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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质采样是环境监测中的一项基础工作,水质采样质量会对环境监测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

做好水质采样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水质采样环节复杂,影响因素较多,因此质量管理难度也相

对较大。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对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做好水质采样管理展开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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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quality sampling is a basic work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quality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esult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sampling.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water quality sampling link 

and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s also relatively difficu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sampling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es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water quality 

sampling manag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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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质采样技术难度大,影响因素多,

在采样过程中人员、设备、环境等都会

对采样结果产生影响,进而引起监测误

差。下面结合实际,首先就影响水质采样

质量的因素做简要分析。 

1 环境监测水质采样影响因素

分析 

1.1点位与频率 

在水质采样中,采样点位、采样频率

会对采样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当采样点

位置及采样点数不合理时,所采集的样

品就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地水环境质

量状况及受污染的实际情况。如果采样

频次不合理,采样结果也很难反映真实

情况。为此在进行水质采样时必须结合

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采样点并严格控制采

样频率,进而保证采样质量[1]。 

1.2采样人员 

实践证明,采样人员也是影响水质

采样质量的一大关键因素,采样人员的专

业能力、责任意识、风险防控能力等都会

对采样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部分人员在参与样品采集工

作时责任意识不强、规范意识淡薄,甚至

少数未经培训的人员参与采样过程,不

能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规范作业,从而导

致水质采样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1.3采样环境 

水质采样工作都是在室外开展,这

就导致样品采集速度以及精度都会受到

自然环境的影响。当采集地水文地质比

较复杂或样品采集期间天气状况比较恶

劣时,样品精度也就难以保证。结合实践

经验得知,自然环境会对水质采样结果

产生不可控、不确定、无法预期的影响。 

1.4仪器设备 

水质采样工作需要借助专门的仪器

设备来完成,相应的,采样仪器的精密性

程度就会对采样质量产生影响。在采样

过程中若采样仪器设备精密度不足或运

行状态不是十分良好,就会导致样品采

集出现偏差。另外,在采样时若储存样品

的容器清洁度不达标,将会造成样品受

到污染,使样品失去研究价值[2]。 

2 环境监测水质采样管理不足

分析 

2.1设备管理不足 

前文已经提及,仪器设备是影响水

质采样质量的重要因素,要想保证水质

采样质量,就必须做好对仪器设备维护

管理,通过定期校订检查及维修保养及

时消除仪器设备存在问题,确保采样质

量不受影响。但在实际的采样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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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样仪器及设备的管理维护还不足够,

一些单位与人员的设备管理意识淡薄,

在工作中不注重设备检查及维护, 终

导致样品质量受到影响,采样精度大大

下降。除此之外,在进行水质采样时一些

工作人员不熟悉设备操作流程,不按照

规程操作, 终导致监测数据不真实、不

精准。 

2.2样品管理不足 

水质样品的保存与运输是水质采样

工作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检测结果,因

此在采样过程中必须重视样品的保存与

运输管理。但经调查发现,有部分工作人

员在完成采样工作后并不能根据样品运

输距离合理选择运输设备,且在运输期

间未做好防污染、防碰撞管理,进而造成

水样受到污染,使水样的利用价值降低。

在样品的存储方面也存在问题,如存储

容器清洁度、材质、洗涤方式等不符合

要求,使样品受到污染；样品存储期间没

有加入合适的固定剂对样品进行固定保

护,造成检测精度大大降低[3]。 

2.3水质采样点管理不规范 

在水质采样工作中,采样点的设置

与管理都是重要工作,采样点设置不合

理、管理不规范都会造成水质检测精度

下降,使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大大

降低。但目前一些水样监测点的设置不

够合理,在设置采样点时未对周边环境

做详细勘察与分析,且不按照规定流程

规范操作,随意选取采样点,从而导致水

质采样质量大大下降。 

3 环境监测水质采样质量管理

措施分析 

3.1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水质采样是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管理

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水质采样质量影响

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系中污染物的动态

变化监测,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为此在开展水质采样工作时必须强化质

量管理意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与有关

技术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采取各项

有效措施强化对水质采样质量的管理。

单位构建的质量管理体系应当涉及每一

个工作环节,涉及每项影响因素,应将人

员管理、设备管理、运输管理等都应纳入

质量管理体系内,保证水质采样质量[4]。以

国家相关检测标准为依据,强化人员理

论学习,加强实操培训,切实掌握各项水

样采集技术,提高采样人员的业务素质。 

3.2加强仪器设备管理 

在水质采样工作中,有关单位要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制定设备管理制度,采

用专业的措施方法对各类仪器设备进行

规范管理,对各项仪器设备建立档案资

料,对各设备定期检查,并做好设备检查

与使用信息记录,让各项仪器设备都得

到有效管控,确保设备性能质量稳定,各

项参数正常,从而保证水质采样质量不

受影响。单位要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仪

器设备管理工作,将设备管理责任具体

落实,以免出现无人担责以及互相推诿

责任的情况。采样单位可以结合国家、行

业相关规范要求,根据设备具体情况制

定设备使用标准与维护规范,然后组织

设备管理人员集中学习,从而让各项仪

器设备都得到规范化管理。在采样工作

中,需要求各人员严格按照规定规范操

作仪器设备,避免因工作人员的操作失

误导致设备损坏,要全面保证水质采样

质量不受影响[5]。 

3.3做好样品保存与运输管理 

在样品采集结束后,极容易出现因

保存、管理不当而导致样品受到污染、样

品失去实际价值的情况。为此在采样期

间必须制定严格的样品保障制度,要求

有关人员严格按照制定规定规范样品保

存,将样品受污染的可能性降到 低。具

体如,对采集到的样品进行分类保存与

管理, 在容器上做好标注,以免发生混

淆。对样品进行存储时,先对存储容器做

详细检查,确保存储容器清洁干燥,容器

内不存有污染物质,采用合适方式洗涤

采样器与容器。对不同的样品使用不同的

管理方法,做有针对性的管理。在样品存

储以及运输期间做好减振防振工作,减小

样品受到过大振动,防止发生碰撞,尽可

能保障样品安全。当样品需要冷藏时,

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专业的冷藏箱

来维持所适应的温度。样品运输过程中

做好防护工作,防止样品受损,同时在运

输过程中做好控温控湿工作,以免环境

突变导致样品质量变化,使水样失去利

用价值。尤其是在低温天运输样品时必

须人为采取相应的保温措施,要尽可能

将低温给样品带来的影响降到 低。 

3.4规范采样点管理 

在开展监测水与废水样品采集工作

时,要全面保证布点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布点时对周边环境进行勘察分析,将采

样点布设在无遮挡物、无污染物的地区,

确保采集样品能真实反映出监测对象的

实际情况。在布设采样点时,也需要合理

控制各点位之间的距离。现场同一个环

境区域内设置数量适当的采样点位,各

点位之间的间距相同。为获得 精准的

监测数据,在采样时还需合理控制采样

频次,布点时也要充分考虑监测区域以

及周边环境中有没有影响采集精度的因

素,以保证 终的采样效果达到预期水

平。确定好采样点之后,要充分利用先进

定位设备对其进行精确定位,确保之后

的采样工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准确

性。在采样工作中,采样点一经确定就不

能再随意进行更改。若必须更改时,要严

格按照要求及流程做好采样点的重新选

址工作。 

3.5其他管理措施 

在水质采样工作中,有关单位还需

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对采样质量的管

理：首先是做好环境分析与管理。在采

样期间,可由质量管理部随时检查与考

核采样环境,对采样环境进行评估,根

据评估结果制定防控方案,尽可能将环

境对采样工作的影响降到 低。水质采

样是一向比较复杂且长期的工作,在采

集过程中容易遇到天气突变或设备故

障等意外事故。因此相关单位要能需依

据相关勘察资料以及以往经验对采集

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出预测与防

控,确保水质采样质量达到标准要求。其

次是做好对人员的教育与管理。人员是

水质采样工作的主要落实者,各人员的

能力素质直接影响水质采样质量。为此,

有关单位必须强化对工作人员的教育

培训以及监督考核,为水质采样工作打

好基础。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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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水质采样周期长、环节

多、过程复杂,采样质量较难保证。鉴于

此,有关单位就必须依据国家规定与行

业要求,根据环境监测任务具体的特征

特点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各项

质量管理措施,制定管理细则,从根本上

提升水质采样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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