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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控制措施研究

缪怀

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中国·湖北 武汉 430200

摘 要：在环境监测中，现场采样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关键步骤之一，然而现场采样过程中存在许多潜在误差和质量

控制挑战。为了提高现场采样的质量，本研究针对现场采样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和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系列质量

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采样点位选择、采样器具校准、现场操作规范等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控制措施。通过对实际

环境监测案例的分析和评估，验证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为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供了重

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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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n-site sampling is one of the key steps to obtain accurate data, but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errors and quality control challenges in the on-site sampling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n-site 
sampl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possible sources of errors and uncertainties 
that may exist during the on-site sampling proces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sampling point selection, sampling instrument calibration, and on-site operation standard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ctu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s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acticality	of	these	measures	have	been	verified,	
providing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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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日益严重，对环境质量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通过

研究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控制措施，可以提高环境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科学评估环境污染状况、制定环

境保护政策和保障人民健康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还可以监

测大气、水体和土壤等环境要素的变化。通过研究现场采样

的质量控制措施，更准确地了解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为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2 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问题分析

2.1 代表性取样
代表性取样意味着所采样品能够准确地反映整个被监

测环境的特征，从而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代表性取样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难点。首先，

代表性取样受到取样点的选择的影响。不恰当的取样点选择

可能导致样品代表性不足，如在污染源周围或者局部受干扰

区域取样，无法真实反映整体环境情况。因此，在取样点选

择上需要科学严谨的技术指导和实地调查研究，以确保所选

择的取样点具有代表性。其次，取样方法和频率对代表性取

样也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环境监测项目需要选择合适的取

样方法和采样频率，以确保所采集的样品能够充分反映监测

对象的变化规律。最后，现场取样过程中的操作技术和仪器

精度也会对代表性取样造成影响。不正确的取样操作步骤或

者使用不合格的采样设备都可能导致取样误差，进而影响监

测数据的真实性 [1]。

2.2 污染和交叉污染
在现场采样过程中，样品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污染

影响，这可能导致监测结果的失真。同时，不同样品之间的

交叉污染也会对数据的准确性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现场

采样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空气、土壤或水中的污染物的影响。

这些污染物可能来自周围环境，比如工业排放、车辆尾气等，

也可能来自采样器具或操作人员本身。如果样品在采集、储

存或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将导致监测数据失真，无法准确

反映环境中污染物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交叉污染也是一

个潜在的质量问题。在现场采样过程中，不同样品之间可能

发生交叉污染，尤其是当使用相同的采样器具或容器时。这

种交叉污染可能导致样品的污染物相互传染，从而影响监测

数据的可靠性。

2.3 样品保存和运输
做好样本保管与运送工作，是保证取样质量、保留样

本原貌，保证监测资料准确可靠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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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在贮存、运输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在贮存期间，由于温度、湿度、光照等原因，可能会

对样品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当的贮存条件会使样本中的污染

物发生分解、挥发或发生化学变化，进而影响检测的准确度。

特别是在高温高湿条件下，VOCs 易流失，对检测结果的准

确度产生重要影响。第二，试样在输送过程中易受震动、振

动及外界杂质等因素的干扰。不合理的包装、运输方法会造

成样本破碎或交叉污染，从而降低检测结果的可信度。

2.4 采样器具和设备的准确性
取样仪器与设备的精度对监测结果的真实、科学程度

有很大的影响，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

理。第一，取样装置的精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它直接

关系到测量结果的好坏。使用不合格的取样装置，会造成样

本被污染或变形，进而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度。例如，对于

空气微粒的取样，取样装置的微粒收集效率与流速的精确程

度是决定取样结果是否可靠的关键因素。若不能保证取样仪

器的精度，则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不能真实

地反映出环境中污染物的真实状况。第二，监控装置的准确

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目前的环境监控设备主要有气

体分析仪、液相色谱仪和质谱仪等，其测量结果的准确与否，

对检测结果的真实程度有很大的影响。若不能保证仪器的精

度，就会造成测量结果的偏离和畸变，达不到监控的要求 [2]。

3 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控制措施

3.1 采样点位选择
在选取样点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使其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与科学性。首先，要根据明确的监测目标和

需要，确定取样地点。确定了监测范围、监测参数及监测频

率，以便于有目的地选取监测点；抽样点必须是典型的、有

代表性的，才能真正地体现被调查对象的总体状况；在实地

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代表性样点，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其次，

可以采用网格布点法进行采样点位布设，根据监测区域的大

小和复杂程度，科学合理地设置采样网格，并在每个网格交

叉点处布设采样点位。在取样点的选取上，应充分考虑相关

法律、规划等因素，尽量避免选取不适宜或不适宜取样的地

区，以保证取样工作的合法性与一致性。最后，将从气象、

地貌、人类活动、污染源分布等多方面出发，对各因子的影

响进行科学评价，从而优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样点。同时，对

长期监测工程，应设立固定的定点监测点，并按规定取样，

保证监测资料的连续与可比。

3.2 容器清洁与消毒
容器清洁与消毒需要建立明确的操作规程和标准。这

包括制定清洁与消毒程序，明确容器清洁的频率、方法和消

毒剂的选择等。操作规程应当详细描述容器表面清洁的步

骤，如使用何种清洁剂、清洗时间、温度等，以确保清洁过

程符合标准化要求。此外，还需要确定合适的消毒剂，并明

确消毒的方法和时间，以杀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污染，避免

对后续分析造成影响。不同类型的样品容器可能需要使用不

同的清洁剂和消毒剂，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产

品。清洁剂应具有良好的去污能力，不会对容器本身造成污

染；消毒剂则需要具有广谱杀菌作用，并且对环境友好。在

容器清洁与消毒需要注意防止交叉污染。在清洁和消毒过程

中，需要避免不同样品容器之间的交叉污染，尤其是对于不

同样品类型的容器，如水样、土壤样等，需要采取严格的隔

离措施，避免污染的传播。在清洁和消毒工作中，操作人员

也需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避免自身对容器的污染 [3]。

3.3 样品容器和标识
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控制中，样品容器的选择和

标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合理选择样品容器并进行正确标

识，能够有效保障采样样品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从而确保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首先，样品容器的选

择应当符合监测项目的需要。根据监测参数的性质和要求，

选择适当的样品容器，例如玻璃瓶、塑料瓶、不锈钢容器等，

确保样品容器材质对所测参数没有影响。其次，样品容器在

使用前应进行充分清洁和处理。采用合适的方法对样品容器

进行清洗和消毒，避免污染和交叉感染，确保采样样品的纯

净度和准确性。最后，样品容器需要正确地进行标识。在样

品容器上标注必要的信息，如采样时间、采样地点、采样人

员、样品性质等，以便对样品进行准确的识别和追踪。同时，

还需要记录样品的保存条件和运输过程，确保监测数据的可

追溯性和真实性 [4]。

3.4 现场操作规范
正确的操作规范能够有效降低人为误差和外部干扰，

保障样品采集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从而保证监测数据的科

学性和可信度。第一，现场操作规范要求采样人员必须接受

专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培训内容包括采样技术、安全操作规

程、应急处置等，确保采样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操作

技能。持证上岗制度则可以有效监督和管理采样人员，提高

其责任感和专业素养。第二，现场操作规范要求采样前需进

行现场勘察和风险评估。根据监测项目的具体要求和采样点

的特殊情况，采样人员需要对采样地点进行细致的勘察和评

估，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和应急预案。第三，现场操作规范要求采样过程中严格遵守

标准操作程序。采样人员应按照事先制定的操作流程进行采

样，包括样品容器的选择和标识、采样工具的消毒和清洁、

采样点位的确定和记录等，确保每个环节都得到严格执行，

避免操作失误和交叉污染。第四，采样人员需要使用适当的

个人防护装备，避免对样品造成污染或对自身造成伤害。第

五，采样完成后，采样人员需要对样品进行必要的处理和封

存，如加盖密封、记录标签、冷藏保存等，确保样品的稳定

性和完整性，以便后续实验室分析和检测 [5]。

3.5 运输和保存控制
在环境监测的现场取样过程中，要制定并严格实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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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操作规程，制定适当的保存管理制度，对特殊种类的样

本进行特殊的处理，并对其进行定期的质量评估与监控。只

有加强对采样点的管理与控制，才能保证采样结果的准确、

可靠，为环境监测工作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首先，在样品

的运送过程中，要保证取样后的样品能够快速、准确地送到

实验室进行检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的

流程进行取样。这就涉及了正确的运输集装箱及包装材料的

选择，以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不会出现任何的泄露或污染。

此外，在运送过程中，也要遵守有关的运输规则与规范，例

如对化学物质及生物样本的运送，以保证样本的完整与安

全。其次，在样本保管方面，应制定一套严密的保管和管理

体系。这包括决定适当的保存条件，保存的时间，保存的方

法。不同种类的样本，对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如温度，

湿度、光照等。所以，要针对样本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

相应的防腐措施，才能保证样本在贮藏期间不发生变质或损

伤。另外，样品的编号、取样时间、取样地点等也要做好标

记，并做好相关的记录，以备以后的使用与追踪。再次，在

一些特定种类的样本中，如挥发性有机物（VOCs）、微生

物等，其防腐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取样后应及时密闭储存，低温运输，以免挥发性成分流失。

为防止微生物量的改变，必须在取样后马上将其冷冻保存，

并尽快送到实验室化验。最后，为了保证防腐效果，必须对

样本进行常规的质量评估与监控。通过对保藏样本的定期抽

查与质量评估，能使保藏中出现的问题得到及时的发现，并

加以纠正与改善，保证保藏的全过程满足质量管理的需要。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控

制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为环境监测领域的从业者提供

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法和建议。然而，环境监测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领域，仍然存在许多挑战和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讨现场采样技术的创新和改进，完善质量控制

体系，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精度和可靠性，为保护环境和人

类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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