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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

黄黎红   李艺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生态环境监测站，中国·新疆 阿克苏 843600

摘 要：水环境监测是保障水质安全、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而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

和公共健康。因此，建立健全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至关重要。论文从妥善布置监测点、规范化采集样品、妥善保存

运输样品、规范化分析样品、严格把控监测资质认定这几方面进行了探讨，旨在提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确保水环

境监测工作的质量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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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water quality safety and 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its data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blic health. 
Therefore, establishing sou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is crucial.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oper arrangement of monitoring 
points, standardized collection of samples, proper preservation of transportation samples, standardized analysis of samples, 
and strict control of monitoring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methods and measure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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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环境监测作为评估水体质量、预警水环境风险、制定环境保

护政策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在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领

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要保证水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性和

可信度，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监测数据，更需要建立健全的质量

控制保障措施，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论

文就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进行探讨，旨在提出一些

有效的方法，为水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2 水环境监测的重要性

水环境监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水是生命之源，

也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环境

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水体中的污染物和有害物质，确保饮用

水、游泳水和工业用水的安全，保护公众健康；水环境监测

可以监测水体的水质、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状态，有助于维

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生态系统的健康；水环境监测数

据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重要参考，帮助制定和实施环境管理

政策和措施，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水环境监测可

以及时发现水污染事件，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应对和处置，最

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水环境监测可

以评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

持，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外，水环境监测

是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的重要领域，通过国际合作和数据共

享，可以共同应对跨国水环境问题，保障全球水资源安全。

综上所述，水环境监测对于维护公共健康、生态平衡和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保护水资源、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1]。

3 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

3.1 妥善布置监测点
妥善布置监测点是水环境监测中至关重要的质量控制

保障措施之一，它直接关系到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可比性和

准确性。一是监测点应该在水体中具有代表性，能够充分反

映监测区域的水质状况。选择监测点时要考虑水体类型、流

域特征、污染源分布等因素。二是监测点应该分布均匀，覆

盖监测区域内不同地理位置和水域类型，避免局部情况对整

体监测结果的影响。三是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水体，应设置足

够数量的监测点，覆盖水体流向的不同部位，以全面了解水

体的变化情况。四是避免将监测点设置在污染源附近或受干

扰较大的区域，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五是在

选择监测点时要考虑到采样的安全性，避免设置在交通繁忙

或危险区域，保障采样人员的安全。六是监测点的数量应该

足够，以覆盖监测区域的主要水域和水系，但也不宜过多，

以避免资源浪费和监测数据分析的复杂性 [2]。

3.2 规范化采集样品
采集样品的规范化可以确保样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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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人员妥善布置好采样

点后要使用经过校准和清洁的采样设备和容器，确保采样过

程中不会引入外部污染。针对不同类型的样品，选择合适的

采样器具和容器，如玻璃瓶、聚乙烯瓶等。根据监测目的和

样品特性，选择适当的采样方法和技术。采样时要避免样品

的氧化、挥发或变质，确保样品的原样性。根据监测目的和

水体特征确定采样深度，确保样品能够代表水体的整体状况。

此外，根据监测目的和水体特征确定采样时间和频率，

覆盖不同季节和水文条件下的采样情况，定期进行采样，以

便及时发现水体变化和污染情况。在采样现场及时记录采样

信息，包括采样时间、地点、深度、气象条件等。对样品进

行正确标识，包括样品编号、采样点位编号等，以便后续数

据分析和追溯。在采样过程中进行现场参数测量，如水温、

pH 值、溶解氧等，确保采样条件的一致性 [3]。

3.3 妥善保存运输样品
妥善保存和运输样品是水环境监测中至关重要的质量控

制保障措施之一，它直接关系到样品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而

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监测人员要根据监测项目和

分析要求，选择适当的保存方式，如冷藏、冷冻或常温保存。

对不同类型的样品，采用合适的保存容器和方法，确保样品的

稳定性和完整性。在样品保存过程中，避免样品的振荡和震动，

防止样品的变质和污染。监测人员要对每个样品进行清晰的标

识，包括样品编号、采样时间、采样点位等重要信息。在样品

容器上标注样品信息，并使用防水、耐久的标签，以确保标识

信息的清晰可读。针对需要冷藏或冷冻保存的样品，确保保存

温度恒定，并避免温度波动。对于需要常温保存的样品，避免

暴晒和高温，保持环境温度稳定。注意在样品保存和运输过程

中，避免样品受到外部污染，如化学物质、微生物等。选择合

适的运输方式，确保样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和泄漏。对于

需要冷藏或冷冻保存的样品，使用冷藏车或冷冻箱进行运输，

确保保存温度恒定。避免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剧烈振动和震

动，保持样品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对于易变质的样品，如生物

样品，尽快进行运输，确保样品的原样性。监测人员要详细记

录样品的运输过程，包括运输时间、温度、运输方式等关键信

息。在样品送达目的地后，及时将运输记录和样品信息提交给

实验室或相关部门 [4]。

3.4 规范化分析样品
监测人员要根据监测项目和分析要求，采集代表性样

品，并确保采样过程符合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对样品进行必

要的预处理，如过滤、稀释、提取等，确保样品的适宜性和

一致性。严格控制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光

照等，以确保实验条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针对不同分析项

目，确保实验室设备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定期进行校准和验

证。制定标准操作程序（SOP），明确实验室分析过程中的

每个步骤和操作方法。SOP 应包括样品处理、分析方法、仪

器操作、数据记录等方面的详细规定。设置质量控制样品（QC
样品），包括空白样品、质控样品和参考样品等。在实验过

程中与待测样品一同进行分析，用于评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和精确性。对实验数据进行严格的记录和保存，包括样品信

息、分析结果等，实验数据的记录应符合数据管理的规范，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此外，水环境监测

部门要设置质量控制监督人员对实验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

确保实验过程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对实验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和质量控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实验过程中的问题和异常 [5]。

3.5 严格把控监测资质认定
监测资质认定涉及监测机构或个人的资质和能力评估，

确保其具备开展水环境监测工作所必需的技术能力、设备条

件和管理体系。制定水环境监测资质认定的标准和规范，明

确资质认定的条件和要求，包括技术能力、设备条件、管理

体系等方面。设立专门的评估机构或委员会，负责对监测机

构或个人的资质进行评估和认定，确保评估程序的公正、透

明和客观。对监测机构或个人的技术能力进行评估，包括分

析方法的熟练程度、仪器设备的运用能力等，确保其具备开

展水环境监测所需的技术能力。对监测机构或个人的实验室

设备条件进行评估，确保其设备符合监测要求，并能够保证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监测机构或个人的质量管理

体系进行评估，包括质量控制措施、数据管理流程、质量保

证体系等，确保其能够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

已经获得资质认定的监测机构或个人，定期进行复评，确保

其继续符合监测要求，并不断提升监测水平和服务质量。将

资质认定结果向公众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质认定

程序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6]。

4 结语

综上所述，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是确保监

测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论文从多个方面提出了

有效的措施，包括妥善布置监测点、规范化采集样品、妥善

保存运输样品、规范化分析样品、严格把控监测资质认定等。

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为水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促进

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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