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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elevant	data	can	be	comprehensively	obtained,	and	the	scientific	reliability	of	data	information	
can be ensur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level of monitoring technology. Try to avoid errors in the work, so as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n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monitoring quality. Therefore, the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paper studies them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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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水质监测工作，能够对相关数据进行全面获取，同时也可以使数据信息的科学可靠性得到确保，有利于提升监测技术
的操作水准。尽量在工作中避免误差现象的出现，为水质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助力，进而为监测质量提供保障。
因此，水质环境监测技术和质量管理成为研究重点，论文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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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是生产活动有效开展的前提。当前水资源污染

非常严重，甚至会引发生态环境危机。相关部分需要制定对

应的管理方式，为有效构建环境自动监测体系，需要保障环

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继而使水资源管理和监测效果都得

到保障。

2 水质环境监测的意义

对水资源实施科学有效的监测，可以对污染物以及污

染源及时掌握，以此来获取准确的水资源信息，继而来对污

染物质的出现以及污染过程等有效判断，为水资源保护工作

提供重要依据 [1]。此外，在对水质环境监测工作进行全面开

展时，不仅能够对水资源污染状况进行实时监测，而且能够

对水资源实时妥善治理，从而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基

础。根据水的检测工作，获取相应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

对科学可行的治理方案进行构建，缓解水环境被破坏的现

象，并有利于提升水资源的品质，进而对水质环境质量提供

保障。

3 水质环境监测技术

3.1 现场监测技术
中国国土面积相对较大，使得水资源以及物产资源具

有一定的丰富性。对水源分布状况来讲，具有明显的不均匀

性，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态势。同时水资源污染问题不断涌现，

所以相关部门要合理布局水资源分布状况，更要对水质环境

监测工作进行强化管理。通过探索实践使得简易水源现场监

测技术被有效研发，该技术的优势体现在操作简便、应用灵

活等方面，有利于实时监测固定位置中的水资源样品。除此

之外，在监测的过程中，尽量使消减处理模式在水源结构中

所产生的破坏得到缓解，使水质环境得到有效监测，以此来

全面提升该区域内水源清洁性，进而使水源的充足性得到 

保障 [2]。

技术人员对现场监测技术进行应用时，需要综合分析

水质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重点对污染物的属性以及污染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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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可行的水质环境污染

治理方案有效制定，在相关治理措施的辅助下，有利于该区

域内水资源保护力度的不断提升。通常情况下，当技术人员

处于水环境监测工作阶段，将气相色谱监测技术当成核心。

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气相色谱技术依然处于初级应用阶

段，虽然发展速度相对偏慢，但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在水

质环境监测样本中引入监测技术，有利于缩减水质测试流

程，并显著提高技术应用的操作性以及便捷性，在固体监测

样品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3.2 实验室监测技术
随着国家相关会议的召开，使得人们开始对水环境监

测以及水资源保护等工作产生正确认知，为水质环境监测技

术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3]。相关专家或学者在水资源使用状

况以及监测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对相关的监测建议书有效

编撰，并提议构建现代化的水质环境自动监测体系，不仅要

应对不同区域的水资源存储或使用，而且能够对不同区域水

资源进行有效划分，有利于构建各级监测基站。基站工作人

员对现代化水质环境监测技术以及设备进行合理化应用，为

相应监测工作的高效便捷开展提供保障。另外，监测人员要

对实验室监测技术有效应用，同时实验室方式来研究水质样

本，为水质环境保护提供专业分析结果，继而使水质环境监

测系统的应用范围得到明显拓展。

3.3 生物化学组合分析技术
水环境监测工作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为水质环境分

析，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实验精神，同时对技术人

员的专业性提出更好标准。技术人员在工作初始阶段，要重

点锁定和分析水资源中的常见污染物，并对污染物的特征进

行明确，同时专业知识来对水质环境样本中的污染物质有效

明确。此外，在生物化学相结合的技术下，重点监测水质中

的混合毒性参数，不仅可以利用综合实验法的方式来全面分

析，还可以通过生物分子常见抗体酶，来对水环境中的有害

物质进行消除，进而使得水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4 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4.1 采样中存在的问题
采样是水质检测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开展采集样品

时，各个环节都要相关的技术操作来支撑，并且要达到细致

入微的效果，否则就会导致一定的问题形成和出现 [4]。例如，

在开展样品保存以及样本运输等工作时，都需要根据相关的

技术要求来开展，尽量使样品的不完整性问题得到避免。

4.2 实验室分析环节中的问题
在实验室分析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仪器设备。同时在

进行分析时，所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相对较大，如环境温度、

实验室湿度以及辐射的因素，都会对实验分析产生影响。如

果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控制措施来管控实验室环境条件，就会

导致仪器设备的准确性中出现问题，进而使水质检测结果受

到严重影响。

4.3 管理手段单一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管理方式存在明显的单一性，将

布控工作任务当成重点，导致任务布置时过于强势、柔和性

不足，同时对工作人员的能力缺乏全面了解，并且灵活应

变能力相对欠缺，从而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无法得到显著提

升。除此之外，工作人员习惯单独工作的模式，导致团队精

神相对不足 [5]。与此同时，管理制定中欠缺精神方面的激励

政策，无法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进而无法提升相关

工作效率。

4.4 测试环节中的问题
对水质监测工作而言，测试的程序具有明显的复杂性，

并对操作技术提出严格的要求。当工作人员未按照规范要求

来进行操作，且操作缺乏熟练性，使得测试结果的准确度受

到影响，继而影响水质监测的质量。例如，微生物具有易发

挥、氧化、繁殖等特点，在进行取样之前，要对试验因素全

面分析，并在相关规定标准的基础上，来对防腐剂以及微生

物抑制剂等有效选择和应用，有利于被测物质含量的稳定性

得到确保。对溶解氧和游离氯来讲，两者都属于易挥发物质，

在利用容器装样品时，要确保容器的密封性。水样需要进行

酸化处理，从而对水中总氮含量进行精准测定。

5 水质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策略

5.1 样品采集工作具有到位性
对水质监测来讲，要在相关检测规定基础上制定布点

采样工作。对地表水质量监测以及污水监测工作进行全面开

展时，根据相关规范来采集样品。通常在河流监测点位或河

流监测断面中进行采样，采点的科学合理性要得到确保。在

设计采点时，能够对垂直线布设方式进行有效应用 [6]。在对

样品进行采集时，采集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性和职业素

养，从而使相关工作得到妥善完成。

5.2 实验室准备好仪器设备
首先，在选择实验仪器时，要对被测样品的物理以及

化学性质进行全面考量，并在此基础上，对适宜的采样容器

进行选择。其次，当水样的类别存在差异时，所应用的容器

也存在一定的不同。按照类别来对容器进行摆放，杜绝出现

混在一起的现象。最后，实验分析过程中，要对试剂进行有

效应用，所以要严格把控试剂的纯度。当试剂出现蒸发现象

时，其纯度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想要使样品试剂的纯度得到

确保，要对高纯度样品试剂进行选择，有利于水质监测中获

取的信息更加的精准。

5.3 完成数据处理工作
为了使数据处理工作得到妥善完成，要从以下方面入

手：第一，在处理数据信息时，要使有效数字的应用价值得

到保障 [7]。通过监测工作来获取相关的数据信息，有效数字

指的是倒数第二位之上的数字，最后一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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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此外，有效数据位数具有明显的稳定性，杜绝随意添加

或删减数据位数的现象出现。第二，对有效数字进行分析时，

原始数据的精准性能够对有效数字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在对

测量数据记录时，要对计量器具的精密度进行全面考量，并

且要准确读数，尽量使误差得到有效避免。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最后一位数值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所以可以多保留一

位。第三，在计算有效数字时，要对相关的规则进行全面遵

守，并有效剔除多余数字。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一般会对

四舍五入的方法进行有效应用。第四，统计分析结果时，对

异常值处理方法有效应用。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时，当个别

数字和样本测定值之前无法保持同步时，表明异常值形成且

出现。在对该数值进行处理时，要对检验方法有效应用，尽

可能使异常值被有效剔除。除此之外，在分析检测结果的精

密度时，能够通过相对偏差来计算测定结果，即某一测量值

和多次测量值均值之间的差，在测量结果之中所占比例 [8]。

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精准表达测量结果，而且能够利

用加标回收率来进行表示。

5.4 构建全面的监测系统
整体的监测网络会受到水环境监测效率的影响，所以

各级部门都要对其加强重视，协同作业，由上而下构建全面

性以及层次性的监测网络，继而对全面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合

理打造。不单单要对先进信息技术合理化应用，来对环境监

测数据库合理构建，有利于调取以及分析地方监测数据，从

而使监测体系全覆盖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水环境全面监测的

基础上，为水污染治理提供参考依据，为污染治理制度的不

断完善提供重要支撑。水环境的流动性相对明显，地区之间

的水环境存在密切联系，所以水环境监测不属于独立工作范

畴，要对跨地区环境监测体现有效构建，让各个地区相关部

门之间协同作业。这样当出现水污染事件时，能够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来妥善治理。

5.5 加大水环境监测方面的资金投入
水环境监测工作的专业性相对较强，对技术和资金等

方面都提出较高的要求。所以地方政府要提升自身的重视

度，全面考察环境监测工作，同时在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对

资金或资源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为环境监测部门提供支撑。

不仅要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而且要严格管理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的排放，尽量使环境污染从源头得到降低 [9]。另外，

监测部门要和地方政府之间加强联系，并将先进设备以及

专业人才引入其中，同时要组织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活动，

有利于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来对专业化人才队伍有效

构建，从而为水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助力。除此之

外，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要进行不断联系，并为其提供一定

的优惠政策，使得企业获得一定的鼓励或引导。这样在生产

过程中，可以对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有效应用，从而使工业

污水排放问题得到改善，大幅度降低水环境污染现象的发生

概率。

6 水质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概述

6.1 发展趋势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努力，使得水质监测工作的完善性

不断提升。同时由人工采样和实验室研究，开始不断向自动

化以及网络化等方向转变。另外，监测工作由小维度过渡到

全方位，监测空间距离向远程监控发展。

6.2 发展重点
水质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重点主要为：

①水质污染源头线上监测仪器。不合格废水的排放引

发水质污染现象，想要监测污染成分排放总量，要同时监测

废水的浓度以及流量。在该过程中，要对线上自动测流以及

全自动分比例德国技术有效应用，这样不仅能够对废水排出

口流量有效监测，而且能够精准收集水样，从而对水质情况

进行全面分析。

②水质自动化监测体系。对该监测体系来讲，要对先

进传感器技术以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等有效应用，对数据的传

送进行远程操控。该技术的监测程序相对稳定，可以将信息

传送到网络中心，从而使监测点或网络数据的分享目的有效

实现，为监测信息的不间断提供重要支撑。

7 结语

综上所述，水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剧，在防治水环境时，

水质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相对明显。不仅可以使水资源得

到有效保护，而且能够有效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因此，要采

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得监测工作效率和质量得到确保，从

而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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