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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监测中水质采样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研究

林   琳
海南省澄迈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海南澄迈　571900

摘　要：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也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监测类型与工作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水质采样作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其检测质量关乎者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在实际采样现场中，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必须

要规范现场采样操作环节，才能够保证采样质量与监测结果准确性。文章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中水质采样质量控制

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具体有效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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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sampling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Lin L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of Chengmai County, Hainan Provinc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the problem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work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types and workloa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re also increas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and its detection quality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fe. In the actual sampling site, it is easy to b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field sampling operation to ensure the sampling quality and the accuracy 
of monitoring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quality control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further explores concrete and effective control measures.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Control

前言

生态环境监测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具有重要的影响，水是人生之源，水质状况关乎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因此，水质采样质量控制对提高生态环境

监测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相对比较

负责，很容易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场水质采样

工作质量与整体生态环境监测质量密切相关，同时也能

够准确的反映出生态环境质量。虽然目前对于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已经有了成熟的流程和措施，从而确保结果的

准确性，但是水质现场采样与监测质量控制环节依然比

较薄弱，方法也比较单一化，且工作过程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稍有不慎，则会导致质量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并

且影响整体监测结果。

一、生态环境监测中水质采样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监测工作的质量要求包括了准确性、紧密性、完整

性，这也是质量控制的核心目标与基础，生态环境监测

工作中，对整个监测全过程加强质量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生态环境样品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特征，因此要确保

样品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的评估整

个生态环境质量情况。现场水质采样与监测很容易会出

现误差，很多时候甚至会造成监测结果出现误差，如果

样本不具备真实性，产生的错误数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甚至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水质现场采样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之一，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确保样品的真实

性与代表性，符合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计划要求 [1]。

二、生态环境监测中影响水质现场采样质量的因素                    

2.1、采样时间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水质样品采样具有时间性与

空间性特点，同时也会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多情况

下，相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的位置，其污染浓度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相同监测对象，在不同条件下，采样点位

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 [2]。所以，采样时间以及条件的确

定都会直接影响样品采集，如果不能很好的把控，则无

法采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水质样品。

2.2、采样点位置因素 

大部分的水质污染物分布是十分不均衡的，所以，

要综合考虑区域环境内污染物的分布状况与空间特点，

科学合理设置采样点的具体位置，这样才能够确保监测

数据结果真实的反映当前环境质量与污染源排放状况。

如废水采样点应当首选选择湍流层，废气采样点要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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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选择气流比较通畅的区域 [3]。

2.3、采样仪器设备因素

生态环境监测中水质采样环节会应用到各种不同类

型的仪器设备以及不同材质的容器等，在采样现场的仪

器设备，一般会在实验室与不同采样现场之间不断的往

返，采样现场的环境的条件一般也比较恶劣，因此，保

障其稳定性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引起高

度重视，并定期安排专人进行维护，在采样工作开展前，

还需要对设备仪器的稳定性、分辨率等方面性能进行科

学校准 [4]。

2.4、采样工作人员因素

现场水质采样工作人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以及责

任心都会直接影响采样工作质量，部分人员对方法并不

熟悉，或者自身技术能力不达标，存在操作不规范的行

为等，这些都会造成样品选择不合理，并且导致结果存

在较差误差。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量逐年增

加，其工作难度也在增加，相关部门也鼓励各类社会环

境监测机构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中，从业

人员逐年增加，大量检测机构也陆续进入生态环境监测

领域当中，但是其中很多检测机构的整体规模比较小，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是监测人员自身的专业能力不

达标，不了解采样规范以及现场点位布设，导致检测数

据结果准确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5]。

2.5、现场未及时记录因素   

水质样品检测具备瞬时性的特征，现场原始记录便

是非常关键的数据资料，大部分情况下，采样现场条件

都是比较复杂的，也让现场记录工作难度明显增加，经

常会发生采样人员没有第一时间记录采样时各类信息的

情况，很多时候都是事后补记。这样便很容易会出现记

录错误、各类参数记录不准确，或者是漏记的关键信息

的情况，从而对监测结果的分析产生直接影响，甚至因

为数据异常，导致无法分析出具体原因，样品无效，则

需要重新采样进行分析 [6]。

三、生态环境监测中水质采样质量控制的具体有效措

施        

3.1、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严谨的方案

现场采样方案对水质采样监测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应当是在充分了解当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科

学合理编写，确保方案具备严谨性与科学性，可操作性

较高。在进行采样工作前，应当充分了解采样的要求与

目的，并对水域现场进行勘察，查看采样点时段选择与

设置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合理的采样方案。现场

采样方案主要包含了具体监测内容、方法标准、时间、

设备以及水质样品的保存、运输，同时还需要对现场采

样实时记录，对采样质量进行严格把控，确保现场采样

有迹可循，尽可能避免采样工作存在随意性。在制定方

案过程中，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对

于水质采样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有效

的应对措施 [7]。

3.2、切实做好水质采样前工作准备               

在进行水质采样工作前，应当安排专业人员，必须

要熟悉采样方法、样品保存方法、现场测定技术等，同

时需要对采样全过程加强监督与管理，由技术人员作为

采样负责人。现场负责人应当结合采样方案，制定科学

的实施计划，对技术人员的责任进行合理分工，切实做

好采样前相关工作准备，为后期采样工作的高效有序开

展提供基础保障 [8]。

3.3、完善采样质量管理，强化质量控制措施   

首先，要加强仪器设备管理，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

展过程中，会应用到各种仪器设备，设备的性能都会对

样品的整体监测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要不断完

善设备管理机制，同时安排专人加强管理，可以委托第

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定，并校准仪器设备的各项性能，

确保能够正常使用，严格按照使用说明和规定进行维护，

从而不断提升仪器设备的综合使用性能，明确仪器设备

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同时还应当及时填写设备的出入库

与使用记录。其次，要严格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现场

水质采样工作，如，在采集水样过程中，要针对河流湖

泊的深度与宽度，确定采样深度与点数，针对不同的项

目应当使用相应的容器，在现场还需要增加规定数量及

种类的固定剂等，空气与废气样品采集进行前要进行仪

器流量校准，同时根据方法采集，要严格落实各项技术

规范和要求，明确样品数量与采样深度，不同的监测项

目应当使用不同类型的容器与工具。再者，还应当不断

完善各项管理机制，从而形成闭环管理，优化质控技术

手段，如，对采样过程进行视频全过程监控与管理，监

测结果数据要实时上传等，加强质量监督，弥补存在的

不足和缺陷，确保监测质量随机检查逐步常态化，及时

通报和反馈检测质量检查状况。此外，还应当鼓励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监督工作中，逐步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监

测管理机构，形成信用监控体系，不断提升相关工作人

员的职业道德素养，确保相关检测工作有序进行 [9]。

3.4、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人员综合素质          

采样工作人员是采样工作开展过程中的主体，其对

质量控制有着直接的影响，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涉及到很

多方面要素，同时样品也具有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瞬时

性的特点，其对采样工作人员自身综合素质也有着很高

的要求。采样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工作经验，熟悉各类

业务操作流程与检测程序，并及时记录报告，了解与掌

握监测项目，清楚仪器设备的具体使用方法，能够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开展采样工作。所以，一定要定期开展培

训，并对检测人员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不断提升其业

务水平与操作能力，经考核合格以后才能够正常上岗 [10]。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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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过程中，水质采样工作质量会直接影

响整体监测工作结果，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水质采样

工作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与管理，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

施，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从而为监测工作

质量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为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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