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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health. It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pro-
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lso provides a strong basis for water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
search and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has establishe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en-
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the operation is improved. In order to better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monitor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re put forward and ana-
lyzed,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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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环境监测对发展国民经济和保障人民健康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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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水环境科学研究和水资源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内外先后建立了水

环境监测体系，并且根据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善了水环境监测体系的运行。为更好的保障监测质量，

提出现阶段水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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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环境监测工作分为五个过程，分别为设点-样品采集-实验分析-数据处理-综合分析评价。随着人们

对水环境监测和质量的重视，世界各国相应的开展了此项工作[1] [2] [3]。水环境监测水平的高低及监测

的数据准确性与各国的国情和国民经济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监测水平的高低及数据的准确性也直接影

响了各国相关部门做出的决策和实施的政策，并且也直接影响到人民身体的健康。有效的监测不仅可以

预防水污染而且还可以根据监测数据合理的整治水环境。水中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可以用相应的手段进

行监测，并且根据监测结果查找物污染的原因、途径以及来源。因此通过监测对水污染进行评估和鉴别，

可以为水污染的整治提供保证[4]。目前世界各国的水环境常规监测已日臻成熟，水质自动监测也在有计

划地陆续开展实施。 

2. 国内外水环境监测现状 

2.1. 国内外水环境监测现状 

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期，我国开展了水环境监测事业，并且根据各省份民生经济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

水环境监测站。到目前为止，我国以大江、大河、湖泊为监测对象成立了监测网，常规监测已发展成熟

并且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民经济的布点、采样、运输、分析、报告等方面的技术规范[5]。根

据 2004 年初的统计，国家已经建设并运行了 82 个水质自动站，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淮河、黄河、

长江、太湖、滇池、巢湖等水系并且基本形成了国控地表水自动监测网络。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全国各

地，在市界、饮用水源和水源污染事故频发地区建设了相应水质自动监测站，目前国家与地方已建设并

运行了 130 多个水质自动站[6]。 
国外的水质自动监测在起步较早，荷兰国家水管理局为监测莱茵河水质情况，在其下游设置水质监

测系统，监测并统计河流中的溶解氧、水温、pH 等常规指标，同时还监测水中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含量。

该监测系统装有警报系统，当某项指标超过规定的临界值时，可发出报警信号，供有关当局采取控制行

动[7]。美国水环境监测起源于 19 世纪末，其发展过程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自发发展阶段(19 世纪末

至 20 世纪 60 年代)和政府主导发展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 20 世纪初自发发展阶段，水环境的污染

还未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水环境监测工作也是无领导发展，相依工作都是卫生部门代管、监测技术方面

由相关协会进行指导[8]。水质监测主要以行业协会为主导，基本上是以自发的、被动的、非政府行为的

方式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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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水环境监测的差异 

国外对水环境质量保护及水环境监测的认知比我国大约早 100 年。时间上及水环境监测系统上来讲，

国外的监测系统比较完整。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并完善了自动连续监测系统，极大的促进了水环境

监测的发展以及实现了监测系统的实时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完整性。而我国水环境监测体系起步于二

十世纪 70 年代初期，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建立了多个水质监测站，但是我国的水环境监测系统还处于提高

深化阶段。我国要想实现水环境监测的实时性和完整性还需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改进。同时政府部门应

着重宣传水环境污染现状及水环境监测技术，从而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 

3. 水环境监测质量保证问题识别分析 

3.1. 影响水环境监测质量的主要因素 

3.1.1. 监测基础工作质量 
人员职能质量、仪器设备质量、实验室条件、监测方法等诸多因素可以影响直接到监测基础工作质

量。首先，在整个监测过程中，环境监测人员应该熟悉掌握国家有关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

政策与法规，从而可以保障检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监测是一项较为枯燥工作，为保证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因此监测人员要具备极高的专业水平和自身素质。其次，监测的仪器设备也是影响检测基础工

作质量不可忽略的因素。环境监测人员需根据监测条件、监测种类及监测目标进行选择仪器责备，并且

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按照正确的操作方法操作。监测结束后需要对所用仪器进行清洗和维护，便于延长仪

器的使用寿命。再次，为了保障监测基础工作质量监测的实验条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据

实验室所从事监测工作不同，对设施和环境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良好的实验环境应具备实验室风

道保证通风、良好的采光等并且须保证实验室卫生条件从而避免影响监测工作[9]。最后，作为监测工作

依据和实验室开展检测所必须资源的环境监测方法影响监测基础工作质量最为重要的一点，因此监测方

法必须依照指导书进行。 

3.1.2. 监测过程质量 
监测过程包括布点、采样、测试质量、监测技术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对监测过程质量都有相应的影

响。 
1) 布点 
点位的布设既要合理又要科学，从而可以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发生。所以，我们须根据

监测计划制定合理方案优化布点保证监测质量。所以力求用最少的点位，获取最具有代表性的监测数据，

环境监测点位布设和优化，应该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寻找和确定完成环境监测任务的最优监测点。 
2) 采样 
水环境监测所采集的环境样本应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进行取样这样可以保证样本数据的代表性，

同时在采样过程中随时注意保证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在后续的工作中还需对样品进行跟踪观察。 
3) 测试质量 
实验室测试质量是环境监测过程中一重要环节。实验室内必须保证测试水样的化学试剂及仪器在使

用年限范围内，并且务必保证易吸潮、易挥发、见光分解的试剂存放在阴暗处，这样才能保证药品的有

效性从而保证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另外在测验一定要用正确的步骤使用强酸、强碱溶液，避免不必要的

伤害。 
4) 监测技术 
测量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为在使用前需检查仪器是否完整，校验并记录校验数据(部分测量仪器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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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预热 30 min 方可校验)，校验结果满足视差范围方可使用，测量结束后须将仪器调回原始状态保障仪器

的使用寿命。例如，pH 计在测量水样前，需要用标准缓冲溶液进行标定再测量水样的 pH 值。 

3.2. 水环境监测质量保证问题识别 

3.2.1. 监测基础工作问题识别 
现阶段的监测站缺乏钻研能力强，主动性高，科研意识高的先进性人员，并且在位监测人员尚未熟

悉流程，因此难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分析仪器主要包括大型精密监测仪器中型监测仪器，小型及

现场监测仪器等，因此在化验测样时，监测人员必须严格的、科学的选择测量仪器。 

3.2.2. 监测过程及成果问题识别 
1) 布点 
布点取样对后续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及代表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布设监测点位在定性和定量这两个

方面都必须保证质量。监测点定量方面要确定最佳点位、最佳点数并且测点的代表的覆盖面广，在定性

方面要保证点位布设的均匀性、点位的可行性、及对区域环境的代表性。现实工作中，由于受到现场及

技术条件的限制，往往在质量上做不到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在数量上也不能做到科学合理。 
2) 采样 
样品质量既受总体组分及其不均匀性的影响，也受样品数量和采样方法的影响。例如，采集石油类

样品时，用塑料桶采集后再分装到玻璃瓶中送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采样的方法就会造成石油类的严

重损失，实验室分析再准确，其结果也会很不准确。另外，样品质量还要受不恰当的二次抽样、污染及

组分变化所至的不利影响，例如，在实验室不摇匀水样就取样分析 SS，后续的工作做得再好，也会造成

其结果严重偏低。 

3.2.3. 监测成果问题识别 
1) 数据质量 
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就要减小误差，可以用仪器校准、空白实验、标准物质对比分析、回收率实验消

除系统误差。采用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正确地执行操作规程、增加测定次数的方法可以减少随机误差。

过失误差是由于过失产生的，是不应该出现的误差，一般情况是由于责任心不强等过失产生，往往出现

离群数据。过失误差一经发现必须及时纠正，消除过失误差的关键在于改进和提高分析人员的业务素质

和工作责任感，不断提高其理论和业务水平，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2) 综合分析质量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高素质的人才是事业成功和发展的关键，但由于环境监测系统的条件

所限，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很少到监测部门来，而在职技术人员由于整天忙于日常工作，知识不能得

到及时更新，水平难以提高。专业知识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综合分析水平的提高。许多地方由于缺乏专业

人才，至今还停留在人工监测、手工计算、报表传递的阶段，许多地方由于没有专业人才新技术应用开

展不了。另外，信息利用水平低，数据处理速度慢，技术交流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综合分析

技术水平的提高。 

4. 水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对策建议 

4.1. 建立质量保证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实现环境监全面质量的管理体系，在该体系中样品的代表性、数据的有效性、

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密性都可以得到保障，并且样品数据都可以完善的保存。因此监测质量的保证需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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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完整的管理体系，并且需要在此管理模式上开展工作。质量管理体系中，必须明确岗位职责范围，建

立起集中统一、步调一致、协调配合的团结精神。同时在技术要求上，需要提高监测人员业务水平，加

强监测人员专业能力。必须监测结果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10] (郝青云)。 

4.2. 实验室监测质量保证 

4.2.1. 监测管理质量 
监测站相关管理人员需将现场采回来的样品及原始数据妥善保管，并且保证样品及数据的完整性。

实验室检测人员需要对检测结果用数学分析法进行误差分析利于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及代表性，

若某个监测结果或某些监测结果偏差很大时，需要与原始数据进行核对分析并作出妥善处理。 

4.2.2. 监测技术质量 
优先选用经过计量认证的国家标准方法，行业方法和行业统一的方法。若没有时，必须对新选的方

法进行验证，合格后确认使用。选择的分析方法首先灵敏度要合格，就是方法能满足环境标准准确定量

的要求，能对项目的标准值进行准确的定量；第二，方法的选择性和稳定性要好，抗干扰能力要强，结

果有良好的重复性、再现性和准确度；第三，所用的仪器设备齐全易得，操作方法简便快速，所用试剂

无毒或毒性小。 

5. 结论 

水环境监测在我国以趋于成熟，但是目前在水环境监测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基础工作方面从业人员的质量及仪器设备的选型及质量问题。 
2) 在监测过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测点位布设和采样的代表性问题。 
3) 在监测成果方面主要是监测数据的质量及综合分析的质量。 
因此，有关部门需对以上 3 点进行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并完善水环境监测工作，提高并保

证全民用水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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