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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

赵瑞云
山西伟华检测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山西�运城�044100

摘�要：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水质采样作为环境监测的核心环节，其质量管理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本

文首先概述了环境监测水质采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随后分析了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关键要素及其面临的挑战，包括

采样标准化、人员专业素质、设备技术更新以及采样过程中的污染和误差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具体的

改进措施，旨在提升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水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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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水环境面

临着日益严重的污染威胁，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

显得至关重要。它关乎水质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直

接关系到水环境质量的评估和保护措施的制定。因此，

本文将从水质采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分析当前水

质采样质量管理中的挑战与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改进措

施，以期为保障水环境安全提供有力支持。

1��环境监测水质采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1.1  水质采样的基本原理
环境监测中的水质采样是评估水体质量的关键步

骤，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采集和分析代表性水样来反映

整个水体的污染状况。水质采样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

“代表性、均匀性和可比性”三个原则。代表性原则要

求所采水样能够准确反映水体的整体状况，包括水体的

空间和时间变化；均匀性原则则要求采样点的分布应保

证所采水样在整个水体中分布均匀；可比性原则要求采

样方法和过程应统一，使得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水样之间

可以进行比较。

1.2  水质采样的方法和技术
水质采样的方法和技术多种多样，根据采样目的和

水体特点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采样方法。常见的采

样方法包括瞬时采样、时间平均采样和流量比例采样。

瞬时采样是在某一瞬时采集水样，主要用于了解水体某

一时刻的污染状况；时间平均采样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

内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以反映水体在一段时间内的平

均污染水平；流量比例采样则是根据水体的流量按比例

采样，适用于评估水体的连续污染状况。此外，还有一

些特殊的采样技术，如自动采样器和无人机采样等。自

动采样器可以根据预设的时间和条件自动采集水样，大

大提高了采样的效率和准确性；无人机采样则可以利用

无人机飞行灵活的特点，对难以接近的水体进行采样[1]。

1.3  水质采样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进行水质采样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

是采样点的选择，应确保采样点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

整个水体的污染状况；其次是采样时间的选择，应根据

水体的污染状况和采样目的确定合适的采样时间；再次

是采样器具的选择，应选择合适的采样器具，确保采样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最后是采样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

避免污染、保持水样原始状态等。此外，在进行水质采

样时还需要注意采样频次的问题。采样频次的选择应根

据水体的污染状况和监测目的来确定。对于污染较严重

的水体，应增加采样频次，以更好地反映水体的污染状

况；而对于污染较轻或监测目的较为简单的水体，可以

适当减少采样频次，以提高监测效率。

2��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2.1  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现状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人们对环境保护

意识的加强，水质采样质量管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各国政府和环保机构纷纷制定了一系列水质采样的

标准和规范，以确保采样过程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

性。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水质采样的技术和设

备也在不断更新和升级，为水质采样质量管理提供了更

多的手段和方法。然而，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水质采样质量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其中，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采样过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不

高，导致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此外，

水质采样质量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也参差不

齐，部分采样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难

以胜任复杂的水质采样任务。

2.2  水质采样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采样标准化程度不足。在实际的水质采样过程

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采样方法、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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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采样频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不仅使得采

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也增加了采样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采样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
齐。水质采样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采样人员

具备一定的化学、生物、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实践

经验。然而，目前部分采样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导致采样过程中出现

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3）采样设备和技术更新
缓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水质采样的技术和设备也

在不断更新和升级。然而，在一些地区，由于经费和技

术等原因，采样设备和技术更新缓慢，难以满足当前水

质采样的需求。这不仅影响了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也制约了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发展。（4）采样过程
中的污染和误差问题。在采样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

如采样器具的不干净、采样人员的不规范操作等，都可

能导致采样结果受到污染或产生误差。这些污染和误差

问题不仅会影响采样结果的准确性，也会对水质采样质

量管理带来挑战。

2.3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缺乏统

一的标准和规范。当前，虽然水质采样的标准和规范已

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仍然缺乏统一的、被广泛接受

的标准和规范。这导致各地区、各单位在采样方法、采

样器具、采样频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保证采

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采样人员培训不足。水
质采样需要采样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采样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

实践经验，导致他们在采样过程中难以发现问题、处理

问题。（3）资金和技术投入不足。在一些地区，由于资
金和技术的限制，水质采样的设备和技术更新缓慢，难

以满足当前水质采样的需求。这不仅影响了采样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制约了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发展。

（4）环保意识不足。部分单位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程度不够，缺乏对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的认识。这导致他们在采样过程中可能忽视一些重要的

细节和步骤，从而影响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改进措施

3.1  采样前的准备工作
（1）精确选定采样点。采样点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水

样代表性和后续分析的准确性。在选择采样点时，需要

考虑水体的流动状态、污染源分布、水文地理特征等因

素。在河流中，通常会选择在上游、中游、下游设置

采样点，以全面反映整条河流的污染状况。对于湖泊或

水库，则应考虑水深、水温和水体混合程度等因素。同

时，为了捕捉到季节性变化，采样点的选择还需要考虑

不同季节的水体特征。（2）合理规划采样时间。采样时
间的确定同样重要。一方面，要考虑水体的日常变化，

如潮汐、水流速度、温度等，以选择合适的采样时机；

另一方面，考虑到污染物排放的周期性，如工业废水排

放、农业活动影响等，应在相应的排放高峰期增加采样

频次。此外，在天气变化剧烈、有突发事件等情况下，

也需要及时调整采样计划。（3）准备合适的采样器具和
试剂。采样器具的选择和状态对于保证水质样品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常见的采样器具包括采样瓶、采

样桶、取样器等，这些器具应符合国家标准，且能够耐

受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条件。在采样前，应对器具进行

彻底清洗和检查，确保没有残留物或污染物。同时，为

了维持水样的原始状态，有时需要使用特定的保存容器

和试剂。这些试剂的选择同样需要基于样品的特性和分

析要求[2]。（4）采样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装备准备。采样
人员是直接执行采样任务的人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操

作技能直接影响到采样质量。因此，对采样人员进行系

统的专业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培训内容应包括基本的化

学知识、采样技巧、安全操作规程等。此外，为采样人

员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装备可以

保护他们免受有毒有害物质的伤害，同时也有助于维持

样品的真实性。

3.2  采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严格遵守采样操作规范。在采样过程中，我们

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采样操作程序进行，不得随意改变

采样方法、采样器具或采样时间。对于不同的水体和水

质指标，采样方法的选择非常重要，错误的采样方法可

能导致水样失去代表性，进而影响后续分析的准确性。

例如，对于含有悬浮物或沉淀物的水体，我们需要使用

专门的采样器具或方法来确保水样的均匀性和稳定性。

此外，为了避免交叉污染，我们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

保持采样器具的清洁和干燥，避免使用同一采样器具同

时采集不同水体的水样。在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还需

要注意避免手部直接接触水样，以免污染水样。（2）实
施现场质量控制措施。为了确保采样过程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我们需要在采样现场实施一系列质量控制措施。

其中，质控样品的采集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

质控样品应与实际水样同时采集、同时分析，以检验采

样方法和过程的准确性。通过对比质控样品与实际水样

的分析结果，可以及时发现采样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并及时进行纠正。此外，我们还需要对采样器具、



2024� 第3卷�第3期·地质研究与环境保护

72

试剂等进行定期的质量检查和评估，确保其符合采样要

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采样器具或试剂，应及时更换或

调整，以确保采样结果的准确性 [3]。（3）完整记录采
样信息。在采样过程中，详细记录采样信息是至关重要

的。这些信息包括采样点、采样时间、采样器具、采样

方法、采样人员等，对于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通过记录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追溯和评

估采样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

时，我们还需要确保这些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任何

错误或遗漏都可能导致后续分析结果的偏差或错误。因

此，在采样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每一项记录，确

保它们能够真实反映采样过程的实际情况。

3.3  采样后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1）数据审核与整理的重要性。在完成水质采样

后，首要任务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细致的审核和整

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原始数据的质量和

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后续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数据审

核包括检查数据是否齐全、是否有遗漏或错误，以及是

否存在异常值。对于不符合规范或存在明显错误的数

据，必须及时进行核实和修正，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数据整理则是将原始数据按照一定的格式和标准进行整

理归类，使其更易于后续的分析处理。这包括数据的排

序、分类、归档等工作，以确保数据的清晰度和易用

性。同时，整理过程中还需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筛

选，以剔除无关信息，保留对分析有用的部分。（2）数
据分析与评估的深入开展。完成数据审核和整理后，接

下来的工作是利用专业的数据分析软件和方法进行深入

的分析和评估。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

有用的信息，了解水体的污染状况、污染物的种类和浓

度等信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运用统计学、化学

计量学等多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比较和解释。通

过分析，可以找出水体中主要的污染物和污染源，评估

水体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势。这些信息对于环境保护决

策至关重要，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3）结
果报告与反馈的及时传达。完成数据分析与评估后，需

要将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清晰、准确地反映水

体的污染状况和变化趋势。报告应包含详细的数据分析

结果、结论和建议等内容，以便相关部门和单位了解水

体的污染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还需将分析结

果及时反馈给相关的环境保护机构、政府部门和利益相

关者。这样可以使他们及时了解水体的污染状况，并采

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改善和治理。通过结果报告与反馈的

及时传达，可以促进水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保障

水环境的安全和健康[4]。

结束语

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作为确保水环境数据准

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本文

的探讨中，我们深入分析了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的多个方

面，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然而，我们也认识到，

水质采样质量管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我们需要

不断加强相关研究和探索，持续提升管理水平，为保护

我国的水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让我们

携手努力，为构建美丽中国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谭淑娟.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J].中小企业管
理与科技,2022(11):60-61.

[2]徐蕊.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研究[J].绿色科
技,2020(24):131-133.

[3]王福伟.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J].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2021(05):113-114.

[4]邓会超.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探讨[J].北方环
境,2020,032(02):125+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