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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污染源水质的现场采样直接影响 终的测定结果,关系到监测报告的权威性、生态环境决策的

合理性。针对污染源水质现场采样面临的现状,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采样人手不足、采

样前准备不足、采样流程不规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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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mplete the Site Sampling of Pollution Source Water Quality Effectively Normatively 
Xiaoyu Wan 

Nantong C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Field sampling of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affects the final measurement 

result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monitoring report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ield sampling of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pollution sources,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mainly includ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ampling manpower,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before sampling, and irregular sampling proces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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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以建设美

丽中国为目标,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

个生态环境规划。在污染源水质现场环

境监测工作中,如何做到科技创新,强调

科研攻关,更好为生态环境的决策、管理

和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如何让企业在遭

遇疫情,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帮扶企业

快速恢复活力,带动生态产业技术更

新？笔者多年从事环境监测,调研了部

分县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第三方检测

机构,希望能为环境监测机构负责人、现

场采样人员提供借鉴。 

1 污染源水质采样 

1.1污染源水质采样重要性 

加强对企业污染源废水排放的监测,

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有效手段。水质监

测包含方案制定,现场采样,样品运输保

存,样品交接,样品检测,数据处理,报告

签发。水质监测是一项需要多人参与且

环环相扣的连续工作。污染源水质采样

是污染源水质监测的基础工作,直接影

响水质监测工作的成果[1]。 

1.2高效规范完成污染源水质采样

是时代的要求 

污染防治的现状一方面是信访举报

增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参与意识增强；

另一方面是环境诉讼案件增加,企业维

权意识也增强。这就使得如何让直接面

对企业的污染源水质采样更加高效规范,

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2 污染源水质采样存在的问题 

2.1采样人员不足 

环境监测机构中,普遍重视化验室

建设,现场采样人员人手相对紧缺。管理

层只是单一发布采样任务[2],不考虑基

层采样实际。污染源企业数量多,水监测

任务量大,现场监测岗位人员需求量多,

采样岗位人员流动也较大。招聘的新人

操作经验不足,能力不够。 

2.2采样前准备不足 

实际工作中,污染源水质采样任务

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涉及行业广,监

测条件复杂恶劣,不易掌控。工作中容易

犯经验主义,对污染源企业信息不够重

视,了解不详细。现场采样没有充分的准

备,不能及时地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终

导致采样任务作废。 

2.3采样流程不规范 

污染源水质采样现场受客观环境因

素(气温、湿度、风速、光照、降水等)

影响,采样人员常常会出于便于采样操

作的考虑,未经过现场周密的调研,凭经

验设置采样点位,导致污染源水质缺乏

代表性、准确性、真实性[3]。 

2.4仪器设备使用不当 

仪器设备的老化故障或者不熟悉导

致的误操作,常常打乱采样流程的进度。

仪器设备使用前校准记录缺失,或者设

备荡洗工作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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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样品保存固定剂存在问题 

样品保存固定剂种类多,常用是多

是强酸强碱,无明显危险标识。采样车内

无特定区域摆放,固定剂药品、仪器设

备、采样容器在采样车内混放。固定剂

的使用缺少相关质量的确认。污染源水

质样品的保存运输往往更重视操作步骤,

而忽略污染源水质实际。 

3 改进污染源水质现场采样的

对策措施 

3.1加强现场采样队伍建设 

一是壮大现场采样队伍。人手不足

一直是现场采样的痛点。一方面是招募

人才,选择能吃苦耐劳、适合野外作业、

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是留住

人才,畅通晋升渠道,构建完善的责任机

制,适当奖惩,调动员工积极性。 

二是加强采样队伍能力素质。首先,

做好现场采样人员廉政风险教育工作,

强化职业道德意识,提高工作责任心。其

次,提高采样人员的业务技能水平,主要

方式有：组织参加上岗证考试；经验丰

富的老同事结对帮扶；定期开展业务培

训,集中讨论学习；系统学习质量体系文

件,熟悉各类法规标准条例及其变更；鼓

励自学；提供机会外出交流,包括仪器商

家培训、兄弟单位交流等。 

3.2重视采样前准备 

一是高要求编制污染源水质现场采

样方案。监测方案的编制不仅要科学、

严谨、详尽,更要有针对性、侧重点。这

是后续现场监测有序开展的有力保障。

监测方案编制完成,应交由质控部门审

核通过再进入实施阶段。 

二是高要求准备污染源水质采样

设备。污染源水质成分复杂,不同行业

的污染源水质需要监测特征因子不同。

污染源水质监测应单独配备采样器材,

不能混用。用于污染源水质采样的设备

要有稳定的理化性质,且要便于清洗处

理。采样前,采样设备要完成抽检,合格

方可使用。 

三是高要求准备污染源水质采样容

器。不同监测项目选用不同的采样容器,

确定采样容器的种类及数量,并为应对

现场突发状况多增加10%的数量。采样容

器虽然属于低值易耗品,但大多非一次

性使用,需要进行专业细致的清洗重复

使用。即便是新容器,一般也要经过洗涤

剂清洗,再用纯水彻底清洗。采样前,样

品容器要完成抽检,容器及其瓶盖(瓶塞)

配套,破损或不牢固部件及时更换,合格

方可使用。 

3.3规范采样流程 

一是重视并深入研究污染源水质采

样的程序性文件。污染源水质采样 终

出具检测报告 多。科学化、制度化、

标准化是污染源水质采样的发展趋势和

必然要求。当前,针对具体监测项目分析

方法以及实验室仪器操作规范的作业指

导书较多,现场采样监测方面的少。实际

工作中,可以根据当地工业园区实际情

况,编写指导性强、可操作直观的作业指

导书。这样,可以优化污染源水质采样流

程,规范管控,减少人为误差。现场采样

的原始记录单要合理设计,参照作业指

导书,尽量精简现场填写工作。如果发现

问题,可以及时逐条对照,有针对的查找

原因整改。 

二是强化落实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每一项污染源任务设置独立的项目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负责方案的制定,组织执

行。同时,设有专门的质控监督科室,抽

查前期准备、采样操作是否规范,并形成

长效管理机制,与绩效考核挂钩。采样过

程全程录像,关键点位拍照,现场采样单

采样人员、企业负责人、执法部门三方

确认签字。 

3.4强化仪器设备管理 

一是专人管理,一机一档。仪器设备

档案信息包括仪器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管理编号、生产厂家、购置

合同、使用说明书、验收报告、定期检

定或校准证书、维护维修记录、报废单

等,动态管理,及时更新。 

二是合理使用经费,升级采样设备。

仪器设备的信息化、智能化可以适当简

化采样操作步骤,提高采样的效率和质

量。仪器的性能稳定是环境监测项目长

期稳定开展的前提要求,先进的仪器设

备可以大量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减少

采样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样品

的准确性。采购前,不仅要申请足够经费,

还要做好充分调研。采样人员作为设备

的使用者,要将使用需求反馈给机构负

责人。选购一台仪器设备,价格、后续服

务是重要考虑因素,设备故障率、仪器精

密性的对比也很重要。 

三是熟悉规范仪器设备的使用步

骤。仪器出入库填写记录,仪器使用前后

要填写校准记录。采样人员不仅要熟练

使用这些设备,还要清楚设备工作原理。

采样现场,仪器出现问题是常事,要排除

误操作,能解决简单故障问题。如果不能

现场解决,要及时填写维修单,记录故障

类型。 

3.5规范样品保存运输 

样品保存运输的原则是 大程度

的减少样品理化、生物性质的改变,减

少运输时间。针对污染源水质实际情况,

根据监测项目选择适当的采样容器,及

时准确添加固定剂(顺序、剂量),粘贴

样品标签,贴封条。配备专门监测采样

车,车内指定区域配备专用箱存放固定

剂药品,标识明显,摆放有序整齐。运输

过程中,采取必要保护措施(防震、冷

藏、冷冻、保温)。采样前,样品保存固

定剂要进行空白试验,保证纯度、等级

达到分析要求。注意检查固定剂药品有

保存期限。 

4 结语 

综上,污染源水质采样环节是环境

监测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实施阶段存在

质量管控的难点。公众和企业对监测采

样的关注,倒逼我们深入探讨高效规范

完成污染源水质采样,保证进入实验室

的污染源水质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提高

环境监测行业整体实力,进而助力企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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