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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质监测分析方法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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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水污染问题关注度逐步提升。为了进一步提升水质监测质量，

相关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保证监测方式得到完善，设定相应的管理计划，让最终监测结果更加精准，为后续经济

和环境统一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针对水质监测分析，相关管理者应制定具体的监测方案，在提升管理水

准的同时让水环境得到充分保护。论文以实际工作开展情况为基础，对环境水质监测现状进行总结，论述了环境水

质监测后续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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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people’s attention to water pollu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elevant personnel should ensure 
that the monitoring methods ar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et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plans, make 
the	final	monitoring	results	more	accurate,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un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for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relevant managers should develop 
specific	monitoring	plans	to	improve	management	standards	and	fully	protect	the	water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work	
progres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discusses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trends of environmental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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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水环境监测属于常

见手段之一，相关人员可借助于水体环境监测分析手段，确

定水环境监测工作开展方向，重点对环境水监测分析方式和

发展趋势进行总结，避免水资源环境被破坏。通过环境水质

监测工作常态化开展，能够让水体整体质量得到反映，从多

角度着手确定污染物含量情况，维护最终监测结果准确度，

为后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2 环境水质监测意义

为了维护饮用水安全与洁净，水质监测属于重要的技

术手段之一，针对水质监测成果描述，大多需要通过数字形

式进行，以此来明确水环境污染物质起源和分布情况，判断

后续水质污染发展趋势。水质监测同样属于政府监管部门维

护饮用水生态的举措之一，相关企业也要根据水污染控制要

求，提供相应的水质监测数据，为监管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

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水质监测机构建设，能够对水污染

中各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从该角度来说，水质监测机构除

了能够开展水质保障工作外，同时还是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

的重要环节，相关部门需对此提高重视程度 [1]。

3 环境水质监测现状

3.1 水质监测指标针对性不强
环境水质监测工作的开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饮

用水水质监测以及地表水水质监测。需要注意的是，两项监

测之间的指标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执行环境污染相

关项目任务时，工作人员可以将关注点集中在氨氮、高锰酸

盐等指标数值上，其中最为常见的化学技术指标内容有 pH

值、铜等，反观毒理技术指标，常见内容有氟化物、铅、汞

等，对于该类监测指标的反应，主要以综合性技术指标、重

金属技术指标为根本。但目前水质污染监测之中，其环境污

染物监测大多集中在有毒生物上，导致水质监测指标的针对

性不足。

3.2 水质监测缺乏统一管理
中国环境监测制度建设时，主要是从电源监控过渡到

地域环境监测管理，之后发展为全流域监控管理。截至目

前，中国针对海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太河流域等制定了统

一的全流域内水环境监测体系，这对于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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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水质情况全面了解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中国流域内水环境监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旧较多，

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省界截面问题，对于全国流域内水环境

监测工作的执行，应通过跨省监测实现，这也导致省界截面

问题始终不能规避 [2]。

3.3 水质监测技术落后
相比之下，中国水质监测技术发展先进程度有限，在

监测手段应用上，以化学监测为主，对于水质自动监测和生

态监测，依旧保持在初期研究阶段，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

差距十分明显。因此，在后续研究和发展过程中，中国需要

重点提升水质监测技术水准。在获取水环境监测数据时，工

作人员往往会依靠国家水质监测公报进行，由于中国并未建

立专用环境水质监测数据库系统，让相关监测数据效率大幅

下滑。

4 环境水质监测的具体方式

4.1 重量分析法
强化环境水质监测质量，制定新的环境水质监测模式，

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相关部门和管理者

需要根据具体管理要求开展相关工作，设定外部监督环节，

保证设备和工作人员引入与环境问题解决需要保持同步。此

时，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管理框架完善，以及分析方案设定，

让中国水质安全得到更多保障。总的来说，中国在环境水质

监测方面的研究时间较早，所应用的监测手段成熟度较高，

目前比较常见的水质监测方式有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法

等。在上述两种方式作用下，工作人员能够对水质监测整

体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获得更加真实、有效的监测数据，

为后续水质监管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对水质监管技术进行优化。首先从重量分析法角度来说，主

要是利用直接分离或精细化分离模式，获得具体的水浓度数

值，并针对水浓度数据开展测量工作，确定水质是否满足相

关要求。得到测量结果后，管理者还需开展测量数据和对应

参数比对分析，通过仪器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实验仪器

应用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让测量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

差异得到展示，确定水质基本情况，试验结束后对比各项数

据，最终根据参数计算情况确定待测组分 [3]。

4.2 滴定分析法
相比于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法在应用方式上有所不

同。重量分析法测量工作的执行，主要依靠分离或者是精细

化模式开展，依靠测量数据确定水质具体情况。反观滴定分

析法，主要是利用酸碱特点完成综合实验内容，所谓滴定，

主要是依靠酸碱滴定分析以及综合滴定分析方式，让水质得

到更加准确的测量，之后判断指示剂颜色，根据变色情况明

确水质整体情况。总的来说，滴定分析法应用优势在于通过

变色确定水质，便于生活中水质监测程序的开展，但该监测

方式所得到的测量数据准确度不足。例如，在酸碱滴定方面，

主要借助于酸碱遇到指示剂后的颜色变化来分析，其颜色变

化，只能作为水质判断的大致方向，并没有相对应的变化标

准，更没有数据参考，导致该类测量数据准确度受到极大影

响。如果整体测量精准度要求较高，该类方式很难得到应用。

另外，在酸碱指示剂滴定法应用上，其判断方式以物理方式

为主，导致分析和相关实验操作难以正常开展。反观洛合滴

定法，可将准确度问题解决，通过化学反应得到稳定的络合

物，帮助工作人员来判断和分析水质，维护测量结果的准确

性。需要注意的是，洛合滴定法测量过程十分麻烦，在选择

具体测量方式时，工作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5 环境水质监测发展趋势

5.1 痕量分析
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水质监测分析过程变

得更加全面，在后续，环境水质监测同样会根据社会发展情

况，实现对水质监测分析方式的更新，以此来满足具体水环

境监测需求。通过建设完善的监测模型，能够进一步提升分

析体系的完善度，这也让光化学分析、色谱分析等成为后

续探索的重点内容，实际发展空间巨大。在痕量分析方面，

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会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内容，保证对

水质有一个综合分析，突出其物理和化学性质，其中物理性

质代表着水质的实际情况，如杂质污染物、水体综合净化能

力等，对于化学性质则主要集中在检测水质中存在的化学特

点，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害物质特点等，工作人员可利用光化

学分析和电化学分析得到所需数据，为后续痕量分析工作的

开展创造有利条件，该过程能够让检测精度大幅提升，工作

人员也能从中获得更高的操作效率。在以往人工操作阶段，

容易出现测量数据不精确等情况，痕量分析能够规避该类缺

陷，让监测流程和数据获取过程变得更加科学 [4]。

5.2 光化学分析
光化学分析方面，工作人员可通过有色溶液开展计算

任务，实现对溶液的综合测试，该过程还会应用到分光光度

计。总的来说，该类方式在应用时，工作人员需要在测试前

做好有色溶液配置操作。相比之下，光化学分析法具备特殊

性，有色溶液配置时间需要提前，将光的选择性作为后续质

量评估以及水质监测的关键，并完成比色处理。相比于传统

分析模式，该方式所呈现出的检测效率较高，同时还能让检

测结果更加准确。例如，水质监测时，会涉及一些内部元素

测量，常见元素内容有氨氮元素、磷元素等，在光化学分析

法帮助下，能够保证人们对水中各个元素占比情况有一个充

分了解，为水质情况分析创造有利条件。

5.3 色谱分析
除了上述两种分析模式外，色谱分析同样属于现阶段

常见的水质测量方式，后续推广价值较高，发展空间巨大。

依靠有效分析模式的构建，能够让测量方案得到提前设定，

工作人员只需严格按照方案内容来实施即可，数据获取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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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直观。后续，相关人员可利用方案要点对比，让水质

测量整体水准大幅提升。总的来说，色谱分析与上述两种方

式存在很大区别，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引入相应的气相或者是

液相色谱，并根据具体色谱情况进行数据参照，此时色谱分

析依旧主要集中在液体流动方面，让水质监测工作管理水准

大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测量工作执行阶段，色谱分析

法对应的物体性质稳定性不足，测量时，外部环境对最终测

量结果的影响巨大。因此，在测量任务执行方面，相关人员

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测量技术优化方案，相比于传统技术

类型，色谱分析法能够让测量质量和效率得到优化，提升处

理效率，避免水质质量被破坏。另外，随着人们对色谱分析

方式的深入研究，技术水准也上升到新的高度。测量时，相

关部门应引入精确度更高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让监测工作

稳定进行，规避沸点低等问题，维护水质数据的真实性、合

理性，突出数据精度优势，促使水质监测效率大幅提升 [5]。

5.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法在应用时，主要是

利用仪器执行各项分析任务，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人们往往会引入定性分析模式，保证数据观察起来更加直

观，也正是在该类分析手段帮助下，工作人员能够完成不同

元素的监测任务。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法优势在

于对不同形态的同时测量，如液体形态、气体形态等，在未

来发展方面，人们会对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法进

一步完善，将其应用价值更好的展示出来。除此之外，该分

析法所呈现出的自吸收数值参数较小，通过校正曲线模式，

便能让 5 个数量级得到体现，还有一些仪器能够在 0.00n%

到 n0% 范围内完成测定。也正是由于上述优势存在，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法能够在金属类分析中得到应

用，所得到的数据和结果具备精准性特点。

5.5 其他方法
除了上述分析方式外，市场中研究价值较高的技术类

型还包括电位分析法、液相联用法等，结合相应的质谱分析

形式，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水环境内水质污染情况，

搭配核磁共振等形式，让水质监测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6]。

6 结语

现阶段，中国针对仪器、水环境监测分析方式等方面

的研究提出了高度重视，促使很多高效、简单的水质分析模

式得到了应用。同时，相关部门在精密分析仪器开发上也取

得了良好成绩，并引入了最新软件，提升环境水质监测分析

的效率和能力，突出仪器设备应用优势，让中国水环境监测

朝着更好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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