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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谱分析的水质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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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分析在水质监测领域的应用是现代环境监测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文章论述了基于紫外
-

可见光谱分析的现代水质监测技术的原理与特点!并从在线监测和原位监测两个方面论述了该技术的主要

研究现状与进展!指出了尚需突破的关键技术问题!展望了基于集成化微型光谱仪的多参数水质监测微系

统及水质监测微系统网络的技术发展趋势!对我国水资源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及现代科学仪器的研发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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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谱分析的水质监测技术是现代环境监测的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与传统的化学分析"电化学分析和色谱分析等

分析方法相比!光谱分析技术更具有操作简便"消耗试剂量

小"重复性好"测量精度高和检测快速的优点!非常适合对

环境水样的快速在线监测#目前该技术主要有原子吸收光谱

法"分子吸收光谱法以及高光谱遥感法!其中高光谱遥感法

由于测量精度不高多数用于定性分析!而原子吸收光谱法精

度虽高!但由于首先要把样品汽化!因而耗能较高!系统体

积大!不适合广泛使用!比较而言!分子吸收光谱法是目前

应用较为广泛的水质分析技术!其中紫外
-

可见光谱分析法

可直接或间接地测定水中大多数金属离子"非金属离子和有

机污染物的含量!具有灵敏"快速"准确"简单等优点!并可

实现对多种水质参数的检测!在对饮用水"地表水"工业废

水等水体的在线监测中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是国内外科研

机构与主要分析仪表厂商竞相研发的现代水质监测技术#本

文介绍了基于紫外
-

可见分子吸收光谱分析的现代水质监测

技术的原理"特点和主要研究现状与进展!展望了该技术在

多参数水质监测方面的发展趋势!并对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作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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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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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分子吸收光谱分析是根据物质的吸收光谱来

分析物质的成分"结构和浓度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是朗伯
-

比尔吸收定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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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组分共存的情况下!如各吸光组分的浓度均比较

稀!可忽略相互之间的作用!这时体系的总吸光度等于各组

分的吸光度之和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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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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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溶液总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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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
,

个组分的吸光度!依据

吸光度的加和性!可以进行多组分分析和多参数测量#不同

化学物质各自不同的特征吸收光谱是对水质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的基础#通过紫外*可见光谱仪!采集环境水样在紫外

区或可见光区的全波段连续光谱!可以获得待测物质的特征



吸收光谱!然后利用智能算法分析光谱和各待测水质参数的

关系!建立相关预测模型!可以实现对多种水质参数的测量

并预测其变化趋势(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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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现状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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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谱水质监测技术主要有在线%

%9-&<92

&水质监测

和原位%

<9-6<4E

&水质监测两类(

0

)

#在线%

%9-&<92

&光谱水质监

测具有采样环节!主要是在监测区域通过泵"阀"导管等流

路控制器件把经过沉淀和过滤的水样送入流通池%样品光学

检测室&!然后通过吸收光谱对水样中的某种物质的成分及

其含量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对待检水样一般要经过在线前处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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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显色"富集和消解等#而原位%

<9-6<4E

&光谱水质监

测%即投入式&则无需样品采样!直接把光学水质探头固定在

监测水域!这样水样可以自动流经光学检测室!然后通过光

谱分析实现对水样的原位监测#

就目前国内外技术发展来看!顺序注射光谱分析法是比

较典型和普遍应用的在线光谱水质监测技术#顺序注射光谱

分析法原理如图
0

所示!主要是以光谱仪为核心!借助顺序

注射平台!实现对水样品的在线前处理"顺序进样和顺序检

测#顺序注射光谱分析技术具有试剂消耗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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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在线监测饮用水中氰化物含量的相

关技术!采用光纤光谱分析仪与美国
KS;&8Q

仪器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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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注射分析仪!在
+//9C

波长处可测得饮用水

中氰化物浓度与吸光度的线性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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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可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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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

品!具有很高的样品采样率!足以反映饮用水中氰化物含量

变化的高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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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饮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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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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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线监测技术!应用顺序注射光谱分析技术在水厂在线监

测饮用水中的
K2

!o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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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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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基于顺序注射光谱分析的工业污染水样中
;&

!o的监测

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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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检测线性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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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葡萄牙波尔图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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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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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废水中钒的含量监测!采用顺序注射光谱分析技

术!在
,+,9C

波长处!检出限达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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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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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顺序注射光谱分析监测海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采用在线预富集技术!在
,#!9C

波长处!采用
0/CC

光程

的流通池!能够检测到
9C%&

,

O

e"的亚硝酸盐的含量!监测

精度远远高于传统的分析技术#

近年来!顺序注射光谱分析技术正朝着高度集成化的方

向发展!主要是以微型光谱仪为核心!依托阀上实验室

%

OX$

!

&8Q%9F8&F2

&!即把试样的注入口"反应通道及样品

光学检测室以精密加工技术集成在多通道选择阀上!实现了

水质监测系统的集成化与微型化#如美国
KS;&8Q

仪器公司

的集成化顺序注射光谱水质分析系统%图
!

&!采用海洋公司

的微型光谱仪!不但体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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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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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磷酸盐和氯

化物等多种水质参数具有比较高的检测精度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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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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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水质监测比较而言!目前原位%

<9-6<4E

&

水质监测技术应用更为广泛!更易实现多参数水质监

测(

"/-"0

)

!比较典型是奥地利
1389

公司的
W

系列在线水质分

析仪!专门为地表水!地下水和市政污水的监测而设计#采

用紫外
-

可见光电阵列感光器和差分光谱分析软件!与传统

的滤光片单波长紫外分析仪相比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可以测

量硝氮!

AXN

!

BXN

!

>XA

!

NXA

!浊度或悬浮浓度$可以实

现更多参数的在线测量$仪器出厂按全球参数标准预标定!

通常无须现场标定#对于复杂的工业废水!该公司研发的

6

)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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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G

系列水质分析监测仪更为先进!采取浸没

式微小型
a$-$S1

分光光度计和双光束检测技术!通过直接

扫描水样连续光谱区!获得水质参数的特征光谱$然后利用

算法分析光谱和各水质参数的关系!建立相关预测模型!再

根据模型演算未知水样的
AXN

和
BXN

等参数信息#该仪器

可实现从污水到超纯水的
AXN

"

BXN

"

>XA

"硝氮"苯"甲

苯"二甲苯"苯酚等多参数的测量!测量过程中不需要样品

采样与相关前处理技术!也不需要泵"阀等样品流路控制器

件!仅用
"0$

低电压电源供电即可驱动!其测量时间短!根

据其所测参数的多少一个测量周期在
0/

&

+/6

之间!也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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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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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水质变化的高频信息#但也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前处理

技术!干扰较大!使得测量准确度及系统稳定性与在线%

%9-

&<92

&测量相比相对较低!一般在检出限在
C

D

,

O

e"的量级#

德国
Uo?

公司的
64<

)

-6389

产品以及德国
M>M

公司的

Sd1296%5(24

等具有类似特点#图
#

所示为
1389

公司的产品

及应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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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谱分析的水质监测技术发展趋势

!!

现代光谱分析技术为水质监测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尽管已有部分产品进入市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

关键技术需要解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低功耗"低成本的微型化水质监测仪器是技术发展

的必然!而光谱仪的微型化与低功耗化是需要解决的核心关

键技术!因此
GUG1

微型光谱仪%

Q862:C<35%6

)

2345%C2425

!

GUG1

&"芯片级光谱仪%

AH<

)

-6<L2:%

)

4<38&6

)

2345%C24256

&和

片上光谱仪%

G<35%6

)

2345%C2425%98AH<

)

&的研究成为当前

国际仪器科学"生化分析和环境科学等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

热点(

"!

!

"#

)

#如美国监测微系统公司%

C286E52C294C<35%6

7

6-

42C6

!

GG

&开发的片上光谱仪!其波长分辨率达到
/',9C

!

较传统的紫外
-

可见微型光谱仪提高了近
"/

倍!更适合对水

质的光谱分析$美国加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
;:8C6

等采用

微细加工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把片上光谱仪和微流控芯片集

成于一体!实现了对水体样本的片上分析#

!!

由于水体中各种待检物质的特征吸收光谱不同!因此在

紫外
-

可见波长范围内可以实现对待检水样的多参数测量!

这正是基于光谱分析的水质监测技术优势所在!但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资源环境的监测参数越来越多!其中

有很多参数的吸收光谱特征不在紫外
-

可见光谱范围内!因

此!在追求光谱仪的微型化和高性能的同时!更应该着手开

发其他波长范围的系列微型光谱仪的研究!如德国弗朗夫费

可靠性与微集成技术研究所已于近年展开了面向环境监测的

近红外和中红外系列集成微型光谱仪的研究!以满足在线生

化分析对分析仪器微小型"高效益"检测快速以及在更宽光

谱范围内对多种有机物污染的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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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9-&<92

&在线水质监测!由于水样的前处理!不仅

使用繁琐!而且存在二次污染#因此!针对具体水质参数检

测!研究无前处理的水质光谱信号分析与处理技术是重要的

发展方向!这就需要结合待测物的吸收光谱特征!进一步研

究基于光谱分析的化学计量学信号处理算法(

",

)

!以实现无

前处理监测!这样针对具体水质参数的%

%9-&<92

&在线水质监

测均可以转变为原位%

<9-6<4E

&水质监测!不但能减少前处理

的过程"实现无二次污染!而且将进一步减小仪器系统的功

耗和体积#

同时!光谱水质监测技术与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的结合是

实现大面积水体监测的必然发展趋势!这将实现对水资源环

境水质的更多参数的监测!为某水体流域内水质的综合分析

提供重要的参考!以及时掌握所监测的水资源区域内水质变

化的总体信息#如奥地利
1

''

A;(

公司不但在基于紫外
-

可

见多参数水质在线分析技术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并率先

开发出基于光谱分析的水质监测网络系统!并成功地应用于

整个饮用水水体系统的在线监测#

总之!开发基于集成化微型光谱仪的微型化水质监测仪

器%微系统&!并结合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图
+

&!研发多参数

水质监测微系统和水质监测微系统网络系统是现代水质监测

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

#

!

结束语

!!

基于光谱分析的水质监测技术是现代环境监测技术领域

的全新的发展方向!具有测量精度高"测量范围广等多参数

在线监测的优势!本文从在线%

%9-&<92

&水质监测和原位%

<9-

6<4E

&水质监测两个方面论述了该技术的主要研究现状与进

展!并结合该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了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

题!展望了基于集成化微型光谱仪的水质监测微系统的发展

趋势!对我国水资源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及现代科学仪器的

研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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