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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冷却塔飘滴盐沉积监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水冷却塔飘滴所引起盐沉积的监测方法，包括监测条件、监测点的选择、采样器的

布设、监测步骤、样品分析及结果处理等方面。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通风海水冷却塔和机力通风海水冷却塔飘滴盐沉积的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5453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氯离子的测定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水冷却塔  seawater cooling tower  

用于海水循环冷却过程的一种构筑物。 
注：海水被输送到塔内，通过海水和空气之间进行热、质交换，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来源：GB/T 23248—2020,3.5] 

3.2  

飘滴  drift 

海水冷却塔排出的空气中夹带的细小水滴。 

[来源：HY/T 203.1—2016,6.9] 

3.3  

盐沉积  salt deposition 

海水冷却塔飘滴沉降到周围环境内所造成的盐类的累积。 

3.4  

采样器 sampler  

用于收集被测样品的采样装置。 

4 监测条件 

4.1 冷却塔运行状态要求 

监测前，海水冷却塔应在设计循环水量±10%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7d上；测试过程中，海水冷却塔

保持稳定运行。 

4.2 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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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前应收集不少于一年的当地气象资料，主要包括气温、风向、风速、大气压、湿度等，确定监

测地点常规气象条件、同期主导风向及风频。监测应在常规气象条件下进行，如遇恶劣极端天气（暴雨、

暴雪、大风等）应暂停监测工作。 

5 监测点和采样器的布设 

5.1 监测点的布设 

5.1.1 监测点采用同心圆布点法，以海水冷却塔中心为圆心，分别取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与圆心放射线

交点作为监测点。 

5.1.2 对于自然通风海水冷却塔，分别取半径为 0.5 km、1 km、2 km、5 km 和 10 km 同心圆与圆心放

射线交点作为监测点，各圆周上最少分别设 4 个监测点。 

5.1.3 对于机力通风海水冷却塔，分别取半径为 0.5 km、1 km、1.5 km、2 km 和 5 km 同心圆与圆心

放射线交点作为监测点，各圆周上最少分别设 4 个监测点。 

5.1.4 对于海水冷却塔塔群，监测点布置采用同心圆法，以塔群分布图形的几何重心为圆心，监测点

布置原则与单塔保持一致。 

5.1.5 不同圆周上的监测点布设根据常年同期主导风向，下风向均匀增设 2 个~3 个监测点。 

5.1.6 监测点不应设在山谷、海岸线等受局地气象条件影响较大的地方。 

5.1.7 监测点不应受到局地污染源的影响。 

5.1.8 监测点的选择应适于安放采样器，便于采样器的操作与维护。 

5.1.9 监测点应选择不受大量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如人口居住中心、排灌系统、水电站及自然资源

开发（农田、盐田等）的影响。 

5.2 采样器的布设 

5.2.1 每个监测点采用正三角形布置 3 个采样器。 

5.2.2 采样器应固定在水平支撑面上，避免大风或降雨（雪）导致采样器倾倒。 

5.2.3 采样器应放置在开阔、平坦的地方，采样器周围无明显树木、建筑物及其他障碍物遮挡。 

5.2.4 采样器应放置在底部距离地面高度为 0.5m～15 m 范围内。 

6 监测步骤 

除另有规定，分析用水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的规定。 

6.1 采样器的准备和清洗 

6.1.1 采样器应采用耐腐蚀塑料制成的平底容器，开口横截面积不小于 0.07 m
2，高度不低于 0.3 m。 

6.1.2 采样器在监测开始前应使用硝酸溶液（体积比为 1:10）常温浸泡 24 h，然后用自来水冲洗至中

性，最后用去离子水润洗 3 次~5 次，倒置晾干。 

6.1.3 应在采样器外侧面进行编号，保证监测期间不因环境和意外因素导致编号模糊或者丢失。 

6.2 监测周期 

监测周期15 d，具备条件的也可适当延长监测周期。 

6.3 监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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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将采样器固定在监测点，取 1 L 去离子水注入采样器中，标注采样器内的液面高度，记录每个

监测点的经纬度及监测开始日期、时间。 

6.3.2 监测人员每天对所有监测点的采样器进行现场检查，并记录异常情况。同时记录监测期间冷却

塔运行工况参数、样品污染情况（明显的悬浮物、鸟粪、昆虫等）。 

6.3.3 监测期间，采样器内液体高度不应低于初始高度的一半；若低于时，应及时补充去离子水至初

始高度。 

6.3.4 监测期满时，应立即收集样品。首先用 1 L 去离子水充分冲洗采样器内壁，然后去除树叶、枯

枝、鸟粪、昆虫、花絮等干扰物，测量液体体积并移入耐腐蚀塑料密封容器中。记录收样日期和时间、

样品体积 V（L）、收样人员签名。 

6.3.5 监测期间发生极端天气（暴雨、台风等）情况，监测应暂停并封样，待气象条件恢复稳定后重

新开始监测。 

6.3.6 监测期间采样器发生倾倒、丢失或者液体溢出现象，视为该采样器异常，不纳入监测结果。 

6.4 空白试验 

选择被测海水冷却塔停机时，或选择距被测中心超10 km同地形地貌监测点进行空白试验监测。 

7 样品分析 

7.1 将密封容器中的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后，过滤并量取 500 mL 液体用于样品分析。 

7.2 按照 GB/T 15453 测试样品中氯离子含量，计算得氯离子质量浓度（ρ）。 

7.3 以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采集样品中氯化钠的质量作为海水冷却塔飘滴盐沉积的监测指标。 

海水冷却塔飘滴盐沉积量（   ）按式（1）计算： 

     
    ρ-ρ

 
   

        
 
  

 
 ······································································ (1) 

式中： 

   —— 海水冷却塔飘滴盐沉积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每月（        ）； 

         ——  NaCl 的摩尔质量（58.5），单位为克每摩尔（     ）； 

      ρ   —— 样品中氯离子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    ）； 

      ρ
 
  —— 空白试验中氯离子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    ）； 

          —— 采样器内全部液体样品体积，单位为升（ ）； 

          —— Cl 的摩尔质量（35.5），单位为克每摩尔（     ）； 

          —— 采样器的开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 

           —— 监测周期，单位为天（ ）。 

7.4 取每一个监测点的三个样品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该监测点的测定结果。 

7.5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8 精密度和准确度 

    的精密度：重复性标准差不大于0.19，再现性标准差不大于0.20。三个平行样品的允许差小于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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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9.1 实验室空白试验 

每一监测周期内的样品至少分析一个实验室空白。实验室空白测定结果应低于方法检出限，方法检

出限计算方法执行HJ 168。 

9.2 平行样 

每个样品应至少分析两个平行样，平行样分析结果相对偏差应不大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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