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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保护监测数据是客观反映环境污染处理成效，评

估整体环境保护质量状况，进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重

要依据，在地表水体考核、上流域检测等工作，结论误差会

使检测各方对水质评价结论产生分歧 [1]。

关于地表水监测的偏差因素，中国国内文献也做出过

有关研究，但因为系统性分析还不够，实际并不理想。学者

根据长年工作经验，对地表水监测偏差因素和措施展开了深

入研究。

2 地表水监测的内容和意义

2.1 地表水监测的内容
地表水检测主要是通过对地表水污染浓度的检测，分

析变化趋势及其对水体的危害程度，为后期对地表水污染物

的评价、处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地表水检测范围很广，包括

已受污染的河道、自然水体、河流和未受污染的水体。针对

不同水体的要求，可以采取不同的检测指标与方式 [2]。例如，

在河道检测过程中，着重检测了水流量、pH 值、石油、温度、

电导率等；在湖水检测过程中，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水位、透

明度、硫磷的浓度等 [3]。

2.2 地表水监测的意义
水是人体赖以生活的最主要物质，人体各项正常生产

社会活动均离不开水资源，而优质的达标水又能有效满足人

们身体正常的生化、生理需求，并支持正常代谢。但如果在

水质中出现了大量污染，将会影响水质，从而导致人们身体

出现各类疾病，影响人类生命身体健康。又报道表明，由于

水体污染问题一年就会导致二千人的死亡，所以，污染也是

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

阶段，随着工业发展进程化，城市废水水质量较差，地表水

污染加重。同时，由于全国水资源分配不平衡，城市内涝现

象多发，水体污染问题突出。据分析可知，目前中国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地表水面临重大环境，污染程度也大不相同。不

少地方的污水处理模式与设施发展滞后，所排放污染物也还

没有彻底清除毒气、重金属等，该问题在农村地区更加凸显。

正基于此，政府必须加强对地表水的监控力量，并采取相应

对策整治污染的源头，以维护饮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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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表水监测误差分析

3.1 方法误差
方法误差主要是由实验分析、设计方法错误所引起的

偏差，例如，在总磷指标检测中，常采用如下的一种方式 

进行：

①将水样消解后，用滤纸过筛，检测结果为 0.23mg/L。

②当水样完全消解后，未经过处理后，检测结果约为

0.42mg/L。

通 过 比 较 得 知， 相 对 偏 差 29.2%， 允 许 相 对 偏 差

≤ 10%。由分析结果可知，待总磷指标完全消解后，如溶

液仍较为混浊，则必须立即过滤处理。如果溶液不混浊，无

需过滤处理。但上下游联合检测期间，往往就溶液如何过滤、

澄清给出不同的意见，检测结论容易产生误差。在生化需氧

量分析过程中，因为溴化物离子浓度比较高，并不适合采用

重铬酸盐法，在办法尚未统一规范的情形下，主要采用办法

为总有机碳置换计算方法，另外还有各种水文、各种地区的

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系数等也有所不同 [4]。

3.2 试剂误差
试剂误差是由蒸馏水中内含杂质，或试剂含量不纯而

产生的偏差。一般情况下，由检验试剂含量产生的偏差，在

低含量地表水样本检测中比较突出。由相关数据分析可知，

在水石油类检测流程中，如果检验药物试剂纯度不符合一定

要求，在纯化后仍会检出，因此必须改变试药品质或纯化后

再应用。挥发分析过程中，氨基安替比林试剂会氧化变质甚

至潮解。其中，由于各个品牌的试药质量差异很大，所以如

果不提纯就用，其空缺比例会相当高。因此即使进行了轻微

的提取，但是空白也未减少，严重损害了低含量的样本。此

外，在氨氮分析过程中，由于常规纳氏试剂空白比例最高，

因此必须寻找试剂原因。

3.3 操作误差
操作偏差主要是由作业人员未能完全熟悉操作规程、

实验室条件所引起的偏差，该情况多出现在取样环节，如含

沙量较多的河流处理方式不同，分析结论也就有所不同 [5]。

在感潮河取样预处理流程中，在现场静置 30min 后，

总磷测定结果为：A 断面 0.126mg/L，B 断面 0.073mg/L，C

断面0.350mg/L；在低温下静置过夜24h后，总磷测定结果为：

A 断面 0.061mg/L，B 断面 0.058mg/L，C 断面 0.145mg/L；

现场经离心预处理后，总磷的计算结果为：A断面0.057mg/L，

B 断面 0.047mg/L，C 断面 0.160mg/L。分析后得知，当样

品静置 30min 后，仍有部分泥沙漂浮，且固液分析也不完全，

所以总磷的检测结果较另外两种方式为高。除总磷外，对挥

发酚、生化需氧量等生物技术指标的检测结果，也受预处理

方式直接产生影响。因此，在化学需氧量检测处理过程中，

采用漏斗、取样勺灌装的情形特别多，且非常容易形成泡沫，

这时就可以采用抽吸的方式缓慢地装入取样罐。挥发酚样品

收集期间，如未在现场加入稳定试剂，或超过 24h 后再分析，

会造成结果过低。

4 地表水监测误差的处理对策

选用正确的分析方法。各种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检测

结果也有所不同，例如光化学分析法比较适用于含量组分高

的样品，同时检测结果也更为精确。而气相分子光谱法、流

体注射法等方式由于操作简单，且检测速度快，也比较适合

于含量组分少的样品。

增加检测频次。在地表水监测过程中，若工作量允许，

但可以增加计算次数的方法减小误差，也便于获得准确的数

据分析结果。在大数据比对、检测的阶段，对于比对或定类

指标，通常需要加大计算次数，以取得平均数，从而减少随

机误差的发生。

采用统一方式，解析含盐率高的样品时。受氯化物离

子影响，因此重铬酸盐法也不宜于对含盐率多的水样分析与

检测，而有机碳的计算也具有相应偏差。因此，可采用比较

统一的方法分析，在环境评价标准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可采

用国际有机碳换算法。

建立并实施质量质控措施。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

标准，选用合格的检测试剂、仪表和器具；按照质控精度、

准度度规定，对分析结果实施管理，提高检测结论的精确性。

校正允许的相应误差值。容许相对偏差限值是在试验

数据基本上确定的，指南书中的部分技术指标容许对误差侧

重于污水、高含量水样，但不宜进行对含量过低，特别是下

限范围内的试样评价工作，并进行了大量相对偏差测试，以

建立各种含量、各技术指标对误差评价准则。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表水检测中，受试剂、检测环境、操作、

技术方案、质控措施等方面环境影响，致使所获得的结论出

现了很大误差，不利于地表水治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

必须根据误差因素提出合理的处理对策，包括科学合理选择

分析方法、提高水样的检测频次、建立并实施质控措施、调

整允许误差值等，以便得到正确、全面的检测结论，全面改

善地表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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