法

通过微藻可减少水体中的氨氮含量，微藻属于一

种单细胞藻类，将水作为电子供体，将光能作为能源，

通过氮和磷等物质转化为有机质，从而吸收水质中的

氨氮，将其转化为氨基酸等含氮物质，成为水生生物

的天然饵料。而且微藻也能产生一些氧气，促使水体

的亚硝酸亚朝着硝酸盐转化，避免产生气味，改善水

体生态环境，也防止氨氮对鱼类产生危害。最后，微

藻还能强化鱼类的食欲，促进鱼类的生长和发育。

5.5 泼洒沸石粉、活性炭

通过在水体中泼洒沸石粉以及活性炭，可起到控

制氨氮含量的作用。但必须把握好使用的量，每亩水

大概用 16千克的沸石，或者是 2.5千克的活性炭。其

原理是借助离子交换以及吸收有毒代谢物的方式，减

少水中的氨含量。如果水体里的浮游植物同化作用降

低，或者另外降氨措施起不到作用时，便可采用这样

的方法。通过沸石粉或者活性炭，可促使水体的氨减

少 95%左右，而且不会影响水体的其他化学指标。

6 结语

综上所述，水体中的氨氮来源非常多，除了工业

垃圾和生活垃圾以外，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也会对氨

氮含量产生影响。如果氨氮超标，就会对水体和环境

产生污染以及破坏，从而不利于生物的生长。所以需

要采取科学合理的连续监测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防治和处理，在减少氨氮含量的同时，也实现对水

体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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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浓度的氨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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