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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环境监测工作的作用和效果逐渐显现。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环

境监测采样质量,减少环境监测采样的误差,必须针对环境监测采样所出现的问题及注意事项进行分析,

从而针对性的提高采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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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采样的过程中,由于采样

造成的误差与分析的误差之间并没有关

联,所以采样过程产生的误差并不会通

过实验分析来确定。针对这样的问题,

必须要针对采样过程产生的误差进行单

独分析。由于环境样品分析组的浓度较

低,所以在采样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污染

产生的误差对结果的影响要大于分析过

程中产生的误差。基于这两种原因,必须

针对环境采样的误差来源进行单独分

析。样品污染是环境监测采样来源的主

要途径,因为样品污染来源包括方方面

面,例如采样工具、容器、样品运输、添

加剂、贮藏与运输等多个环节,都有可能

造成样品污染。 

1 环境监测采样的问题来源 

1.1采样工具、容器 

在采样工具和容器的选择方面不规

范,很容易造成对样品产生污染。因为材

质的组成很容易溶出或者吸附容器壁上

的污物组成来污染样品,这样在不知不

觉的过程中就完成了采样的误差来源。

目前常见的采样工具和容器污染有很多

中,例如,玻璃容器能够吸附采样的痕量

金属。塑料容器可吸附有机质和痕量金

属,气路管壁同样会吸附大气采样成分。

有些容器还能够与样品进行直接的反应,

例如采样中的氧化物很容易与玻璃容器

发生化学反应。 

1.2现场操作 

在采样的过程中,由于采样人员操

作不当很有可能造成采样在转移、过滤、

处理的过程中出现误差。例如,在采集地

下水样的过程中,针对金属离子进行分

析时必须进行过滤处理,但是金属离子

必须保存在硝酸中作为保护剂。硝酸这

种保护剂很容易因为杂质对样品产生污

染,甚至还会与其他的金属离子产生反

应。如果水样没有经过过滤即进行酸化,

容易造成悬浮黏土中的矿物质发生溶解,

给样品带来误差。 

1.3化学、生物、物理等其他因素 

例如光、热、空气、水、生物有机

物、金属以及其他的化学组成部分很容

易与采样的样本发生反应。例如土壤样

品中可挥发性组织损失、固弃物挥发性

组织损失、生物媒介反应可能引起有机

组损耗。或采样的过程中因为与大气接

触,造成的温度变化引起辐射等,都会造

成样品的组成部分发生变化。 

2 水质采样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分析 

2.1水质现场采樣分析方式的选择 

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与环

境监测中所选用的分析方式息息相关。

因此为了确保精准和可靠的监测结果,

在现场水质的采样过程中需要采用科

学、针对性的分析方法。由于样品的来

源不同,因此要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因

此,采样过程需要注意： 

(1)采样时,为了保证真实性,避免

水底的沉积物出现搅动。(2)在采样过程

中,要确保采样位置的准确度。如有必要,

可采取GPS进行定位。(3)在采样现场,

需要认真如实的做好采样记录,同时认

真填写“水质采样记录表”,确保采样数

据的准确性。(4)从时间、精准度以及安

全性方面落实采样工作。(5)在完成采样

后,必须要对采样计划、水样以及记录进

行核对确认,如有差错,则应尽快采取补

救措施。(6)当采样现场水体不一致且不

均匀时,所采到的样品是很难有代表性

的,但也需要记录采样的真实情况,以作

为参考。同时将该情况及时反映到相关

部门。(7)对溶解氧、有机污染物和生化

需氧量等项目进行测定时,要确保容器

中水样注满水样,上部不留任何空间,并

由水封口。(8)在清洗采样瓶时,部分指

标禁止使用所采集的水样进行清洗。(9)

假如水样中有沉降性固体,则必须要进

行将之分离出来。(10)在测定特定项目

时,需要进行单独采样,比如硫化物、悬

浮物、油类、BOD5、DO等。 

2.2水样本保存条件 

水质现场采样时,水质会受到很多

因素影响而产生改变,包括微生物、化学

作用以及环境变化等因素,水质样品自

然也发生变化,监测结果也会广受影响。

之所以,水样本的保存非常关键。一般水

样本的保存方法主要有两种：冷藏和添

加化学保存剂。冷藏适用于样品的短期

保存,冷藏的温度必须要控制在4℃左

右。而化学保存剂方面,针对不同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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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通过添加氧化剂、还原剂或者抑制

剂等,从而达到保存水样的目的。经研究

表明,如果对污水的采样中发现含有重

金属,为了避免重金属被吸附到容器壁

上或者不沉淀,需要添加1%的酸,如果要

测六价铬,则需要加碱,以保证监测结果

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3 大气采样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分析 

3.1气密性检查 

在采样过程中时常出现误差,而采

样系统泄露需被重视,这是一个关键原

因。无论是哪一种取样器,当进行取样检

查前,都必须以空气为对象,精确检测其

透气性,与此同时还需检查样品泄露与

否、吸收管透气性达到要求与否。在完

成吸收管制备之后,加入适量吸收剂溶

液,再接入气体提取缸。严格控制气缸

与气缸的距离,大约为1,并且密封吸收

管口。就提取圆柱体而言,在气泡未出

现的条件下,其液面处于稳定状态。当

液体水平停止下降时,方可确保空气密

封性达标。还需保证气泡大小与分布的

均匀度,泡沫高度需要处于45～55mm这

一范围中。 

3.2温度控制 

二氧化硫具有突出特征,其溶解度

极高,与水管壁接触,此种物质含量大幅

减少,当水附着在管壁时,对空气中的粒

子产生更大影响,降低其附着在管壁上

的难度。如果粒子呈现碱性特征,加重二

氧化硫吸附。所以,在室外温相对较高的

条件下,应该深入采样器内部,合理调节

冰箱温度,使室内空调处于开启状态,避

免温度过高导致误差出现。 

3.3采样仪器校准 

在取样过程中,对其精度而言,无论

是取样仪表还是流量计,两者的性能均

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需要做好定期校准

工作。根据全天候恒温连续空气取样器

实际情况来看,它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流量测量与控制装置,二是时间测

量与控制装置,三是取样泵。以国家制定

的相关检定方法为依据,开展校准工作,

以流量测量与控制装置为对象,实施合

理标定。 

4 土壤采样注意事项 

我国地广辽阔,土壤的性质差异也

很大,因此需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在土

壤现场监测过程中,对于采样点的选择,

好是选择土壤类型特征鲜明的地区,

选择的地点尽量为地形平坦、拥有良好

的植被,土壤代表性强。通常情况下,采

样点的布设可直接影响土壤采样的准确

性,所以 好是全面采样,根据采样目的

和实际污染情况来确定采样点的布设方

式。采样时需要对土壤的剖面形态特征

做好记录。装样容器用具塞磨口玻璃瓶,

具塞无色乙烯塑料瓶或特制牛皮纸袋,

规格视量而定。保存样品时,避免样品组

分被吸附和待测样品的性质被改变,同

时防止对样品造成二次污染。 

5 结束语 

现场采样是环境监测工作中 重

要的一环,是环境监测 初的步骤,也

是决定环境监测结果的重要基础。所以,

监测机构要从上至下重视现场采样工

作,加强对其的质量控制,从监测设备、

人员、流程等各个方面细化环境监测工

作,让环境监测工作落到实处,发挥应

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1]白静文.浅谈环境监测采样质量管

理对策和建议[J].科技风,2020,(15):140. 

[2]袁芳 .环境监测采样质量管

理 对 策 浅 析 [J]. 中 国 资 源 综 合 利

用,2018,36(2):159-161. 

[3]李中秋,钱军.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实践与探讨[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学报,2013,(3):13-15. 

[4]刘开国.环境监测采样质量管理

对 策 和 建 议 [J]. 化 学 工 程 与 装

备,2010,(6):188-189+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