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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资源是人类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同时,自然资源保护也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类活动

范围的扩张,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破坏。如果生态环境保护落实不到位,势必会造成无法挽

回的后果。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影响环境监测质量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策略,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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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自然环境监测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在环境监

测的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现存的环境问题,然后采取针对

性措施加以控制。本文就将分析环境监测质量的影响因素与

解决措施,以供参考。 

1 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及重要意义 

1.1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 

环境监测是指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全方位、动态化监测

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而明确掌握待测区域某一段时间内

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客观评估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将监测结果上报至环境管理部门,为环境保护计划提供必

要的参考依据。生态环境监测是一项系统性、专业性极强的

工作,需要做好采样、样板分析与保存等一系列工作,并根据

相关数据信息,客观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1.2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 

环境监测主要借助对污染物指标的测定来确定环境质

量变化的基本趋势。监测工作中为了保证环境的质量,需精

准确定环境污染的污染源,全面掌握评价环境标准和落实的

基本情况,从而优化环境保护的整体水平。环境监测工作具

有复杂性和系统性,工作人员需要完成采样、测试和数据处

理等内容。在环境监测期间,监测人员能够更加准确和全面

的了解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正确预测其效应

与趋势,进而增强环境保护的针对性。环境监测工作中,监测

人员应高度重视监测质量,并以此为监测工作中的核心。故

而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环境监测,也成为了充分发挥管理

机制作用,推动环境资源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 影响环境监测工作质量的关键因素 

为避免环境监测流程中出现各类问题,需进一步明确监

测内容,制定完善的检测计划,优化设备配置与技术人员配

置,且严格遵照标准规范执行监测工作。影响环境监测质量

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2.1设置监测布点 

监测布点是指在环境监测前期阶段,选定恰当的地理位

置作为监测作业点。监测布点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整个环境

监测工作质量。一般情况下,布点的水流量、水流方向、风

力与空气质量等级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监测布点的合

理性。 

2.2样本采集 

目前,国内环境监测工作流程主要是采集样品—样品分

析—质量评估。采样工作步骤为： 

2.2.1样品采集 

采样人员工作态度懈怠、技术操作不规范及其它客观因

素均会导致样品损坏,进而影响样品监测准确性。 

2.2.2样品存放 

样品放置环境与样品放置时间都会导致样品变性,影响

监测结果。 

2.2.3样品运输 

不同类型样品的存放时间不同,选择的运输方式也各不

相同。一旦运输容器选择不当、运输时间过长或运输方式不

合理,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监测结果。 

2.3仪器设备与监测系统配置 

样品监测工作需要各类仪器设备与监测系统的辅助与

支持。若仪器设备老化、仪器设备灵敏度不达标,或者监测

系统不完善,亦或者操作失误,都会影响环境监测结果。 

2.4监测方法 

生态环境污染程度不同,环境分析监测方法也各不相

同。各类环境分析方法的核心原理与应用要点不同,若环境

分析方法选择不合理,就会降低环境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2.5监测人员专业素质 

除上述外部因素外,监测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与综合素

质也是影响环境监测结果的关键要素。监测人员专业水平不

足、实践经验匮乏会增加技术操作失误率。且环境监测工作

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一旦监测人员态度不端正、注意力不

集中,均会增大监测结果误差。 

3 提升环境监测工作水平的具体策略 

3.1合理设置监测点位 

由于环境监测工作较为复杂,无法获取高分辨率的时间

与空间,为此,相关人员应在设置监测布点时,在代表最大空

间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减少监测点数量。通常,应用较为广泛

的监测布点方法主要包括随机布点法、功能区划布点法、几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2 卷◆第 7 期◆版本 1.0◆2019 年 7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5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何图形平均布点等。从环境因子平均数估算方面来看,功能

区划布点法的应用效果较为突出。与此同时,按照监测对象

差异,又可划分各种各样的布点法。对此,相关人员要充分考

虑区域自然环境特征与技术设备特征,选择最适宜的布点

法。例如,在大气环境监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包括功能区、

网格、同心圆与扇形分析法等,相关人员可以根据大气监测

的性质、规模、地理位置、污染源类型及环境保护目标等,

合理设置监测布点。 

3.2加强样品采集管理 

采样质量对于环境监测质量有着重要意义。在采集样品

的过程中,需结合采样地点、采样时间与采样频率,选择适宜

的采样方法,如活性炭吸附法、树脂吸附法等。在采集样本

时,预先清洁与调整仪器设备,以防对样品造成不必要的污

染。同时,尽可能的缩短样品与盛置容器的接触时间。优先选

择密封性良好的样品仪器,避免样品与外界空气发生物化反

应,在完成采集工作后,粘贴时间、地点与人员等信息标签。 

在样品保存与运输过程中,遵循低温、避光、密封原则,

且注意如下三方面工作：其一,严格控制保存时间与保存条

件。例如,依靠采样袋采集的CO可在室温下保存,在36小时内

完成样本分析；依靠吸收液采集的氮氧化物,如果无法快速

检测,需注意低温保存；针对重金属含量较高的水质样品,

应加入适量的酸性溶液,以防水解沉淀。 

其二,严格控制运输与交接工作。优先选用专业的标本

车载装置,缓解颠簸,在必要情况下,采可取适当的隔离防护

措施。 

其三,严格控制样品交接流程。在交接过程中,检查是否存

在遗漏、污染或破损等情况,在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3.3推行自动化监测与分析模式 

以往的室内分析测试多采用人工干预与常规理化方法,

不仅分析效率低,而且准确性较差。基于计算机技术与多元

化信息技术的自动化实验室,可以利用气相或液相色谱和质

谱联用仪,提升分析时效性与准确性。同时,在臭氧层与热污

染等大气环境监测过程中,应用红外遥感技术,实现全方位、

动态化、连续性的监测作业,提高环境监测效率,为环境保护

策略的制定提供必要条件。 

3.4采用合理的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人员要结合环境监测项目特征,定期查阅监测方法

的更新情况,以及现有监测分析方法的时效性与准确性。采

取一系列专业手段评估监测方法,且对标准性与非标准性的

方法的变更予以验证,优化仪器设备与人力资源配置,以满

足监测工作的多元化需求。 

3.5注重审核环境监测报告 

在环境监测数据整合与工作报告审核过程中,所选参考

指标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环境监测工作质量。为此,相关人

员应当保证环境监测报告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以及工作报告

的权威性。 

在制定环境监测质量报告时,需在核查数据的基础上,

参照技术标准规范,以规范性语言进行描述。同时,在审核工

作报告时,严格遵照审核流程与标准规范,综合评估工作报

告的科学性、合理性与真实性,从而加强监测内容的完整性、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文字描述的规范性。 

3.6完善监测人员综合素质 

现阶段,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专业技能较差,为此,监测机

构需制定完善的培训方案,提升环境监测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完善其综合素质,引导其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加强环境监测工

作实效性与合理性。环境监测机构的人员培训工作内容有： 

其一,持证上岗。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求监测人员持证

上岗,并定期对监测工作质量进行评估考核,针对考核成绩

不合理的员工进行重点强化培训,直至考核成绩达到标准要

求后方可上岗。 

其二,落实责任制度。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将监测工作责

任落实到各岗位,进一步明确各岗位的职责权限划分,增强

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其三,定期组织专业交流。环境监测机构可以定期召开

内部经验交流会,在交流会上,对恪尽己责、专业技能突出的

员工给予奖励。同时,对工作懈怠、专业考核不过关的员工

予以惩处,以此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此外,借由内部交流会,

实行经验与技巧的分享,开展下一阶段战略部署,以完善整

体员工的专业技能,强化基层队伍建设。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无节制开采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

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因素。为此,全面且客观的分析

环境监测环节存在的各类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

具有实际意义,并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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