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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污水水质进行检测时，要加强对水源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引进更加先进的检测技术，才能保证检测结果更加

的精确，从而为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近阶段在对污水水质进行检测时，还是会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导致最终的检测结果存在较高的误差，无法保证检测技术应用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因此相关的研究人员必须

对现有的技术进行改进和优化，并且研发一些新型的技术，在开展污水水质检测工作时，才能更加的科学有序，保证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从而在实验开展的基础上，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处理>��。

如图�所示，近几年城市化的建设进程正在不断的加快，城市区域的水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导致水资源严

重短缺，水污染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前在进行水资源利用时，供需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

多种措施，对污水进行了处理，并且建设了一些污水处理厂。

�

但是相关工作在开展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发挥巨大的效益，而且在开展污水水质检测时，检测质量得不到有效地

提升，也会对污水治理工作的开展造成阻碍。在对污水水质进行检测时，提高检测水平，可以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利

用，还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再生水平，从而对当前社会用水不足的问题，进行有效地缓解>��。

（一）样品采集方法及容器选择存在问题

在对污水的水质进行日常监测时可以发现，有些项目的最终检测结果不够精确。如图�所示，这种问题的出现，

与样品采集方法的选择和容器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例如在对石油类的样品进行采集时，需要选用专门的采样

器设备，而且在开展样品采集工作时，要应用到大口的玻璃瓶。在对有机物的含量进行检测时，要保证容器的采满，

不能存在空隙的现象。在开展工作时，悬浮物和硫化物等水溶液的采集，必须进行单独的定容和采样，而且要全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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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检测工作的开展。如果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检测数据存在异常问题，要对实验室内部的误差现象进行全面的控

制。还要对样品采集的方法进行核查，最后要对容器的使用情况进行复查>��。

�

（二）样品检测和保存过程中存在干扰因素

在开展水质检测工作时，如果需要检测的废水成分比较复杂，那么这些废水中存在的一些干扰物质，就会对最终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在应用重铬酸钾法进行水质检测时，会受到氯的干扰，如果氯的含量比较

高，就要在检测过程中添加定量的掩蔽剂硫酸汞。如果水源中的氯含量超过了检测的标准，氯离子就会出现复杂的二

次曲线关系。在开展检测工作时，也存在更大的难度，会对检测实验的开展程序造成巨大的干扰。有些检测污水厂在

开展相关实验时，经过紫外线消毒以后的水源会存在一些菌群。因为在进行紫外线消毒时，消毒能力不够持久，还会

受到消毒剂量的影响。在出水时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电晕现象的出现。这一部分的菌群在经过紫外线的照

射之后，可以在光照下进行快速的修复，因为紫外线的消毒造成的损伤也会在光照中复活。

因此在对样品进行保存时是否进行了冷藏保存，在开展检测实验时检测的及时性，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直接性

的影响。而且有些检测项目在开展时，需要加入定量的化学保存剂，才能对检测要求进行全面的分析。例如在进行金

属检测时，要加入定量的硝酸，才能保证最终结果的准确性。但是检验人员在进行具体操作时，如果没有对相关的要

求进行全面的了解，导致检测过程出现了误差，就无法提高最终结果的准确性>��。

（三）存在一些偶然误差因素

在进行水质检测时，分析结果和真实数值之间存在的误差值，被称为误差。可以根据误差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种是系统性误差，第�种是偶然性误差，第�种是过失性误差。这三种误差之间存在较大的差

别，因为偶然性误差在发生时比较随意，而且表现状态有时比较大，有时比较小，有时为正，有时为负。虽然偶然性

误差在发生时，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察觉，在开展控制工作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在对系统性误差和过失性误差

进行消除之后，在同种检测条件下，对水源进行多次的测定，就会对偶然性误差发生的规律进行发现>��。

一般来说，偶然性误差问题的发生存在界性规律，也存在单峰性和对称性等规律。根据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在开

展水源检测工作时，测定的次数比较多，偶然性误差问题的出现次数，就可以减少到并不显著。例如在对挥发酚和总

磷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周边环境的温度，对于最终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影响。如果在冬季开展检测

工作，气温比较低，就会对实际的检测产生影响。

这种结论的产生是开展了上百、上千次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在对污水的水质进行检测时，实验次数开展越

多，误差的出现情况就会越少>��。

（一）加强实验室内部的质量控制和管理

通常情况下，在对污水的水质进行检测时，需要在实验室内开展检测工作。实验室内部的质量控制和管理水平，

会对检测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开展检测实验时，要想提高检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检验人员应该做好实验室内部的质量控制工作，在开展水质检测实验时，要对质量控制工作进行严格的把控。例

如在开展实验的过程中，要对校准曲线的绘制工作和空白实验的开展情况，以及平行样的分析结果和加标回收的分析

结果、标准点检测等工作进行全面的控制，确保相关的基础工作在开展时更加的顺利。还要定期地对盲样进行考核，

通过检测方法的对比和检测人员的对比，以及检测仪器设备的对比，对检测实验开展期间进行核查，对质量控制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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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绘制。还应该建立统一的质量控制管理档案，对质量控制情况进行实时的记录>��。

相关人员还应该端正自身的工作态度，在开展工作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具体的操作，才能保证工作

的开展更加的科学有序。为水质的检测实验开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在开展实验时，科研部门还应该选择综合素质更

高，专业能力更强的检验人员开展相关的实验，还要对检测过程中的数据信息进行准确的记录，才能保证最终的结果

更加准确。在开展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工作时，属于外部的质量控制。在相关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于较多部门和实

验室的写作实验中，可以通过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和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开展监测实验时，一些不容易发现的

问题进行全面的预测和解决，可以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在对污水水质进行检测时，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管理工

作，是检测实验开展的基础，也是促进水质检测工作进行发展的一项基础>��。

（二）对系统误差问题进行合理的控制

在对污水的水质进行检测时，因为这项实验开展的项目比较多，而且每个项目采用的分析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要想对实验开展过程中的系统性误差进行有效地控制，检验人员应当根据检测的要求和实验的开展情况，选用正确的

分析方法。检验人员在开展实验之前，还要对实验过程中应用的仪器设备进行事先校准。如果在校准的过程中，发现

设备存在标准物，就要应用其他仪器对设备进行检测，并且对最终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性的评价。如果在开展检测实

验时，没有出现标准物，就可以使用加标的回收率，对检验的结果进行检验>��。

在开展检测实验时，还要定期的按照仪器设备的管理程序，对仪器设备进行核查和校准，并且按时的填写设备的

校准证书。在对污水的水质进行检测时，还要使用更加标准的物质，这种物质的应用，可以对准确量值进行标准的测

量。主要分为非标准物质和有证标准物质两种类型。在应用这种物质的过程中，可以将其作为检验的标准和工作的开

展标准。在进行测量结果评价时，也可以应用这种物质，并且为质量保证计划的制定提供有效地支持，还可以对最终

检测结果进行仲裁。所以检验人员在开展污水水质检测工作时，一定要重视标准物质的应用，并且对相关物质的应用

存在正确的认知，才能提高这些物质的应用质量，为水质检测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开展污水水质检测实验时，还要对检测过程中的空白实验进行重点关注。在开展空白实验时，可以对系统性误

差进行消除。因此检验人员在开展检测实验时，一定要对空白实验的具体步骤进行全面的了解，还要保证空白实验的

开展程序与污水水质的检测程序相同。在应用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各种分析方法应用后所得出来的实验结果进

行对比，从而提高最终结果的准确性。例如在进行实验开展时，可以通过药品保存剂和在标液的添加，对实验过程中

的系统性误差发生几率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保证实验在开展时更加的科学有序>���。

综上所述，在进行污水的水质检测时，检验人员要想实现检测的目标，就必须采用更加安全合理、高效的检测手

段，对污水的水质进行合理的检测。在开展检测工作时，检验人员还应该严格按照实验的操作标准，对各个步骤进行

具体的操作，才能保证实验在开展时更加的高效合理。检验人员还可以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根据实验的开展现状，

对检测技术的应用形式进行改善和优化，才能保证检测技术的应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实验的顺利开展，从

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监测水平。确保最终检测出来的结果更加的精确，促进污水水质检测工作进行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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