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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水质监测中质量控制的目的、意义、监测布局原则,并分析了影响水质监测质量的

因素,同时提出水质监测质量控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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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技术及过程的精细化研究,

可以有效地保证水质监测效果,对于相

关部门及时制定科学合理的污染控制方

案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1 水质监测质量控制的目的及

意义 

环境监测中的质量控制是在采样、

分析、数据审核、出具报告的全过程中

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其目的就是

确保水环境监测过程中所得到的数据准

确、公正、科学,以提供准确、有效的数

据来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加强水质监测

的质量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整

个监测过程中,质量保证不仅要求实验

室内部质量控制,还包括采样过程中的

外部质量控制,同时还有数据报告中的

质量控制等多个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人们凭借自己的智慧,运用各

种方式对自然进行着不同方式的改造,

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与此同时,由于

人们改造过程中只注重自身的需求,导

致水、空气等遭受一定的污染。近年来,

水资源越来越受到污染,水环境质量越

来越差,水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物质,其质量状况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为了保证水质

环境监测的准确性和精密性,确保监测

的质量可靠,监测数据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加强水质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尤为

重要。 

2 水质监测布局原则 

水质监测的范围、对象和重点应结

合工程施工、运行特点和周围环境敏感

点的分布,及时反映工程施工、运行对周

围环境敏感点的水质影响及水质变化对

工程施工和运行的影响。根据水环境现

状和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选择对水环

境影响大的、有控制性和代表性的以及

对区域或流域影响起控制作用的主要因

子进行水质监测,力求做到水质监测方

案有针对性和代表性。按照相关专业技

术规范,监测项目、频次、时段和方法以

满足水质监测方案主要监控任务和目的

为前提,尽量利用附近现有监测站网、监

测机构、监测断面(点),所布设监测断面

(点)可操作性应强,力求以较少的投入

获得较完整的水质环境监测数据。监测

系统从总体考虑,统一规划,根据工程不

同阶段的重点和要求,分期分步建立,逐

步实施和完善。 

3 影响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的

因素 

3.1采样过程的规范性 

样品采集过程规范与否,直接关系

到样品的代表性和完整性,是保证监测

结果的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的前提

条件。采样断面和采样点位的布设、采

样频率和采样方法的确定、采样容器的

选取和洗涤,以及样品的预处理、保存和

运输等,都会对样品的代表性和完整性

产生影响。 

3.2分析仪器及试剂 

分析仪器测量范围、灵敏性等对监

测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若仪器的灵敏

度低会降低测量低浓度样品时的准确度,

且样品浓度越低,误差越大。监测过程中

使用的药品的纯度不够则会使配置的试

剂出现浓度误差,降低监测结果的准确

性,配制试剂的水的纯度不够也会产生

同样的影响。 

3.3测试过程 

在测试过程中,操作人员的熟练程

度与操作的规范性对测试结果具有重

要影响,水平较高的操作人员操作失误

更少,可以保证提高监测结果的质量；

异常值的处理及计算也会对测量结果

产生影响。 

3.4数据分析与处理 

数据处理直接决定着监测结果的准

确性,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在对可以数

据进行取舍时,必需遵照一定的原则,如

狄克逊检验法、格鲁勃斯检验法等,以保

证测量结果的真实性。 

4 加强水质监测质量控制的

措施 

4.1采样及样品预处理阶段的质量

控制 

对于河流与湖泊水质的监测,应注

意合理布设采样断面和采样点的位置；

若要对向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期砂石料加

工、混凝土拌和、机械保养等施工生产

废水进行采集,则要熟悉其工艺流程,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时段进行采样,以保证

所取水样的代表性和完整性。严格按照

采样《环境监测规范》、《水质采样技术

规范》等要求进行采样,并注意根据所采

水样的种类,选用不同的采样方法。在此

期间应同步做好全程序空白样以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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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样的采集。水样在运输的过程中应

注意保证水样的性质不发生变化,对水

样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根据监测对象,

选择合适的保存方法,如冷藏、冷冻、加

入相应的化学保存剂以及避光保存等,

并要尽量缩短水样的运送时间,保证水

样能够在有效期内送到实验室。对于需

要在现场完成的检测项目,也应按照操

作规范进行监测,并做好相应记录。大部

分在实验室进行监测的项目,均需要对

水样进行预处理后方可进行正常操作。

在水样的预处理环节,应注意保证处理

方法选择适当,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规范

进行,同时要保证空白样、平行样与样品

相同的操作过程。 

4.2分析仪器使用的质量控制 

分析仪器是实验室中为分析结果提

供原始测量数据的设备,为保证分析结

果的可靠,对所有分析仪器除了正确的

操作和维护外,还要严格按照计量认证

的要求,由省、市级计量部门对其进行强

制性的周期检定。并对检定过的分析仪

器按红、黄、绿三色标签进行标识化管

理。对已检定合格的分析仪器还要进行

检定周期内的运行情况检查,以防止分

析仪器在检定周期内可能存在性能不稳

定、技术指标达不到要求等情况,最大程

度地避免由于分析仪器原因给实验结果

带来影响。 

4.3监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监测过程中常用的质量控制措施有

以下几种： 

4.3.1加标回收率分析。加标回收率

分析是在测定样品的同时,在同一样品

的子样中加入一定量的标准物质后进行

测定,将其测定结果扣除样品的测定值

以计算回收率。监测人员在监测时随机

抽取样品数的10%做加标回收率分析,回

收率根据项目不同,其范围控制在80%一

120%。 

4.3.2实验室平行样分析。实验室平

行样分析是监测人员将同一样品的两份

或多份子样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同

步分析,以反映分析结果的精密度,可以

检查同批样品测试结果的稳定情况,是

监测人员采取的一种自控措施。监测人

员在监测是随机抽取样品数的10%做平

行样分析,根据项目不同,其精密度误差

范围控制在0-33%。 

4.3.3现场密码平行样分析。现场密

码平行样分析是由采样人员在完全相同

的条件下,从现场采集同一样品的两份

子样作为密码平行样进行的监测,因编

号有所不同,对监测人员而言是未知的,

属于他控制措施的一种。一般要求由采

样人员采集样品数的15%做现场密码平

行样。根据项目不同,其精密度误差范围

控制在0-33%。 

4.3.4实验室空白样分析。实验室空

白样分析是监测人员以纯水作为样品的

一种测定,空白实验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着实验室的基本状况和监测人员的技

术水平。要求监测人员在监测样品同时

必须做2个空白值。2个空白值相对偏差

控制范围在0—50%。 

4.3.5全程空白样分析。全程空白样

分析是采样人员采样前以纯水作为样品

进行采集、保存,运出实验室,直至采样

过程结束后同常规样品一起交送实验室

进行测定,全程空白样的测定值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采样环节对测试结果的影

响。全程空白与实验室空白的测定值比

较,相对偏差范围控制在0—50%。 

4.3.6盲样或自插标样分析。盲样或

自插样分析是由质控人员将一定数量的

已知样品和常规样品同时安排给监测人

员进行的测定,由于已知样品对监测人

员是未知样。若测试结果经质控人员核

对无误,即表示同批数据的质量是可信

的。有标准样的项目进行标准样测试,

没有标准样的项目可采取实际样品测

定、现场加标、留样复测、人员对比和

仪器对比等控制方式进行控制。 

4.4监测数据处理、提交 

监测人员每接到一批样品后按要求

及时分析,并将监测结果按数理统计要

求整理好后提交监测结果,质控人员根

据质控要求查看监测结果,对样品进行

解密。若发现有不符合质控要求或者密

码样不合格,就将与此同一批监测的全

部数据视为不合格处理,要求重新监测,

直至合格为止。并要求监测室和监测人

员查找不合格的原因。 

5 结束语 

影响水质监测质量的原因很多,只

有使监测结果控制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才能为科学

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只有严格做好质量

控制,从上述质量控制措施出发,才能保

证监测结果的完整性、精密性、准确性、

可比性,为合理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

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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