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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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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

，藻类大量繁殖对水生生态

系统造成威胁。

02

藻类浓度的实时监测对于预

防和控制水华等环境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03

基于电导率和吸光度的监测

方法具有快速、简便、低成

本等优点，适用于大范围的

水体监测。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水体藻类浓度监测

的研究，但实时监测方法仍需改进和完

善。

吸光度法利用藻类对特定波长光的吸收

特性进行浓度测量，具有灵敏度高、选

择性好等特点。

电导率法通过测量水体电导率变化来间

接反映藻类浓度，具有响应迅速、操作

简便等优点。

未来发展趋势是结合多种监测手段，提

高监测精度和实时性，实现水体藻类浓

度的全面有效监控。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目的和内容

研究目的：建立基于电导率和吸光度

的水体藻类浓度实时监测方法，为水

华预警和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研究内容

探究不同藻类种类和浓度对水体电导

率和吸光度的影响规律。

开发实时监测系统，实现水体藻类浓

度的在线自动监测和数据分析。

通过实际应用验证监测系统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

建立基于电导率和吸光度的藻类浓度

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和优化。



水体藻类浓度监测方法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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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微镜观察水样中的藻类数量，并计

算其浓度。这种方法准确度高，但操作繁

琐，耗时较长。

显微镜计数法

利用化学反应测定水样中藻类的含量。该

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但需要

专业的化学试剂和操作人员。

化学分析法

利用生物传感器对水样中的藻类进行识别

和测量。生物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

性，但成本较高且易受环境因素影响。

生物传感器法

传统监测方法



电导率法监测原理及特点

监测原理

电导率法通过测量水样中离子的导电

能力来间接反映藻类的浓度。藻类细

胞内的离子含量与细胞数量和活性密

切相关，因此电导率的变化可以反映

藻类的生长情况。

特点

电导率法具有快速、简便、无需试剂

等优点，适用于实时监测和现场分析。

但该方法受水样中其他离子的干扰较

大，且对低浓度藻类的测量精度有限。



吸光度法利用藻类细胞对特定波长光的吸收特性来测量其浓度。通过测量水样在特定波长下的吸光度值，可以推

算出藻类的含量。

监测原理

吸光度法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操作简便等优点。该方法适用于不同种类的藻类测量，且对水样中其他物质

的干扰较小。但需要注意的是，吸光度法受水样中悬浮物、色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进行适当

的预处理和校正。

特点

吸光度法监测原理及特点



基于电导率的藻类浓度监
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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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温度、盐度、pH值等因素对电导率与藻类浓度

关系的影响，以提高监测的准确性。

电导率阈值确定

根据实验结果，确定不同藻类浓度对应的电

导率阈值，为后续的监测系统设计提供依据。

电导率与藻类浓度的相关
性分析
通过采集不同藻类浓度的水样，测量其电导

率值，并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确定电导率与

藻类浓度之间的关系。

电导率与藻类浓度的关系研究



测量原理选择
比较交流电导率测量和直流电导率

测量的优缺点，选择合适的测量原

理。

传感器设计与选型
针对藻类浓度监测的需求，设计或

选择合适的电导率传感器，如电极

材料、形状、尺寸等。

信号处理与数据采集
设计信号处理电路，对传感器输出

的微弱电信号进行放大、滤波等处

理，并选择合适的ADC进行数据采

集。

系统集成与调试
将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数据采

集模块等集成在一起，构建完整的

电导率测量系统，并进行调试和优

化。

电导率测量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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