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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质监测是评估和监测水体质量的重要手段，对于

保护水资源、维护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而现场水质采样作为水质监测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着

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在水质监测中，必

须加强对现场水质采样质量的控制和管理。

一、现场水质采样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1. 水质监测的目的和意义

水质监测是评估水体质量、监测污染物浓度、了解

水环境状况的重要手段。水质监测旨在评估水体的质量，

水体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直接影响

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性。通过监测水体中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指标，可以评估水体的污染程度、水质状况

以及是否符合相关的水质标准和法规要求。水质监测可

用于监测污染物的浓度，污染物是指对水体产生不良影

响的物质，包括有机物、无机物、微生物等。通过监测

污染物的浓度和分布情况，可以了解水体受污染的程度

和范围，为采取相应的治理和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水质监测也可以提供关于水环境状况的信息，水环境是

指水体及其周围的环境因素，包括水体的水文、地质、

生物等特征。通过对水环境进行监测，可以了解水体的

流动状态、沉积物分布、生态系统结构等情况，为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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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数据可以为政府、环保机构和相关部门制定和

实施水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帮助识别和解决水质问

题 [1]。此外，对于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业生产、农业

灌溉等方面的决策，水质监测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2. 现场水质采样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现场水质采样的质量控制对于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首先，采样点的选择应基于科学

的考虑，确保其代表性和可比性，若选择的采样点不具

备代表性，或与实际监测区域不一致，就会引入采样偏

差，导致监测结果不准确。因此，在采样前需仔细评估

水体特征、水质变化、潜在污染源等因素，合理选择采

样点。其次，采样器具和容器的选择直接影响到采样样

品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应选择符合要求的采样器具和容

器，避免对样品产生污染或与样品发生反应。最后，采

样操作规范和技巧的掌握对于减少采样误差至关重要，

操作人员应接受专业培训，熟悉采样流程和规范，确保

操作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在采样过程中，应注意采样

器具的适当浸入水中，避免空气被吸入或样品溢出，以

保证采样量的准确性。采样时间和频率的选择与监测结

果的可靠性密切相关，不同水体类型和监测目的，对采

样时间和频率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对于季节性变化明

显的水体，应考虑采样季节的选择，以全面了解水体的

变化趋势。

二、现场水质采样质量控制措施

1. 采样点的选择和布设

采样点的选择和布设是现场水质采样中至关重要的

环节，其直接影响到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在选

择采样点时，需要充分考虑水体的特征，包括流动状况、

水深和水质分布等因素。确保选取的采样点能够代表整

体水质状况，避免选择过浅或过深、过于靠近岸边或源

头的位置。采样点的选择和布设还要考虑到水质在空间

和时间上的变化，选择采样点时要充分考虑水质的空间

分布和可能的季节性或周期性变化。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采样点，能够更好地反映水体整体的水质状况。周围可

能存在的污染源，避免选择靠近这些污染源的位置，以

防止样品受到额外的污染。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远离

污染源的采样点，以获取更准确的水质数据 [2]。对于大

面积水域，应增加采样点的数量和密度，以确保样品的

代表性。对于重要的水域或需要长期监测的情况，可以

考虑建立固定的采样点，以进行连续监测。

在现场布设采样点时，应使用准确的 GPS 或其他定

位技术记录采样点的经纬度坐标。这样可以确保后续的

采样点重复性，并便于对采样点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追踪。

正确选择采样器具和容器，并进行适当的清洁和密封，

可以确保现场水质采样过程中样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这将有助于提高水质监测结果的可信度，并为后续的分

析和评估工作提供可靠的样品基础。

2. 采样器具和容器的选择与清洁

在选择采样器具和容器时，应优先选择无污染、无

反应性的材质。常见的选择包括塑料瓶、玻璃瓶等。这

些材质应该具备良好的耐化学物质稳定性，避免与样品

发生物质迁移或反应，从而影响水质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应避免使用有色容器，以免色素溶解或反应对样

品产生干扰。采样器具和容器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充分的

清洁和消毒，这样可以避免残留的污染物对水质样品造

成污染。清洗过程中应使用洁净的水源和合适的清洗剂，

彻底清除容器表面的污垢和可能残留的前一次采样的化

学物质。清洗后，还应进行充分的漂洗，以确保不会留

下任何影响样品质量的物质。操作人员应严格遵守采样

流程和操作规范，注意避免人为污染。在操作过程中，

应避免直接用手接触样品或容器口，可以使用无菌手套

或工具进行操作，以减少外界物质的污染。

3. 采样操作规范与技巧

在进行多个采样点的采样时，需要按照规定的顺序

进行操作，避免交叉污染。根据监测目的和水体特征，

确定采样的时间和频率。针对季节性变化较大的水体，

应选择适当的时期进行采样，以获取全年的数据。同时，

在现场进行采样时，详细记录采样点的信息、采样器具

的使用情况、采样时间等重要信息。这些记录有助于后

续的数据分析和质量评估。现场空白样品的采集和保存

是一项重要的控制措施，现场空白样品是在采样点附近

收集的与样品相同类型的水，但不与目标水体接触，用

于检测是否存在采样过程中的污染。现场空白样品应与

正式样品一同采集，并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保存和分析，

以评估采样过程中的污染情况。

现场操作中的一些技巧也能提高采样质量，例如，

保持采样器具的清洁和干燥，避免污染；注意避免过度

搅拌或气泡的产生，以防止样品中的氧溶解度变化；在

采样过程中避免直接接触样品，以减少污染的可能性。

在现场水质采样中，还可以采取其他质量控制措施，如

重复样品的采集 [3]。通过在同一采样点重复采集样品，可

以评估采样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靠性。重复采样可以帮助

排除个别异常结果或不确定性，并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三、现场水质采样质量控制的实施与监控

1. 采样现场环境的评估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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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水质采样前，除了对采样点周围的环境进行评

估，注意观察有无可能影响水质的因素，如污染源、废

水排放口、工业设施等。确保采样点周围环境相对较为

清洁，并且不会对采样样品产生显著影响。还应对水体

参数进行监测，包括水温、溶解氧、pH 值、浊度等。这

些参数的监测能够提供关于水体状态的信息，同时也有

助于判断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如富氧或缺氧、酸碱度异

常等。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调整采样计划或选择

合适的采样点。

根据监测需求，对水样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预处理，

以确保采样样品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例如，对于悬浮颗

粒物较多的水体，可以采取过滤、沉淀等方法，去除悬

浮物质的干扰。预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使用合适的方法

和设备，并保持良好的实验室操作规范。现场环境中，采

样点的准确定位和标识是至关重要的，使用准确的GPS或

其他定位技术记录采样点的经纬度坐标，并在现场标识采

样点的编号和信息。同时，要详细记录采样点的环境特

征、水体参数等相关信息，以便后续数据分析和评估。

2. 采样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要求

采样人员不仅应接受系统专业的水质监测和采样技

术培训，了解水质监测的基本原理、采样方法和操作规

范。他们应熟悉常见水质参数的测量方法和设备的正确

使用，以及现场问题的处理能力。采样人员还需要接受

安全意识和操作规程的培训，了解在采样过程中可能面

临的风险和安全预防措施。他们应掌握个人防护措施、

急救知识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理能力 [4]。在采样

现场，他们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采样过程的安全

和准确性。采样人员的良好培训和资质要求可以确保他

们在现场水质采样过程中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

能，从而提高采样质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这对于保证

水质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至关重要，为水资源管

理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采样人员应具备相关的资质证书或执业证书，以证

明其在水质监测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这些

资质要求可以通过考核和认证机构进行评估和认定，确

保采样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和责任心。为了提高采样人

员的素质和水平，组织单位应定期组织培训课程和知识

更新，使采样人员了解最新的监测技术和方法，掌握质

量控制的最佳实践。此外，采样人员还应定期参与质量

评估和交流活动，与同行进行经验分享和学习，不断提

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质量意识。

3. 采样质量控制的记录与评估

现场水质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应准确记录每个采

样点的相关信息，包括采样时间、采样地点、环境条件、

采样器具和容器的编号等。这些记录应详细、清晰，并

遵循标准化的格式和要求。采样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对于后续数据处理和质量评估至关重要。采样后，样品

应立即进行标识，包括样品编号、采样点信息、采样时

间等。同时，样品的保存条件和方法也需要记录，例如

温度、光照等。这些信息有助于后续的样品分析和验证，

并确保样品的质量不受损。采样质量评估是对现场水质

采样过程的综合评价，旨在检查和评估采样过程是否符

合操作规程和质量控制要求。通过抽查采样记录、样品

标识、操作规范的执行情况等，评估采样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改进建议和纠正措施 [5]。

采样数据的审查和验证是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的关键步骤。首先，采样人员应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初步审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合理性。然后，采样人

员还应进行数据的验证，包括与历史数据的对比、与同

类样品的比较等，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6]。最

后，采样人员根据采样质量评估的结果，编制质量评估

报告，记录评估的过程、结果和改进措施。这份报告可

以作为监测机构和管理部门对采样质量控制工作的评估

和监督依据，也可以为后续的水质监测提供经验总结和

参考。

四、结论

现场水质采样质量控制的实施对于确保水质监测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通过合理选择采样点、

优化采样器具和容器的使用、遵守操作规范和技巧，并

建立完善的记录与评估机制，可以有效提高现场水质采

样的质量控制水平。这对于科学评估水体状况、制定环

境管理措施以及保障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

重视现场水质采样质量控制，持续加强相关研究和实践，

提升水质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实现有效的水资源

管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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