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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城市水体质量监测及综合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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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保护水资源、改善水体环境质量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高锰酸盐指数

与化学需氧量的相关性分析及应用，对于确保水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论文旨在分析高锰酸盐指数（CODMn）与化学需氧量（COD）之间的相关性，并探究这两个指标在水体污染状况评

估和治理等方面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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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tecting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between 
permanganate index 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bodies, and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manganate index (CODMn) 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wo indicators in water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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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污染等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工业活动和城市生活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

废弃物，以及农业活动中使用的农药和化肥等，都可能对

水体造成污染。为了评估水体污染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

施，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被广泛应用。高锰酸盐指数

是指一定条件下，高锰酸钾氧化水中有机物和部分还原性有

机物所消耗的氧量，它可以间接和部分还原性有机物的总

量。化学需氧量则是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

原性物质（一般为有机物）的氧当量，它可以反映水体中有

机物的分解和微生物活动情况，在揭示水体污染状况、寻找

污染源以及制定相应的治理措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需氧量的相关性分析

高锰酸盐指数（Permanganate Index，简称 CODMn）

和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简称 COD）是

用于评估水体有机物污染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虽然二者都

反映了水体中有机物的含量或氧化程度，但它们之间存在一

定的区别和相关性。

2.1 原理和测量方法
高锰酸盐指数是指在强碱或强酸条件下，高锰酸钾溶

液对水样中有机物和部分还原性有机物所消耗的氧量。该指

标的测量方法比较简单，通常采用滴定法进行测定，所需的

试剂也比较容易获得。高锰酸盐指数主要反映了水体中易氧

化有机物的含量，因此可以用来快速评估水体的水质。化学

需氧量是指水样中氧化剂在一定条件下氧化有机物所需的

氧当量，通常用来表示水中有机物的总含量。可采用化学滴

定法或光谱分析等多种方法获得准确的结果。化学需氧量包

括了易氧化有机物和难降解有机物，因此可以更全面地反映

水体中有机物的总污染程度 [1]。

2.2 相关性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通常会同

时进行监测，以综合评价水体的污染情况。一般来说，两者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需氧量之间

通常呈正相关关系。因为高锰酸盐指数主要反映水中易氧化

有机物的含量，而化学需氧量则包括了易氧化有机物和难降

解有机物，所以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会受到水样中有机物种类

和含量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水体中易氧化有机物含量较高

时，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需氧量之间的相关性更加显著。

2.3 分析方法
通过积累大量水质监测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建立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需氧量之间的相关性模

型，如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等手段。这种统计方法可以揭示二

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趋势和规律，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水

体中有机物的特征。具体而言，通过对不同时间点和空间位

置的水样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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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氧量之间的变化规律，进一步了解有机物污染物的来源、

分布和迁移转化情况。通过相关性模型的建立，我们还可以

预测未来水体中有机物的变化趋势，为制定水环境保护和改

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总之，基于大量水质监测数据的统计

分析，能够为我们带来更深入、更准确的水体环境特征理解，

为有效治理水体污染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2.4 实际应用
在水处理工程中，借助监测和分析高锰酸盐指数和化

学需氧量之间的相关性，工程师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水体中

有机物的含量和氧化程度。这种信息对于选择适当的水处理

工艺和调整处理参数至关重要。当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需氧

量之间呈现较强的相关性时，这表明水体中存在较高浓度的

有机污染物，可能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有机物的去

除效率。通过针对性的水处理工艺，如生物降解、化学氧化

等方法，可以有效去除水体中的有机物，从而保证出水的水

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此外，根据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

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工程师可以优化处理工艺，调整操作

参数，提高水处理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进而确保出水水质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综合考虑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

监测数据，结合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工程师们可以制定更科

学、更有效的水处理方案，为保障水体环境质量、维护公共

健康安全提供有力支持。定期监测和分析水质数据，并根据

相关性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和改进，将有助于持续改善水体环

境质量，推动水处理工程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2]。

3 高锰酸盐指数与化学需氧量的应用探究

3.1 污染物监测
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是用来评估水体中的有机

物含量和氧化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它们广泛应用于监测水

体污染情况，通过对这两个指标的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水体

受到有机污染的影响。高锰酸盐指数（CODMn）是一种常

见的水质指标，用于反映水体中有机物的氧化程度。在水体

中存在的有机物质如果不能被充分氧化分解，将会对水体产

生直接或间接的污染影响。CODMn 的测定可以快速、准确

地了解水体中有机物质的含量和氧化程度，为评估水体污染

状况提供重要依据。化学需氧量（COD）也是一种常用的

水质指标，其测定原理与 CODMn 类似，但是更为广泛地应

用于水质监测中。COD 反映水体中有机物质的总量，包括

可氧化和难以氧化的有机物质。当水体中的 COD 超过一定

限值时，表明水体中存在大量的有机物质，提示水体受到严

重污染。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在水体环境管理和保护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这两项指标的监测，可以

及时发现水体中的污染状况，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依据，采

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保护水体环境，维护人类健康。此外，

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还能够指导工业和农业

等领域的环境管理，促进工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3]。

3.2 水质评价
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是评价水体水质状况的重

要指标之一，在水环境监测和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两个指标通过对水体中有机物含量和氧化程度的监

测，提供了关于水体污染程度的重要信息，为评估水质状况

提供科学依据。高锰酸盐指数（CODMn）是衡量水体中有

机污染物含量的关键参数之一。当水体中存在有机废物时，

CODMn 的值会相应增加，反映了水体受到有机物污染的程

度。通过监测和分析 CODMn 的数值，可以定量评估水体中

有机废物的含量，进而判断水质状况是否达标，为水质等级

的划分提供科学依据。化学需氧量（COD）则是表征水体

中有机物质和氧化剂之间化学反应所需的氧当量。COD 值

的大小反映了水体中有机物质的总量，包括可降解和难降解

的有机废物。当水体中的 COD 值超过一定限值时，说明水

体中存在大量有机废物，提示水质可能受到污染。因此，监

测和分析 COD 值是评估水体污染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基

于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结果，监管部门和决策

者可以全面了解水体的污染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管理

政策和措施。通过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可以减轻水体

污染对周围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实现水质的持续改善和

保护。因此，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与分析在水

体环境管理和保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确保清洁水

体、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决策参考。

3.3 环境风险评估
有机物是造成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包括工业废

水、农业面源污染、城市雨水径流等。这些有机物可能包含

各种有害物质，如重金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农药残留

等，对水体环境和生态系统都带来潜在的风险。高锰酸盐指

数和化学需氧量作为评估水体环境风险的重要参考指标，可

以通过监测和分析来反映水体中的有机物含量和氧化程度，

从而判断水体是否存在有机物超标排放或其他潜在的环境

风险。具体而言，高锰酸盐指数（CODMn）是用于评估水

体中有机物氧化程度的指标之一。它通过测定水体中有机

物被高锰酸根氧化的速率来反映有机物的含量和氧化性质。

当 CODMn 值较高时，表明水体中存在大量的有机物，暗示

着潜在的有机物超标排放或有机污染物的累积。化学需氧量

（COD）则是衡量水体中有机物氧化所需的氧气量。它是

评估水体中可降解和难降解有机物总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当

水体中的 COD 值较高时，说明水体中存在大量有机废物，

可能引发水体富营养化、腐败产物累积等环境风险问题。通

过对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和分析，可以实时了

解水体中有机物的含量和氧化程度，判断水体是否受到有机

物的污染 [4]。当监测结果显示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超

过相关标准或阈值时，就需要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如加强

废水处理、加强源头治理、推行环境保护政策等，以减少有

机物对水体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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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处理工艺设计
在水处理领域，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对

于设计和优化水处理工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两个指标

可以为工程师提供关键信息，帮助他们设计合适的水处理方

案，确定适当的处理方法和工艺参数，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有

机物质，保障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效果和出水水质符合相关标

准要求。具体而言，高锰酸盐指数（CODMn）的监测结果

可以反映水中有机物的含量和氧化性质，为确定适当的氧化

剂投加量、氧化反应条件等提供依据。例如，在氧化法处理

有机废水时，工程师可以根据 CODMn 值调整臭氧、高锰酸

钾等氧化剂的投加量，确保有机物得到有效降解。化学需氧

量（COD）则可以评估水中有机物质的总量，为选择合适

的处理工艺和确定处理参数提供重要参考。通过监测 COD

值，工程师可以了解到废水中有机物的负荷大小，从而设

计相应的生物处理、化学处理或物理处理工艺，以达到有效

去除有机物的效果。在实际水处理工程中，工程师通常会结

合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数据，综合考虑水质特

性、处理设备和工艺成本等因素，制定全面的水处理方案。

通过充分利用这两个指标的信息，工程师可以优化水处理工

艺，提高处理效率，降低运行成本，确保出水水质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此外，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也可以

用于监控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和改进。通过持续监测和分析这两个指标，工程师可以实时

跟踪水质变化，及时调整处理工艺，确保水处理系统稳定运

行，为保障出水水质提供可靠保障。

3.5 水环境保护
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是水体环境质量评价中的

关键参数。为了保护水体环境，国家和地方政府发布了一系

列水环境标准，其中包括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极限

排放标准。这些标准规定了不同类型水体中允许的最大高锰

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浓度，以确保水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在水环境保护工作中，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常被

用来衡量水体污染程度。高锰酸盐指数反映了水中有机物氧

化能力的强弱，而化学需氧量则表示水体中有机物氧化降解

的需氧量。通过监测和分析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可以判断水

体中的有机物污染程度和氧化状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控制和

管理措施。基于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的监测结果，政

府机构和水务部门能够评估水体环境质量，并及时采取行动

来保护水资源。通过长期的监测和评估，可以了解水体质量

的变化趋势，并及时调整治理策略。同时，高锰酸盐指数和

化学需氧量的监测结果还为制定水体保护政策、制定环境规

划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最后，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

量的监测也有助于评估不同污染源对水体的影响程度。通过

准确监测各污染源的排放情况，并结合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

需氧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确定污染源控制的重点和优先级，

为制定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

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体污染问题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因此，对水体污染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能够为科学合理地评估水体污染提供依据，促进

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和保护。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在水

质监测、环境评价、风险评估和水处理工艺设计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对这两个指标的合理应用，可以更

好地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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