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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广州市棠下涌安装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后,进行了系统的采样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结合该河涌原有的监测

本底值,评估一体化污水设备对黑臭河涌治理的效果,为其他河涌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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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

发[2015]17 号)、《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工作指南的通知》(城建[2015]130 号)等文件部署,为顺应

人民群众对水生态环境的新期望,落实国家、省对黑臭水体

治理的要求[1]。在截污的前提下,2017 年底在棠下涌设置一

体化设备(SPT-Ⅰ),2018 年根据黑臭指标项目进行全年监

测。评估一体化污水设备对黑臭河涌治理的效果。 

“SPT-Ⅰ机污水处理设备”属于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SPT-

Ⅰ机污水处理设备为新型微生物技术设备,通过在设备内培养针

对性强的优势微生物,并采用高分子填料使微生物在表面形成生

物膜,含有机物污水流经填料,从而被微生物吸收、降解而去除
[2]。因此,“SPT-Ⅰ机污水处理设备”是生物膜法污水处理工艺

的创新应用,对可生化性高的生活污水具有较高的去除效率。 

 

图 1  SPT-Ⅰ机污水处理设备 

1 调查与分析工作概况 

1.1 监测项目布点 

涌起于广深铁路,流经棠下、天园、员村街道,总长(含

支流)约4.70公里,共设置6个监测断面,取样点一般设置于

水面下0.5m处,水深不足0.5m时,应设置在水深的1/2处[3]。

具体监测断面见表 1。 

表 1  棠下涌监测断面 

序号 街道 监测断面

1
员村街

涌口

2 临江大道跨涌桥上游 400 米废桥处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上游 100 米处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桥

6 一体化设备旁跨涌桥北侧
 

1.2 监测频次 

间隔 1-7 日检测 1 次,至少检测 3 次以上。原则上每断

面每日检测一次。 

1.3 评价方法及黑臭级别判定 

根据《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要求监测黑臭水体

的透明度、溶解氧(DO)、氧化还原点位(ORP)、氨氮(NH3-N)4

项指标。某检测点 4项理化指标中,1 项指标 60%以上数据或

不少于 2 项指标 30%以上数据达到“重度黑臭”级别的,该

检测点应认定为“重度黑臭”,否则可认定为“轻度黑臭“。

连续 3 个以上检测点认定为“重度黑臭”的,检测点之间的

区域应认定为“重度黑臭”；水体 60%以上的检测点被认定

为“重度黑臭”的,整个水体应认定为“重度黑臭[4]”。 

表 2  监测项目及测定方法 

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备注

1 透明度 黑白盘法 现场原位测定

2 溶解氧 电化学法 现场原位测定

3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 现场原位测定

4 氨氮 纳氏试剂光度法 水样应经过 0.45um 滤膜过滤
 

2 数据 

2.1 每月监测数据均值 

每天对六个采样点进行监测分析,得出采样点位的月平

均值,根据《广州市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验收方案》

评价采样点位黑臭状态,结果汇总如下(表 4-1～12)。 

表 3  城市黑臭水体污染程度分级标准 

特质指标(单位) 不黑不臭 轻度黑臭 重度黑臭

透明度(cm) ＞25 25～10* ＜10*

溶解氧(mg/L) ＞2 0.2～2.0 ＜0.2

氧化还原电位(mV) ＞50 200～50 ＜-200

氨氮(mg/L) ＜8 8.0～15 ＞15
 

注：*水深不足 25cm 时,该指标按水深 40%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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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棠下涌 1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员村街

涌口 30 3.30 49 8.04 轻度黑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上

游 400 米废桥处
29 2.59 65 10.5 轻度黑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上

游 100 米处
29 2.88 39 10.9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30 2.75 65 12.8 轻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桥 31 2.56 73 11.7 轻度黑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涌

桥北侧
29 4.48 75 10.5 轻度黑臭

棠下涌平均 31 3.09 61 10.7 轻度黑臭

 

表 4-2   棠下涌 2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

溶解氧

(m g/L)

氧化还原

电位 (m V )

氨氮

(m g/L)

1

员村街

涌口 5 1 6 .31 1 12 6 .67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

桥上游 40 0 米

废桥处

3 8 5 .71 1 21 7 .31 不黑不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

桥上游 10 0 米

处

3 9 5 .42 1 14 6 .96 不黑不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 00 米处
4 5 6 .25 1 02 6 .81 不黑不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

涌桥
3 8 6 .21 9 8 5 .80 不黑不臭

6
一体化设备旁

跨涌桥北侧
4 5 6 .78 1 51 5 .53 不黑不臭

棠下涌平均 4 3 6 .11 1 16 6 .51 不黑不臭
 

表 4-3  棠下涌 3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员村街

涌口 40 5.21 121 7.92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400米废桥处
38 4.79 134 10.3 轻度黑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00 米处
38 4.66 121 12.1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37 4.35 114 11.3 轻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31 4.37 115 11.1 轻度黑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39 6.59 141 8.53 轻度黑臭

棠下涌平均 37 5.00 124 10.2 轻度黑臭
 

表 4-4  棠下涌 4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

溶解氧

(m g/L)

氧化还原

电位 (m V)

氨氮

(m g/L)

1

员村街

涌口 3 8 4 .36 1 47 4 .6 7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 4 00 米废桥处
3 3 4 .70 1 56 7 .9 1 不黑不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 00 米处
2 9 5 .23 1 47 5 .0 9 不黑不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 00

米处
3 6 3 .20 7 9 6 .1 6 不黑不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3 7 4 .25 8 9 5 .6 6 不黑不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3 4 4 .14 1 21 7 .1 1 不黑不臭

棠下涌平均 3 5 4 .31 1 23 6 .1 0 不黑不臭

 

表 4-5  棠下涌 5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

溶解氧

(m g/L)

氧化还原

电位 (m V)

氨氮

(m g/L)

1

员村街

涌口 2 9 3 .5 5 7 9 6 .09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上

游 4 00 米废桥处
3 1 3 .1 1 7 6 5 .96 不黑不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上

游 1 00 米处
3 2 3 .0 1 4 8 6 .35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 00

米处
2 7 2 .3 4 6 5 7 .28 不黑不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桥 2 7 2 .1 7 6 2 7 .52 不黑不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涌

桥北侧
3 1 2 .0 1 5 9 7 .35 不黑不臭

棠下涌平均 3 0 2 .7 0 6 5 6 .76 不黑不臭

 

表 4-6  棠下涌 6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员村街

涌口 30 2.01 65 3.48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400米废桥处
28 1.49 23 7.01 轻度黑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00 米处
28 1.46 19 8.96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27 1.25 -98 16.8 重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30 2.27 23 8.47 轻度黑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29 3.08 43 8.53 轻度黑臭

棠下涌平均 29 2.03 33 7.39 轻度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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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棠下涌 7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

溶解氧

(m g/L)

氧化还原

电位 (m V)

氨氮

(m g/L)

1

员村街

涌口 34 1.70 24 8.00 轻度黑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上

游 400 米废桥处
32 1.69 -13 10.1 轻度黑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上

游 100 米处
32 1.36 -30 11.0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33 2.09 33 11.1 轻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桥 32 2.60 50 11.4 轻度黑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涌

桥北侧
31 4.78 38 10.8 轻度黑臭

棠下涌平均 32 2.37 17 10.4 轻度黑臭

 

表 4-8  棠下涌 8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员村街

涌口 34 2.31 25 5.58 轻度黑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 400米废桥处
33 2.15 41 7.50 轻度黑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00 米处
35 2.19 45 7.80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38 2.53 38 10.6 轻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40 3.27 51 9.50 轻度黑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40 4.83 41 8.50 轻度黑臭

棠下涌平均 37 2.88 40 8.20 轻度黑臭
 

表 4-9  棠下涌 9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 号 街 道 采 样 点 位

监 测 结 果

黑 臭 状 态透 明 度

( c m )

溶 解 氧

(m g /L )

氧 化 还 原

电 位 ( m V )

氨 氮

(m g /L )

1

员 村 街

涌 口 3 5 1 .7 2 5 9 7 .5 5 轻 度 黑 臭

2
临 江 大 道 跨 涌 桥

上 游 4 0 0 米 废 桥 处
3 2 1 .6 7 1 2 8 .7 7 轻 度 黑 臭

3

天 园 街

黄 埔 大 道 跨 涌 桥

上 游 1 0 0 米 处
3 2 1 .6 6 1 1 9 .2 5 轻 度 黑 臭

4
中 山 大 道 下 游 1 0 0

米 处
3 2 1 .5 1 -1 6 1 2 .2 轻 度 黑 臭

5

棠 下 街

棠 莲 苑 对 出 跨 涌

桥
3 3 2 .1 3 3 9 1 1 .9 轻 度 黑 臭

6
一 体 化 设 备 旁 跨

涌 桥 北 侧
3 5 3 .3 3 2 4 1 1 .1 轻 度 黑 臭

棠 下 涌 平 均 3 3 2 .0 1 2 1 1 0 .1 轻 度 黑 臭
 

表 4-10  棠下涌 10 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

溶解氧

(m g/L)

氧化还原

电位 (m V)

氨氮

(m g/L)

1

员村街

涌口 4 0 2 .4 7 1 05 5 .34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 4 00 米废桥处
4 2 3 .0 9 7 0 8 .89 轻度黑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 00 米处
4 3 1 .9 5 6 3 9 .54 轻度黑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 00

米处
4 1 2 .2 1 8 8 9 .42 轻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4 2 3 .2 4 8 3 8 .05 轻度黑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4 2 5 .4 8 8 8 7 .90 不黑不臭

棠下涌平均 4 2 3 .0 7 8 3 8 .19 轻度黑臭
 

表 4-11  棠下涌 11 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员村街

涌口 44 4.23 130 5.93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 400 米废桥处
52 3.81 123 7.13 不黑不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00 米处
55 4.17 135 7.43 不黑不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53. 4.72 139 6.97 不黑不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48 4.94 132 6.22 不黑不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51 6.16 130 6.16 不黑不臭

棠下涌平均 51 4.67 131 6.64 不黑不臭
 

表 4-12  棠下涌 12 月份各断面水质状况 

序号 街道 采样点位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员村街

涌口 39 3.78 137 4.45 不黑不臭

2
临江大道跨涌桥

上游400米废桥处
34 3.18 102 6.08 不黑不臭

3

天园街

黄埔大道跨涌桥

上游 100 米处
36 3.68 118 6.66 不黑不臭

4
中山大道下游 100

米处
40 4.74 142 10.8 轻度黑臭

5

棠下街

棠莲苑对出跨涌

桥
33 4.50 113 5.96 不黑不臭

6
一体化设备旁跨

涌桥北侧
45 6.79 143 7.61 不黑不臭

棠下涌平均 41 4.90 140 7.55 不黑不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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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计每月采样点位均值,评价其黑臭状态。分析全

年的水体黑臭情况。 

表 5  棠下涌 2018 年 1 月-12 月份水质月均值 

月份

监测结果

黑臭状态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原

电位(mV)

氨氮

(mg/L)

1 31 3.09 61 10.7 轻度黑臭

2 43 6.11 116 6.51 不黑不臭

3 37 5.00 124 10.2 轻度黑臭

4 35 4.31 123 6.1 不黑不臭

5 30 2.70 65 6.76 不黑不臭

6 29 2.03 33 7.39 轻度黑臭

7 32 2.37 17 10.4 轻度黑臭

8 37 2.88 40 8.2 轻度黑臭

9 33 2.01 21 10.1 轻度黑臭

10 42 3.07 83 8.19 轻度黑臭

11 51 4.67 131 6.64 不黑不臭

12 41 4.90 140 7.55 不黑不臭

年平均 36.75 3.60 79.50 8.23 轻度黑臭

不黑不臭 ＞25 ＞2 ＞50 ＜8 注：*水深不足

25cm 时,该指标

按水深 40%取值

轻度黑臭 25～10* 0.2～2.0 -200～50 8～15

重度黑臭 ＜10* ＜0.2 ＜-200 ＞15
 

3 结束语 

经过全年大量的监测数据系统整理和分析,棠下涌在

设置了一体化设备(SPT-Ⅰ)后,12 个月中有 7 个月黑臭状

态属于轻度黑臭,5 个月属于不黑不臭。透明度、溶解氧、

氧化还原点位全流域年平均值都属于不黑不臭,只有氨氮

均值为 8.23,属轻度黑臭。相比 2017 年棠下涌的重度黑臭

级别,数据表明一体化设备(SPT-Ⅰ)对河涌的治理具有重

要意义。但氨氮尚未降到 佳水平,在无氧环境中,水中存

在的亚硝酸盐亦可受微生物作用,还原为氨；在有氧环境中,

水中氨亦可转变成亚硝酸盐,甚至继续转变成硝酸盐[5]。

因此在培养针对性强的优势微生物的处理工作中必须防治

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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