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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地下水质监测中发现,水质问题十分严重,一半以上的水质均不能达到理想水平,且水质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为了

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我国有关部门开展了地下水污染源排查及现状监测工作,而若要保证地下水采集的质量,就必须采取多种

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进而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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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我国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 9 成左

右的地下水均受到了污染,60%左右的地下水无法供人们在

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当前我国地下水污染逐渐加剧,且呈条

带状渗透,同时其也从城市向周边地区发展,因此我们必须

不断加大地下水研究治理工作力度,尤其要严格控制地下水

采样的质量。 

1 采样方法 

1.1 采样设备 

地下水采样中需要用到的设备有：洗井设备、水位计、

水温计、地下水水质采样器。下面将对其实行详细论述。 

1.1.1洗井设备中以贝勒管洗井或具有调节汲水速率的

抽水泵作为首选,同时材料应具备较好的化学钝性,且在汲

水的过程中也不得产生气提、气曝作用,不可产生浑浊度明

显上升的问题。 

1.1.2 水位计主要选用电测水位计,水位计的材质应具

备显著的化学钝性,且不会轻易吸附或脱附分析的物质,要

求水位计的刻度为 0.1cm,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他可满

足功能要求的水位计。 

1.1.3 应用水温计法时,要将水温计设置在金属半圆槽

壳内部的水银温度表当中,下端也需按照要求连接金属储水

杯,从而保证温度表可一直悬在水杯当中。温度表顶端的槽

壳位置有一圈圆环,于其上拴住绳子。水温计的测量范围为

一 6°C-+40°C。颠倒温度计法也是较为常见的方法,颠倒

温度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闭端,一种是开端,其均需要

设置在采水器上,二者需要共同使用测量水温,进而明确采

水器的沉放深度。 

1.1.4地下水采样器主要采用具有速率调整功能的贝勒

管或蠕动泵。地下水数值采样器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

自动采样器,一种是人工采样器。人工采样也称为贝勒管抽

取采样,地下水水质采样器可保证监测定位的准确性,并且

也可获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水样。 

1.2 样品容器 

样品容器的材质较多,常见的有聚乙烯、硬质玻璃、聚

四氟乙烯以及石英等。在监测的过程中,有机类的监测项目

主要选择玻璃材质,无机类的监测项目中以聚乙烯容器较为

常见。 

1.3 采样流程 

1.3.1 采样准备 

承接任务单后需全面了解和掌握任务单中的内容,如采

样监测井位、监测项目、采样数量、采样的时间和线路、采

样工作的具体分工、采样中需要用到的器材和交通工具、采

样过程中需要完成现场监测的项目以及采样的安全和质量

保证措施等。结合采样任务单上的主要内容,科学选择采样

工具,并且及时领取样品容器以及现场监测中需要使用的其

他物品,领取物品后需做好清点工作。 

1.3.2 采样过程 

地下水水质监测通常为瞬时采样,其过程包括洗井、参

数测量、样品采集、填写原始记录和样品保存等。洗井的过

程中要从井内采集水样,采集水样前需对其实行充分地抽汲,

抽汲的水量要为井内体积的 2 倍以上,水位与原有水平相同

时可进行采样环节。除特殊项目之外,采样前均使用待测水

润湿采样瓶 2-3 次。 

1.3.2.1 贝勒管采样法 

如采用贝勒管采样,则应将贝勒管缓慢地经支持线放入

地下水水面之下0.5m,采样器可在支持线的支持下放入指定

的深度,下放采样器时,需打开两个球,引导水直接流过采样

器。如已经达到采样深度,则要缓慢稳定的拉起采样器,水的

重力作用与采样器向上运动的作用力可使球阀变为关闭状

态,顶部的球阀可规避采样器当中样品混入钻井中高水位的水,

且底部的球阀能够有效避免样品流失。 后将经采样的贝勒管

移至地面,拉动其顶部的细绳将水样放入采样容器中。 

1.3.2.2 蠕动泵采样法 

完成硅管安装后,要及时将靠下的硅管截断,并将较细

的硅管与发聚四氟乙烯采样管相连,如聚四氟乙烯采样管的

外径为 13mm,采样的 低流量则为 3.5ml/min, 高为

120ml/min。如其外径为 6mm,则 低采样流量为 40ml/min,

高采样流量则为 900ml/min,同时还要将上部的硅管与采

样容器连接为一体。之后将负极电极夹连接到 12V 的直流电

源负极当中,正极电极夹字节连接到 12V 直流电源的正极。

然后开启电源,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流速调节按钮,自上部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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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一端来采集样品,并且确保其处于低流速状态,有效规

避水体发生大幅振动或水位迅速下降等问题。 

1.3.3 现场样品保存 

水样采集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加入适量保存及,并且拧

紧水样容器的盖子,保证其密封性,另外,还需及时贴好标签,

特殊的样品也应按照要求装到冷藏箱当中。 

1.4 样品运输与保存 

在样品运输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日光照射,如气

温偏高,则可将样品放入到冷藏箱当中。同时高度关注和重

视样品的安全,从而有效避免运输途中汽车颠簸而产生的样

品损坏问题。 

2 地下水采样质量控制策略 

2.1 增强蠕动泵操作的规范性和采样的安全性 

蠕动泵本身具有隔水功能,但是其并不防水,因此不可

将蠕动泵浸入水中。泵抽取的速度与样品提升量呈负相关,

存放的过程中需及时移走管件,并且定期检查并更换老旧失

效的管件,避免由于管件破损而影响泵的使用功能,若管件

表面出现破损、扁平或开裂的问题,需及时更换。若在低温

天气中使用蠕动泵,则应确保蠕动泵启动前内部无结冰现

象。蠕动泵不可长期连续工作,蠕动泵运行一段时间后应仔

细观察泵是否有发热现象,如有发热应及时停止运行。 

再者,采样工作也非常关键。采样前,工作人员应当全面

了解并掌握样品的环境,若有需要可及时佩戴安全措施。采

样设备不可接触污染源,规定在相对洁净的环境中放置采样

设备。且同一监测点要设置两名采样人员,这样在采样时起

到相互监督的作用,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2.2 重视地下水采样内部环境的质量控制 

实时结合监测项目的变化情况和地下水采样区域的基

本概况,科学选择采样器以及采样方法,同时应在项目发生

变化后及时做好采样器具和采样方法的调整工作。为了不断

提高样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务必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减轻外部环境对水样的负面影响。再者,减少地下水水样

与空气接触,进而有效规避地下水水样氧化,以免影响监

测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另外,实时关注外界的环境变化,

防止采样压力的变动和水云洞状态的变化对采样工作产

生不利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还需严格控制采样系统中外

界物质对水中原有物质的吸附量,进而有效规避成分损失

和氧化等问题。 

2.3 合理选取采样点 

在多口监测井采样的过程中,一个监测井所获得的水样

只能表示一个含水层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的局部水质情况。

与地下水不同,其不可在水系当中的任何一点进行采样。若

采样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某个区域的水源当中是否含有污染

源,则只需要从自来水管中采集水样。若潜在的污染源在地

下水位之上,则可采用包气带采样,从而更加全面地掌握地

下水的真实情况,除了氯化物和硝酸盐硫酸盐外,很多污染

物均可吸附于包气带上,进而为水样采集和监测提供良好的

条件。 

2.4 推进地下水采样质量控制的技术方法创新 

地下水采样工作的开展可以将水样周期性时间变化的

规律真实的展现出来,所以在采样监测过程中,首先,要结合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监测设备来开展监测工作,并对监测

得到的结果进行周密分析和计算,以确定地下水采样频率。

其次,在采样监测中,需在确保人力成本的基础上,开展综合

采样监测工作,及时掌握地下水水质情况,对其中存在的超

标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研究,以确保地下水采样的质量和

效果。再次,在采样监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

要求开展实际操作,加强重点内容的监测,减少误差的产生。

另外,对于不同时间段内采样数据,工作人员需做好相应的

保管和记录工作,提高现场平行样的精准度。 后,做好设备

和运输管理。在地下水采样工作中,需要的仪器设备主要有

采样容器、承装容器、固定剂、测定仪、溶解测定仪等,需

要对这些仪器设备的质量予以严格管控,确保设备的正常使

用,降低采样过程中偏差或者问题的产生。同时在样品收集

完成后,还需将其尽快运送到实验室中,开展样品监测工作,

运输过程中需做好保护措施,减少振动、碰撞,合理规划运输

路线,缩短运输时间,以免样品发生污染影响 终的监测结

果。同样重要的是,采集的样品必须做好标注记录,并填写相

应的现场记录表,如原始数据记录表、样品储运记录表等。 

3 结语 

结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为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

境,相关人员务必做好环境监测和水污染问题的研究和控制

工作,而地下水水质采样也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为

了保证地下水采样的质量,应当积极采取科学有效的采样措施,

在采集样品后获取更加可靠和准确的数据,然后以此为基础,

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大水污染防治和环境问题预防监测的工作

力度,以此为人们构建更加健康和安全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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