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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监测及水污染防治探究

姚凤伟
宁夏华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中国作为人口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很大。面对当前自然资源供应紧张、必须高度重视起来，进一步

加强水环境监测工作，明确水资源环境监测的必要性，以保证水环境监测能力，掌握正确的水环境监测信息，并在

此基础上积极进行水污染防控工作，根据环境污染成因，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污染防控措施，以提高环境污染防控能

力，解决饮用水环境污染问题，保障人民饮水安全，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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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环境监测工作在国家环境监测中占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保障了饮用水环境监测工作直接关系到

整个国家的饮用水环境保护工作，便于人们及时地对

一定水域内的水体变动状况加以了解。在实际对水环境

实施监控的实践中，通过适当的手段提高监控工作的效

率，高度重视水环境监测工作的必要性，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对水环境监测质量进行控制，从而有针对性采取相

关措施实现对我国水环境的保护。

1 水环境监测概述

水环境监测，大致分为两个领域的工作。首先进行

地表水检测，在地表水检测过程中，应进行对水源常规

水因素的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的环境情况，确定水

源被污染范围。要注重对饮用水环境污染因素的研究分

析，从而确定饮用水环境污染因素、危害物质、浓度以

及危害范围。在调查过程中，为了提高调查的准确度，

宜选取在晴朗气候、水流动较小的自然环境下调查或采

样，并且也要选取在多个时段取样调查，以便于更好的

提高对地表水采样的有效性、代表性和检测结论的正确

性。其次是地下水检测，近年来，在经济社会高速增长

的大背景下对地下水的使用要求也愈来愈高，所以政府

必须十分重视水检测工作，以全面了解水的质量情况[1]。

目前，在水检测中主要是采用抽检的方法进行的，通过

取样后进行数据分析，从而确定了水的硫酸钠、氟化

物、铁和酸碱度等重要元素成分，从而使当地水文的特

点更加明确化。

2 水环境监测现状和质量控制的必要性分析

水对人体和动植物的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和太阳

能一样，水也是人体和社会发展的必需物质之一。目

前，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日益提升，导致了中国的自

然资源平衡发生了严重破坏，中国大量的自然资源也遭

到了巨大的破坏。针对此，中国如果要对自然资源加以

合理的保护，首先还需要通过科技的手段对自然资源加

以合理开采与使用，同时还要对相应的防治管理政策进

行明确。在此形势背景下，水环境监测将是当今社会中

最具重要性的一个工作。要想对中国饮用水加以充分开

发，并使之加以充分利用，就一定要对饮用水环境加以

充分监督，这样就算环境发生了问题，环境监测机构也

会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方法对其处理。与此同时，由于

水质的安全性问题对国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的

健康生活也具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对水资源的监

督管理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此外，通过对水

资源品质进行严格检测以及管理，监测数据的正确性也

就会获得了有效保证，这样水资源的安全和品质也就能

得以保障[2]。水资源环境监测工作主要是对水资源的质量

进行的监测，但同时也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人与发

展有关的方面，对自然资源水质进行的监测工作。据调

查显示，中国水资源监控体系的基础建设并没有健全，

这不仅使水资源环境质量监测服务的水平和效果都有了

明显下降，同时也使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3 水环境监测技术

3.1  3S技术
3S技术是指遥感、GIS、GPS等技术。空间技术是计

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卫星定位技术、空间技术等技术

的综合运用。利用这一技术进行水体环境监测，可以对

水体的污染状况进行有效的监控，从而提高水质监测的

效果。3S技术在水体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尽管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其在实际应用中

所起的作用并未达到最大。为此，必须大力推进水环境

监测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加强科研力量，为水环境

监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3]。

3.2  物联网技术
作为一项新型的信息技术，它可以很好地满足水环



2023� 第5卷�第12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212

境污染的监测需要。其应用范畴涉及跟踪信息技术、新

型通信联网技术等。例如，中国在水利建设方面，已

经运用了物联网信息技术建立了智能的水质管理体系，

从而完成了对河流断面水量、水质等情况的即时监控，

并对河道各要素信息实现了在线数据分析，并以此为河

道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提供了支持。所以，就需要运用

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即时的数据采集、即时的信息传

输，并对当前的水体情况做出数据分析，从而给出了相

关的管理措施，以达到提高水质监测的及时性。

3.3  其他技术
在水环境监测方面，应加强生物传感器技术、生物

芯片技术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将其与水利建设密切

联系，从而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判定，从而提高水质

监测的质量[4]。

4 水环境监测中存在的质量影响因素

4.1  样品的问题
在对水样实施采集前，对附近水文、地理条件和采

集区域的性质、作用的认识不够。但在收集水样的过程

中，如果所设定的取样地点相对简单，往往不能把区域

的总体环境状况表现出来。此外，由于取样方式运用的

不合理、或者取样器具缺乏严格标准，在实际取样过程

中忽略了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就会对样本数量的真实性

产生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无法很有效的将某个

地区水环境的实际状况真正表现出来。

4.2  水环境监测的工作制度不够完善
缺乏规范的制度引导，不清楚在水环境监测过程中

可以使用哪些技术。在选定相关技术对水环境进行监测

的过程中，没有结合监测点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进行确

定，同时也可以建立专门的控制体系对技术进行分类和

规范。工作人员在对水环境进行监测之后，针对收集的

数据需要进行统计和计算，并结合计算结果对水域内的

水质质量进行判断和评估，但是在缺乏统一评估标准的

情况下，往往无法真实反映出水体的实际污染情况[5]。

4.3  水环境监测中所用的仪器设备落后
在地方政府对水环境监测工作政策、资金投入力度

不足的情况下，无法采购一些先进的设备对水体环境进

行监测，水环境监测的自动化水平不足，远远落后于国

际先进水平。从一定程度上讲，水环境监测中需要用到

的设备仪器的先进性，直接会对水环境数据采集、分析

和处理造成影响，在设备仪器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会严

重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5 新时期提升水环境监测质量水平深化水污染防治

的基本策略

5.1  明确水污染防治原则
水污染治理项目的实施，必须坚持一定的方针，所

以一定要明确具体的遵循，并在基础上进行预防治疗，

才能取得合理的环境污染预防方案。第一要坚持整体

性原则，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环境污染治理中忽略整

体性原理，未能兼顾到环境原因，致使产生了巨大的水

环境污染问题。在时代，必须把生态思想融合到水环境

污染治理事业中，有机结合水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环保

工作，利用新生态理论思想，积极整治和恢复已被严重

污染的水域，以促进水体环境生态综合建设，从而充分

体现出环境污染治理的综合功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其次应坚持系统性原则，由于水环境治理工作的发

展，具有很大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所以首先要深入系统

的剖析水体污染源头，并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需

要，建立健康循环发展系统，要根据不同地区、流域、

湖泊的特征，建立差别化的水污染防控政策，分批分类

推动水污染防控措施，提高环境污染防控能力[1]。最后要

坚持综合治理政策，环境污染治理仅仅通过立法是远远

不够的，所以在自然资源挖掘与开发利用的同时，要提

高环境保护与管理能力，形成预防为主、治理结合、综

合治理的思想观念，在保障自然资源的同时，减少自然

资源损害。

5.2  提高对水环境监测的重视程度，更好服务于水污
染防治决策

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水环境监测的重要性，严格

落实好国家各项政策措施要求，确保水环境监测与基层

改革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在

水环境监测上，要增加专项投入，确保水环境监测需要

的各种仪器设备等能够不断的更新完善，从而确保水环

境监测的高质量开展，这样也能够更好的保障各项数据

信息的精准度。对于获取到的数据信息，要更好的服务

于水污染防治，水环境监测部门要强化与水污染防治等

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这样不仅凸显了水环境监测

的地位，而且还能够帮助水污染防治部门更好的研判分

析，提高了水污染防治的成效性。注重强化水污染防治

与水环境监测的对接，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调度会，确

保水环境监测及水污染防治等部门的共同参与，这对于

凝聚智慧力量更好的服务于水环境维护及水污染防治都

非常有帮助[2]。

5.3  重视宣传教育
水环境污染预防是一个利国利民的长期工作，为了

促进预防疗法，需要社会各界全员的共同参加和合作。

所以，有关行政部门必须注重宣传教育，帮助全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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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形成科学的环境认识与治理观念。第一，加强《水污

染防治法》的社会传播教育，利用报刊、网络、广播电

台、电子宣传册和新兴传媒等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教育，

使水污染的治理工作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然后，

把宣传教育活动工作和“保护母亲河”“世界环境日”

等重要节日活动充分融合，充分运用地方民风民俗和各

类节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工作，进一步增强水污染防控

的传播效应，以充分调动全体民众积极投入维护水资源

的社会公益活动中，创造群众全面参与的良好氛围；最

后，地方政府部门也要增强群众政治思想意识，把水污

染防控的宣传效果作为政绩建设考核内容，以确保各类

宣传教育活动工作的全面进行。

5.4  加大防治投入
水污染治理属于一个带有较强重复性的工程，当地政

府必须意识到工作的必要性，同时增加预防投入。首先，

当地要把环境污染防控工作融入到成绩考评之中，并增加

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更换和完善水质检测硬件设备，对水

资源的污染情况进行动态以及实时监测，为各项防治工作

的有序开展奠定硬件基础；其次，科技是推动水资源污染

防控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保障，有关单位应加强技术人员

对治理方法和监测技术加以探索与研究，准确掌握当地水

质的动态数据，从而提出科学合理的防控方法，提高防控

项目的效果与水平；最后，加强人才队伍工程建设，提升

队伍的学历水平、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道德素养，为各

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支撑[3]。

5.5  做好监测过程的监督管理
水污染检测的重点环节就是做好对样本的分类，因

此这个工作将会直接影响检测的结果和品质。如果环境

污染严重，在样品检测中必须反复收集样品，同时要

仔细的标记和分级，针对特定情况的污染物，必须进行

样品的稀释工作，以便检测水体污染物的真实情况。另

外，根据有关规定必须进行实验室的监测工作，确保试

验分析顺利完成。最后，对检验结论要进行正确记载，

可以采用绘图和文本等形式记载，达到能够直观分析检

验结论。

5.6  控制污染源头
在水污染防控活动中，监控污染源头是最关键、最

可行的防控手段，从源头管控废水排放量，才能防止环

境污染规模的增加，从而提高防控工作的效果。首先，

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对当地企业的废水污染状况进行追踪

调查，引导他们对产品体系的调整与完善，改变当地产

业结构，减少废水向附近水源排泄；然后，对水污染实

施集中控制和治理，比如限制废水的释放的浓度、类型

和总量，特别针对农村生产废水，必须对其实施集中治

理和控制，防止对附近水源产生危害；最后，强化水污

染排放的处罚措施，增加公司违规投入，对出现严重环

境污染事故的公司将予以处理[4]。

5.7  保证样品采集质量
在水质监测过程中，取样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水质

污染的特点，对采样量要求较高，所以在收集时要考虑

到：第一，要根据当地的水质状况，选用适当的采样方

式和采样地点，保证数据采集的顺利进行。第二，选取

有代表性的采样位置，以保证采集的结果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第三，样本的管理很重要。取样后，要对取样进

行适当的保管，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贮存器具要清

洁、整齐。第四，对所采集的样本进行整理、分类、编

号，以便今后利用。如有特别的监测需求，则需进行采

样。因此，必须保证取样的规范化、专业化，并对采集

的仪器、设备进行严格的管理，以保证整个检测工作的

精确度。

结语

在水环境治理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尽管其中获得了

很大的成效，但仍旧和预想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

以，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于水环境解决途径的关注力度，

在这里积极研究环保工作，同时在河流整治改造项目中

进行水环境治理项目，以此才能有效的保障环境均衡，

推动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永春，莫凤映.水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
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0（12）：64-65.

[2]王定国.水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体系的构建研究[J].
清洗世界，2020，36（11）：44-45.

[3]袁红春，王丹，陈冠奇，等.基于LightGBM模型的
鱼类异常行为检测[J].渔业现代化.2020，47（1）.47-55.

[4]汪恩.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探析[J].节
能，2019，38(9):128-129.

[5]谭人伟.关于水污染防治中的问题及控制技术优化
[J].低碳世界，2019，9(09)：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