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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和水质评估以水质分析为依据,水质检测的环节较多,因此检测数据离散性较强。本文结合水体成分间的耦合关系,分析了检

测结果判定的有效方法,以期加强水质分析检测数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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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体电导率与其离子总量和矿化度的耦合系 

电导率主要的作用是定量表征物体导电能力,在本文中,其主要表现

水体的导电能力。纯净水导电能力较差,但天然水体中的无机物和有机物

种类较多,上述物质可以优化水体的导电性能。 

矿化物是体现该类物质含量的专有名词,其可定量表示水体当中的无

机矿物含量。在水体检测中较为常见。水体矿化物与其经103-105℃高温

烘干后残留的可滤性物质完全相同。重量法是当前矿化物测量的主要方

式。采用以上方法测定矿化度也会产生误差,其误差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 

首先,水体样本蒸发和烘干的过程中,HCO-3全部转化为CO-2,样本的

重量减少了1/2。其次,NO-3和Cl-在烘干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损失。如

氯化镁在烘干的过程中,转化为氧化镁和氯化镁,其也是产生负误差的主

要原因。部分盐类在103-105℃的条件下烘干时,会残留部分结晶水,质量

测定的过程中由于吸潮产生了正误差。水体导电性和矿化度均与水体离子

的类型和含量息息相关。三者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特定范围内,离子

分布的稳定性较强,因此,其导电性和矿化度也相对稳定。研究显示,表征

导电性的电导率以及水体矿化强度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关系见图1： 

 

离子总量是水质分析中的重要参量,氯化物、钙、硫酸盐、镁、钾、

钠和碳酸盐等离子的总和即为离子总量。二者的数值差距不大,但是矿物

度与离子检测中也存在误差,差值应在10%以内。 

2 离子与阴阳离子总量间的对比关系 

理论上,以摩尔浓度表示的阴阳离子总量相同,但是受检测误差和离子

检测不够全面的影响,二者的偏差需在10%以内。如误差超过10%,则应及时分

析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分析检测中,钠离子量高于其他离子的总和,

这也充分证明此次检测村存在问题和缺陷。对此,工作人员查找了出现误差

的主要原因,问题出在取样体积记录上。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检测部

分的离子水样,这会影响离子合理性检测。通常,阴离子总量为矿化度的2/3。 

3 提高水质分析检测数据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措施 

3.1严格控制水质分析试剂的质量 

水剂分析试剂是水质分析中必备之物,水质分析剂的质量直接影响了

水质分析的结果,为此,相关人员需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水质分析及质量控

制。工作人员需监督试剂的采购渠道,严格检查试剂的质量。检测中所使

用的试剂均需满足规范和标准要求。购进的试剂均应提供质量检验和审核

证书。使用试剂前,工作人员务必仔细检查试剂包装和状态,若发现试剂质

量不达标或试剂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则务必严格检查该批次的试剂,

以高质量的试验试剂保证水质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2严格把控抽样样品质量 

3.2.1水样复检法。水样复检法可加强水样分析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而且其也可提高水样质量。在水质分析中,每一个环节均要保留水样副本,

且按照要求为副本编号,做好记录工作。之后依据水质分析的程序完成副

样复检或再检,仔细对比复检结果和原始结果,从而明确水质分析工作是

否准确。 

3.2.2平行水样分析法。平行水样分析法主要以平行水样分析明确不同

批次的水质情况,在检测中选择抽检水样的10%-20%,进而确保水质分析检

测的质量。平行水样分析法检测中,应当结合仪器的精确度和水样采集概况,

对其进行科学判断和分析,平行水样分析法的相对偏差允许值见表1： 

 

3.2.3比对及能力验证法。比对及能力验证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实验室内对比,一种是实验室间对比。实验室内对比主要是实验室中的一

名检验人员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检测分析水样,检测分析后仔细比对检测

分析的结果。在检测分析工作中,工作人员需使用不同仪器完成水质分析

工作,随后比较分析检测结果。实验室间的比对主要是将该方法应用于多

个实验室,试验后,不同实验室间对比检测数据,从而加强水质分析结果误

差控制,提高可水质分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通常,水体间多个成分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而在水质检测的过程中,检

测人员也可科学合理地应用其内在规律,改进水质检测的质量。在掌握规

律的基础上核实检测结果,从而增强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是目前十分重要

的实验检测方式,其能够为有关部门提供更加完善且可靠的检测结果,并

且也成为了检测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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