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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峻,其中地表水作为和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资源,地表水污染问

题更是当前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在地表水监测采样过程中,很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因此为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安全性,在对地表水进行监测和采样的过程中,更需要加强对质量的管理和控制。基于此,本文就将对地表水监测采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问题展

开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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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样过程中误差产生的因素 

1.1缺乏合理的采样方案。在制定地表水监测采样方案前,工作人员需

要对采样工作的要求和目标进行明确,从而按照监测工作要求和国家技术

标准开展工作。但是现场采样工作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工作人员和时间

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和限制,采样过程中应用的工具往往也会出现数据偏

差,难以实现对监测点位置的明确。在水质采样工作中,任务项目的开展将

对现场检测质量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为了节约工作时间,工作人员通常会

采用不同的工作标准进行布置,此种基础上很难对水样代表性进行提升,

影响了整体水质的精准性。 

1.2操作人员业务能力有限。现场采样工作的开展需要工作人员严格

按照工作标准执行,并且借助专业的采样设备。对于特殊性质的样品往往

需要对其进行单独采集,通过对现场项目检测工作的开展,实现项目管理

质量的提升。但是,基于工作人员自身缺乏责任意识,操作人员往往会出现

操作失误或是不规范情况,比如没有进行项目区分、样品标签张贴错误等

问题,经常会对样品产生较大误差和影响。 

1.3采样容器质量不达标。在地表水监测过程中对采样容器的要求尤

为严格,选择的容器要避免对水样产生污染,选用的容器材料要保证不能

和水样之间产生反应,容器密闭性要求较为严格。但是当前很多工作人员

在采样工作中所选择的容器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质量分析,经常出现

容器质量不达标问题,并且在采样前没有及时进行容器内污渍和灰尘的清

除,此种情况很可能直接造成水样监测数据出现误差。 

2 地表水监测采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对策 

2.1采样准备。首先,在采样工作开始前需要工作人员仔细进行采样容

器的清洗,对于不同项目所需要的采样瓶子也要提前进行预处理和种类划

分,比对对细菌、粪大肠杆菌等项目的瓶子提前做好灭菌灯操作。其次,

对水样分析的不同项目的化学保存剂需要进行配制和做好携带工作,避免

在工作中出现采样准备不足的问题。 后,在采样车辆上还应该配置必要

的车载冰箱或者冷藏柜等设施,确保水样采集完成后及时进行样本的冷藏

或者冷冻保存。 

2.2加强对采集点位和断面位置的选择。采集过程中的断面要保证可

以对区域水质情况进行直接反馈,因此需要满足以下要求：其一要准确、

全面的反映出特殊区域水体情况和污染程度,一般需要将 少断面作为水

质信息的获取位置,在对断面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要由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和

判定,避免在回水区或是死水区进行监测。其二在对断面进行监测的过程

中需要设置多个采样垂线,同时在每个垂线区域都需要进行采样点分布,

严格按照时间和数量要求进行工作制定和规划。其三对于普通河流的水质

进行监测过程中要保证每月 少一次,如果在工作中遇到特殊情况,工作

人员也需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采样频率的调节。 

2.3加强对采样容器质量的审核。在地表水监测采样工作中对容器的

要求更为严格,要确保应用的容器不会对水样产生污染影响,容器内壁通

常不能吸收水分,且不会和水样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在容器的注水位置上

应该保证开启方式的合理性,密封性能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在这一过程中,

还需要对光敏感程度进行分析,对于颜色相对较深或是容易清洗的容器要

合理存放,确保这类容器可以实现反复应用。此外,日常还要加强对容器的

清洁,保证容器内不存在灰尘和油污,避免容器应用过程中对样品造成的

二次污染或是影响。 

2.4加强对采样工作人员的管理。目前我国很多监测站点的人员数量

较少,工作人员自身素质有限。面对程序如此复杂的水样监测工作,很多工

作人员都会因为工作经验或是专业性不足出现监测误差。所以,也需要加

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比如组织工作人员多参加各省各地组织的业务培训

班或是组织各站内经常进行集体培训考核,通过这些手段和方法强化各监

测人员的质保意识,对于检验资格不过关的人员要避免入场。我国相关工

作中已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监测人员要持证上岗,这也是当前避免法律

风险的 重要手段。同时在采样工作开展阶段,工作人员自身也要提升法

律意识,提升质量管控意识,加强对过程和结果的双重管控,只有这样才能

对采样质量管控的重要性进行有效明确。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类在生产生活中 离不开的就是地表水资源,所以当前地表

水监测工作也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地表水的监测工作中,其监测

工作的质量将对地表水监测结果准确性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作为监测部门,

更需要加强相对地表水监测工作的关注,针对工作问题提出合理的控制对策,

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地表水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帮助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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