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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现场监测中质量管理的难点及重点

刘　念　毛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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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污染问题的恶化，实地环境监测越来越依赖与环境监测准确性密切相关的质量管理。本文主要阐

述了现场环境监控的含义和意义，着重阐述了现场环境监控的重点和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便更好地为有

关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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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and key points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fiel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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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pollution problems in China, the fiel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iel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focuses on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fiel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better prepare for the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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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监测工作中，取样不仅是整个监测工作的开

始，而且是整个监测工作的核心，取样的成败直接关系

到环境监测工作的成败，现场的品质管理对环境监测的

合法性至关重要。在实际工作中，现场监测经常发生在

实验室意想不到的地方，因此，传统的监测手段很难对

其进行有效的监控，因此，如何对其进行科学、高效的

现场监控，就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环境监测现场监测中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1. 采样工作缺乏规范性

在环境监测工作中，取样程序不规范是一个重要问

题，原因有：操作人员缺乏专业技术，必要的仪器和设

备等，以及现场监测条件没有达到要求。由于受外界因

素的影响，野外观测资料的精度不高。对各种环境因子

进行全面监控是环境监测的基础，根据这些数据，及时

发现存在的问题，为环保部门的环保工作提供科学的数

据支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目前，大多数现场监测工

作环境的复杂性，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要根据质量管

理的要求，进行取样，并对取样和现场的数据进行妥善

保管。在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中，很多环保主管部门和

监督单位把重点放在实验室的监控结果上，而忽略了对

取样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导致了监测数据与实际情况有

很大的偏差。

2. 对现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重视不足

在建立环境监测机构的过程中，主要是建立实验室，

重点大力置备实验室的各类监测分析仪器设备，一般采

用短期取样的方式进行现场监测，而不注重对环境监测

的质量管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配备适当的监测仪器

和技术人员，造成了监测工作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撑，所

收集的样本和监测数据不具有代表性。这不但很难适应

环保监管的发展需要，而且严重地制约了环保工作的顺

利进行 [1]。

3. 环境监测的技术人才不足

虽然我国环境监测技术人员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

由于目前我国的监测技术人员大多是机关编制，由于编

制名额有限，近年来监测工作量大为增加，但技术人员

的编制名额并没有明显提高，所以监测技术人员的数量

无法满足实际工作要求。许多边远的县监测站的工作条

件、薪酬待遇都不高，监测人员工作繁重，经常暴露在

危险的环境中，由于监测技术人员的收入低于行政人员

的收入，使他们的工作热情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难以吸

引和留住合格的环保技术人才，而且受教育程度和技术

水平的限制，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掌握程度也不高。

二、环境现场监测中质量管理的难点及重点

1. 环境现场监测的采样方法

在现场环境监测中，采用国家标准和工业建议的取

样方式，优先选用。然而，在实际取样过程中，许多监

测机构往往会碰到一些难题，比如在收集高质量的废弃

试样时，会因为取样时间、吸收率等问题而导致取样精

度不能保证。所以，在采集之前，必须对样品的生产过程、

过程、排放的大概范围等进行全面的了解，再根据取样

点的具体条件，选择合适的吸收率和吸收率、取样时间、

取样频率等，尽量减少取样时间、吸收液的吸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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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监测手段中，由于有一些非靶污染物会对

监测对象造成干扰，例如用定电位电解法测量 SO2，由

于一氧化碳的存在，会造成一定的正向干扰，因此必须

考虑其它的监测手段。

2. 环境现场监测采样记录

现场环境监测的取样记录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和方

法，对现场环境监测的取样记录越具体、越详细、越准

确，对现场环境监测人员的工作也越有帮助，所以必须

加强对现场环境监测工作的关注。在进行现场环境监测

和取样记录时，要根据不同的样本，设计不同的记录表，

以确保现场环境监测的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 环境现场监测样品的保存及管理

在现场环境监测中，必须对取样样本进行妥善保管，

在保存期间，要保证现场环境监控样本的完整性，防止

在贮存和运输时出现异常，从而减少对样本完整性的损

害，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的要求进行保存。在样品的保存

和运输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

样品的科学保存和保存方式是环境监测中的一个难题 [2]。

三、提升环境现场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的措施

1. 完善环境监测现场监测质量管理体系

完善质量监管体系需要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

以便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质量管

理程序和标准进行修改，以保证现场监测管理的全流程，

特别是在现场取样的各个方法和人员的管理，以提高取

样的质量和数据的可靠性，对现场的取样进行有效的管

理，同时也保证了现场的环境监测工作有法可依，可以

配合监察检查机构提高质量管理工作水平。建立环境监

测系统必须从工作机制和制度上着手，根据不同的监测

对象、不同的目标和地点，制订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注意

事项，标准化环境监测中的取样操作和仪器的应用，以

提高现场取样的效率和准确度。此外，还必须将现场监

测人员的资料、现场监测地点、取样方法、运输路线、

培训计划等等，纳入到系统中，并加强与现场监测有关

的各环节的管理，保证现场监测系统的完整性，从而提

高现场监测的质量。另外，由于取样时样表的填写不够

细致，取样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必须将现场的监控环节

和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通过计算机技术，可以实现现

场取样的录像，方便检验和提高现场监测水平。

图 1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

2. 加强采样工作的质量控制

现场取样应严格按有关技术规范、质量管理标准、

现场环境监测方案等要求，不得因节约时间、降低监测

数量而擅自变更监测地点、降低监测频率。比如在污水

处理企业的现场环境监测时，必须在生产车间、污染物

处理设施出口、废气处理设施进口和出口等位置建立取

样点，并绘制取样点位，以保证污染物处理的准确。在

频率上，要严格控制监测周期，保证采样时间的固定。

取样周期的选取要考虑自然、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并结

合现场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对同一类型的样品进行多次

取样，并进行品质监控，以减少单一取样所带来的误差。

在生产实践中，应确保取样结果的真实性、正确性，并

能真实地反映现场环境，并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质

量管理要求进行取样。要加强取样装置的管理，保证仪

器的正常运转，每一次取样装置用完后，都要按照有关

的操作规范进行抽空、清洁，以免出现残余的污染，影

响下次取样的效果。

3. 构建环境现场监测网络体系

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已设立四级

环保监测点，以加强对周边环境的监测。当然，在面对

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和越来越难处理的情况下，唯一的

办法就是利用科技的飞速发展。就象当今各行各业都需

要使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已成为各个产业的生产

力更新的主要力量。环境监测也是如此，它的建设与应

用将会对环保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利用网络技

术实现实时监控，防止疏漏，最大限度地发挥监测站的

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多个监控站点的连

接，实现信息的共享。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

实时监控网络，对数据进行及时的采集，以确保监控系

统的高效运转 [3]。

四、结语

实地环境监测中样品的代表性和真实性对于准确评

估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样品采集、保存、运输、管理等

各环节若有差错，样品的分析将毫无意义。实践证明，

取样误差往往是最大且最重要的误差。在一些发达国家，

环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仅仅关注取样，而将分析任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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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具有资质的实验室。因此，现场环境监测站必须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取样过程的质量控制，确保取

样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确保在取样之前不会被污

染，从而为环境质量的分析提供有力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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