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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均离不开水，

但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发

展速度越发迅速的同时，我国的水污染问题也越发明显，

在此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对水环境的保护给予了高度

的关注。为此，有关部门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强了对水资

源的保护，并采取了多种管理政策、手段和标准等对企

业进行水资源保护提出规范和要求，虽取得明显效果，

但在实际水资源保护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

基于此，在人们水资源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如何进行水环境监测，以使监测质量控制措施更具准确

性、有效性、代表性也显得非常重要。

一、水环境监测的含义与质量管理需要

要想对水环境进行合理监测，就需要对水资源进行

全面分析和充分认识，以便人们更好地利用水资源。水

资源监测指的是利用当前最先进、科学、适合的技术设

备，对水资源以及水环境进行质量方面的监测，及时掌

握水资源质量与环境变化情况的同时，从根本上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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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确使用水资源。此外，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不仅仅

是指水质监测工作，它还包括了许多方面，如思想、组

织等（见表 1）。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

的监测、预警、联商机制，协调指导各地及时采取相应

的对策，实现对异常数据的“削峰”，缩短发现、分析、

解决问题的周期，提高水环境管理水平，保证水环境质

量评价指标的按期完成。

表1　我国部分主要水流流域相关水污染情况统计

流域分布
评价河

长 /Km

分类河长占总评价河长的相关质量分数

%

ⅠⅥ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全国 189359 4.6 36.0 24.0 13.0 5.7 17.2

长江区 56702 5.1 39.4 26.0 12.0 5.3 24.4

珠江区 19856 0.3 39.6 35.5 12.1 5.1 9.2

东南诸河区 6201 3.4 40.8 30.5 11.8 4.7 12.4

西南诸河区 18054 7.8 66.2 23.4 2.0 0.6 1.9

西北诸河区 10885 29.6 59.3 8.0 3.0 0.8 0.3

通过对水资源环境进行监测，不但能够实现让人们

对自身所处环境有一个更好跟正确的认识，而且还能够

促使其对自身生活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科学、全面、

多角度的把握，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水资源受污染的问

题，同时，还可以实现对水资源存在的污染问题展开有

效分析，并进行合理检测，从而达到能随时掌握水环境

的变化情况 [1]。对水环境进行质量控制，既能为水资源

环境监测提供合理且科学的支撑依据，又能推动水资源

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水体污染问题提供科学的

监测资料，能让监测者在不影响日常生活品质的前提下，

更好地解决水体污染问题。

二、水环境监测技术的分析

1. 水环境预控

目前，中国在主动提高水环境质量的同时，还需要

进一步提高水环境质量的事前控制能力。在此过程中，

有关部门应依据水环境的相关管理规范及制度，科学运

用有效控制手段，为开展水环境监管提供重要依据。可

见，现阶段在积极开展水环境监测工作的过程中，要充

分强化事前控制，以其为水环境监测、检测质量控制、

水资源保护、水环境防污染等各项工作的前提，降低控

制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人为失误。除此之外，在全面加强

事前控制的同时，有关人员应结合区域水资源的特性，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建立水环境质量保证方案，以及检

测质量控制体系程序文件等，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完善

这些基本文件与方案；与此同时，在提高前期水环境监

控力度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相关监控人员监控能力的培

训，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尽量降低各

种工作中出现的错误 [2]。因此，新时期下，在积极制定

水环境监测的预防性控制措施的同时，还应不断加强对

检测控制工作人员知识技能的培训，并结合实际制定科

学的培训计划等，都是重要的预控内容。

2. 加强数据资料的收集

在水环境监测工作中，监测数据作为重要数据基础，

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在空间分布上，具

有较小重复性的特点，所以这部分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其次，在时间分辨方面，监测数据也有着十分重要

的运用价值，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开展水环境监测

工作时，会相应的产生一定量的废气或废液，这些污染

性物质也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所以，水环境检测

工作人员在实际进行水环境检测工作时，需要对其进行

定量分析，其中，高效液相色谱仪是最重要且关键的检

测设备，在该设备进行检测操作过程中，可以对同一元

素的不同价态展开同步监测，以便更好的掌握其毒性。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水环境检测和分析的质量，必须采

取多种安全措施加以防范，以避免出现停水或停电等情

况而对监测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3]。

此外，在进行监测实验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来营造一个良好且安全的实验环境，并且水环境检测

实验室应当以 CEL/820 型为基础，通过合理应用 DR/850

比色计，保证各项参数均得到有效测量，包括 pH（见图

1）、氟离子、余氯，以及磷酸盐、锰和氯离子等。另外，

为了能够更为合理有效的进行标定检验，在针对试样展

开研究活动时，需要科学准确地画出标定曲线，并设置

斜率与截距等。在保证数据有效性、完整性、科学性的

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对数据的过程控制，同时，还应加

强对活动开展成本的有效控制。

图1　平寨水库水环境的pH值示意图

整个监测过程中的空白样本进行有效监控，并保证

在每个批次中都要有一个以上的空白样本，以作为水环

境质量检测实验室的空白值。在提高精密度的控制力度

时，平行样在普通样本实验室中应该增加 20%-3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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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污染争议样本和污染事件，平行样比例在实验室分样

中应该确保增加 30% 以上。当被监控区域出现污染源时，

不仅要对其有一个相对较全面的了解，还要对该区域存

在的污染特点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4]。这就要求需全面

掌握环境污染监控领域中的一般性信息，并获得具有代

表性的信息数据。

以贵州平寨水库为例，平寨水库处于喀斯特环境，

其水环境中存在着 CO3
2-/HCO3

-/CO2 的转换，且表现为弱

碱性，加之地表水环境中丰富的光合条件与作用，消耗

了大量的 CO2，导致其 pH 值呈现出较强的碱性。从图 1

可看出，平寨区的水 pH 值范围为 8.241-8.939，平均为

8.71，水的 pH 值为弱碱性。从 pH 平均值的季节变化来

看，它表现出了春季大于夏季，夏季大于秋季，而秋季

大于冬季的规律，四个季节 pH 平均值分别为 8.86，8.83，

8.79，8.36（见表 2），这可能是因为冬季水温降低，再

加上藻类光合作用弱，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

水体溶解性 CO2 浓度较高，从而造成了冬季水体 pH 值偏

低。

表2　平寨水库不同季节水环境pH值情况统计

季节
pH

平均值

水 pH 均值季节

变化规律
主要影响原因

春季 8.86

春＞夏＞秋＞

冬

冬季，水温降低，藻类光合

作用减弱，从而共同造成水

体溶解性 CO2 浓度升高，促

使研究区冬季水的 pH 值呈

偏低情况。

夏季 8.83

秋季 8.79

冬季 8.36

三、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要点探讨

1. 改进和优化环境监测质控技术标准

随着我国各种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水环境监测质量

控制有关工作人员也应当对水环境监测技术标准进行不

断改进和优化，以实现监测质控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并

以此为基础，对质量控制措施中的具体要求进行明确。

例如，质量控制样品比例，质量控制方式方法，以及智

能控制结果的判定标准等有关内容，以进一步提高我国

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2. 强化水环境监测工作者的专业能力

在针对水环境的监测质量进行有效控制过程中，需

要相关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心理调节能力，在长期对水

环境监测质量进行监测的工作中，要具备有较强的意志

力与意志品质，不管面对什么样问题和压力，都能够正

确有效的克服化解。这主要是因为，水环境的监测质量

工作需要相关技术工作人员超出相应负载规定的承载量

并进行工作运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监测的水环境质

量控制结果更为全面和科学 [5]。因此，有关监测技术人

员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与专业技术

能力，并且相关水环境检测质量控制部门还应不断加强

对水环境监测工作人员的培训，在水环境监测中严格监

督、查验和管理好工作人员的信息数据记录情况，确保

所使用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还应在明确

监测质量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全面加强数据信息的稽核。

3. 加强水环境风险管控，提高水环境监测质量

要提高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具备

有一套建立健全的环境监测体系，所以在有关监测部门

的日常水环境检测质量控制活动运行中，必须要有一个

清晰的管理机制，以科学地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以及

促进具体监测流程更加规范化，从而保证水环境监测开

展的各项工作及措施均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吗，并切实做

到有据可依。值得注意的是，水环境监测中的技术人员

是建立和完善监测质量保证机制的重要主体，所以，要

确保这一体系可以与实际开展的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的

各个环节相结合 [6]。在监测过程中，一定要对监测精度

进行科学控制，而在目前阶段，有必要主动加大对该工

作的分析力度，并在分析结果中合理运用连续性控制方

法，这是整个监测工作的关键，同时也是基础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发展大环境下，由于全球污染

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水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

特别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方面，对水环境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水环

境治疗问题，水环境监测技术、水环境检测质量控制工

作也就成为了组成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通过

对我国目前水环境监测含义，质量管理的重要性，以及

水环境质量监控技术规范的全面剖析，可以看出，目前

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尚不健全。因此，要想进一步

加强水环境监测技术与监测质量控制力度，就需不断改

进和优化环境监测质控技术标准，通过强化水环境监测

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不断加强水环境风险管控，提高水

环境监测质量和高度重视执行质量波动情况等，以全面

提升水环境监测开展技术与质量监测控制效率的同时，

确保水环境监测数据准确有效，从而促进水环境监测技

术、监测质量控制能力全面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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