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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水环境监测的结果，人们能够深入地了解水资源、

评价当前的水环境。所以，必须保证水环境监测结果的精准

性，这样才能发挥监测结果的参考价值。这意味着必须控制

水环境监测的质量，把控监测的全过程。所以，论文将从水

环境监测的视角出发，探讨具体的质控路径。

2 水环境监测质控的意义
水环境监测是指利用现代化的监测技术，监测水资源环

境中的各种污染物质、分析其中的组成分子，最终得到相关

的数据结果。将数据结果与相关的水环境污染标准对比，就

能够判断出这个区域水环境的大致质量，还能对该区域的环

境变化做出周期预测。这样人们能够提出针对性的开发、保

护策略，也是相关环境管理部门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

水环境监测工作是开发、保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必须保证

水环境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这就需要做好全方位的

质控工作，把质控工作落实到监测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能

够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1]。

3 水环境监测的方法和技术

3.1 监测方法
水环境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等，在监测时，要根据各地

区的水质，采取针对性的监测方式。

3.1.1 自动化监测
这是一种利用自动监测仪器开展实时监控的方式。能够

借助传感器、计算机等实时采集样本、分析数据，在无人监

守的情况下也能自动工作，所以解放了人力。当前，这种方

式应用较为广泛。已经得到了 EU、国家环保局等多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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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应用时，必须参照国家标准 [2]。

3.1.2 常规监测
常规监测是基础的监测方式，需要参照《水环境质量标

准》开展相关的工作。

3.1.3 应急监测
如果水环境较为特殊，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也需要

参照国家标准。

3.2 监测技术
生物监测、遥感监测、自动监测都是应用较为广泛的技

术，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3.2.1 生物监测
生物监测技术融合了物理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多个方

面的知识。水环境之所以受到影响、水质变差，是因为水中

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在应用这项技术后，就能够发挥水生

物的作用，干扰或是迫害有害物质，如单细胞生物以及细菌

等。水生物对这些有害物质有较强的敏感性，且会根据有害

物质的不同浓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3.2.2 遥感监测
主要应用了遥感设备开展监测工作，同时，还要与传感

系统相互联动才能够发挥较好的监测效果。需要在被测量的

水环境中安装污染物传感器、微生物传感器等，之后，借助

无线通信技术遥感监测，就可以收集数据。如果想扩大监测

范围，还可以和 GPS 技术结合在一起。这项技术能够准确

地反映污染物的分布特征等各类信息数据，且不需要较多的

人力、物力，所以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3]。

3.2.3 自动监测
在监测水体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自动化监测系统的作用。

系统包括计算机软件、监测设备等。系统可以持续性自动化

地完成水体采样、信息转化、信息传输等多项工作，能够

方便人们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还能针对水质情况做出预警

或是预报。如果将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系统连接在一起，

就能直接把信息传输给政府部门，方便政府部门制定紧急预

案、提出相关的政策。

4 质控路径
4.1 事前：加强专业培训、重视基础工作

4.1.1 加强专业培训
无论采取哪种监测方式，应用哪种监测技术，都需要监

测人员介入。例如，自动化监测技术也需要监测人员做好日

常的运行维护。而监测人员的个人素质和专业水平将直接影

响到整个实验室的工作水平。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持证上岗，

通过岗前考试后才能够入职。日常要组织他们学习理论知识、

学习最新的操作技能。在培训后要以考核的方式选拔更多的优

秀人才，确保监测人员能够有资质、有能力完成监测项目。

4.1.2 重视基础工作
在水样化验工作开展之前，必须做好基础工作，细化质

控内容，并针对各项内容提出明确的标准、流程。这样就能

够建立较为完善的水环境监测质量体系，为具体的工作制定

大的框架。在这一大框架下，各项工作都能有序开展，监测

人员也能够遵循相关的流程要求开展工作。

例如，水样采集。每一次采集工作开始之前，都要组织

监测人员参与一次岗前培训，了解本次采样的要点和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采样容器。采集好的样品要详细

标注采样的时间、地点以及采样人员，方便后期追溯。并根

据样品类型合理存放，详细记录在系统库中；实验室设备、

湿度、温度的检查和校准。监测人员要根据相关的要求，调

整实验室的通风、温度等，定时定期检查实验室的设备、做

好清洗维护工作；空白实验控制。监测环境将会直接影响到

空白实验的结果，更反映了监测人员技能水平的高低。

4.2 事中：提升采样水平
采样水平将会直接影响到监测质量，所以要重视采样点

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要遵循以下原则：采样点不

能设置在死水区和急流区；尽量选择平缓的区域。在运输时

要保证水样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出现振动。此外，在采样时

要根据监测地的地质条件和污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采样方

式。如果选择的是自动化监测技术，那么尽可能一小时采集

一次，这样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监测结果。

4.3 事后：监测数据审核、分析
在监测工作结束后，不仅要整理可靠的数据，还要审核

分析已有的监测数据。基于《水环境监测规范》等多项规定，

合理取舍数据。为了避免多次计算、降低计算误差，要直接

通过计算机计算数据。同时，考虑到样品测定可能会出现误

差，所得到的测定数据，只能够做出一定时期的预计。所以，

定量分析的结果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监测人员需进一步分析

获得的数据，确认这些数据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可靠。核心

内容包含：监测数据的回归性分析、离群性检验等。

5 结语
当前，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水环境，

这直接威胁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必须重视水环境质

量监测工作，以此为依据提出更完善的水环境保护策略。论

文从人才培养、完善水环境质量体系、加强监测数据审核等

多方面出发，提出了具体的质控路径，希望能够为水质监测

工作提供一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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