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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is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normal	lives,	China	has	a	large	consump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severe	water	pollution,	so	carrying	out	monitoring	work,	strengthening	pollution	control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can	
protect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which	lead	to	poor	monitoring	quality.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develop	solutions	to	existing	problems,	
and	strengthen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By	establishing	a	sound	management	mechanism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we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pre	-,	during	-,	and	post	management	work	at	all	 levels,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obtain	effective	data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various	issues	and	proposes	
several	effective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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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管理措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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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环境的质量关系到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中国的水资源消耗量大，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因此开展监测工作，加
强污染治理和有效预防，可以保护水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水质监测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监测质量不佳。相
关部门需要提高重视，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加强质量管理工作。通过健全全过程管理机制，做好事前、事中、
事后管理工作层层把控，提高水质监测的整体质量，获得有效的数据信息。开展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探究其中的各项问
题，提出几点有效的质量管理措施，以期能够提高水质监测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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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可以掌握

水质具体情况，开展实时动态管理，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提供重要依据。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导致水质监测的结果失

去了准确性和代表性，无法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因此在具

体项目中要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完善管理体系建设，并应用

先进的仪器设备，做好采样管理和实验室检测工作，获得具

有代表性的数据信息，确保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构建全过

程管控机制，层层把控，做好人员培训，从多个角度入手为

水质监测提供保障。

2 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2.1 为环境保护提供依据
开展生态环境水质的监测工作获得相关数据信息，能

够客观地评价生态环境中水环境的质量状况。能够为水环境

的污染治理、环境影响评价等提供重要依据。在环境保护工

作中，需要掌握环境现状，分析判断影响环境的各种因素，

采取适当措施，有效预防污染问题，改善水环境的质量。在

这个过程中离不开监测工作的支持，因此需要开展全面的监

测工作，布设监测点，通过综合网络监测控制水环境质量。

在监测过程中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加强各环节的把控，排除

各类影响因素，才能获取全面、准确的数据信息，为后续的

治理工作提供依据。

2.2 完善环境数据建设
在水质监测工作中，会根据现场情况和监测需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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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设备，加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的管控工作，从而获

得更加精确的数据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储存进数据库中完善

环境数据的建设。同时开展实时监测工作，获得动态的数据

信息，将各项数据储存在数据库中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提炼

出有价值的信息，反映当地的污染情况，做好环境工程的跟

进工作，了解污染治理的成效，为后续工作提供依据，同时

也能了解污染物的变化和浓度，更好地评价水质。

3 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管理的问题

3.1 管理体系相对松散
在水环境的监测工作中，并未针对环境监测建立全面

的监管体系。现有的管理体系相对松散，只是延续了以往项

目的管理方式和流程，并未结合水质监测项目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细化各项制度内容，这就导致现场管理存在一些漏洞

因素。当前的管理工作更加倾向于事后管理，缺乏事前管控

和事中监督体系的有效建设，因此在具体的监测工作中容易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影响到水质监测的整体质量。而且

缺乏统一的监测标准，不同生态流域分为多个分支部门同时

管理各自为政，管理并不统一，所采用的标准也不统一，因

此在监管工作中会形成一定的矛盾冲突，最终影响到水质环

境监测工作的顺利推进 [1]。

3.2 缺乏先进设备
在一些水质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工作中，由于投入资

金不足，前期建设不到位，缺乏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导致

水质监测效率和质量不理想。例如由于前期工作不完善，并

未对周围环境进行调查工作，相关资料不全面。在选择仪器

设备时，忽略了现场环境的一些因素，选择的设备无法满足

现场工作的需求，会影响到水样采集等工作的顺利推进。例

如对被测水域的深度把控不到位，选择的采样设备无法满足

分层采样的要求等。这样获取的样本有效性不足，难以正常

开展监测工作。

3.3 现场采样存在问题
现场采样环节尤为重要，样品的质量关系到实验室检

测质量和最终结果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加强采样管理，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从而了解水环境的具体情况。然而目前

来说，在一些项目中，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在现场采样工

作中也存在诸多影响因素。首先，人为因素影响，由于一些

操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不高，不能严格遵守采样的各项规章制

度，导致样品并不具备代表性，或在现场操作时，对器皿选

择不当，水样中的一些成分与器皿材质发生化学反应，造成

待测组分吸附、水样性状发生改变或沾污。其次，采样布设

不合理，选择点位缺乏代表性，采样频率、方法、仪器设备

等并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也会影响到最终的采样质量。

最后，仪器设备等管理不到位，相关仪器未做的调试工作，

未定期更换仪器配件，未做好清洁工作等。例如，现场五

参数测定仪未更换 pH 电极、溶解氧膜片等情况。一些器皿

也要及时清洁，做好消毒工作，避免影响到样品的质量。 

然而，在现场管理中，很多时候以上采样工作都未落实到位，

也会给监测带来不利影响。

3.4 实验室质量影响
现场采样后需要做好样品的保存与运输工作，送入实

验室进行检测，才能最终获得详细的数据信息，反映水环境

的具体情况。因此实验室的检测质量把控同样非常重要。然

而在该环节也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影响到水质监测质量管理

的效率。首先，实验室的管理不到位。忽略了环境中的一些

因素，可能会对水样产生影响，在实验过程中这些变量也会

影响到最终的检测结果。其次，仪器设备调试监管不合理。

仪器设备管理不到位，精度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到实验检

测的结果。最后，受外部环境影响，监测机构的准入门槛比

较低，一些第三方机构自身素养参差不齐，缺乏专业仪器和

技术人员等的支持。在现场监测和实验室检测中的人员，水

平参差不齐，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使得获得的结果并

不具有代表性，应用于管理工作中，会影响到环境工程和水

环境改善工作的顺利推进。

4 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管理的有效措施

4.1 加强水质检测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
为了确保生态环境水质监测工作顺利进行符合预期目

标，需要加强制度管理工作，而通过建设完善体系，能够为

质量管理提供一定保障，规范现场管理。确保水环境监测工

作能够顺利推进。一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设置各项

岗位，并明确各岗位的职责，督促工作人员提高重视，严格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岗位之间的互相约束和监督管理，

可以有效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并规范水质监测工作的建设，

使其具备一定的科学性。二要健全全过程管理机制，更加注

重事前管理和事中监督工作的落实。在事前管理工作中要收

集现场的全面资料，并加强现场勘察，通过有效整合掌握现

场实际情况分析，判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确定监测的重点

区域，选择合适的监测点位。优化监测网络的整体布设，完

善采样方案。通过前期的准备工作，可以排除隐患因素，明

确具体的工作目标。而在事中管理工作中引进统一的相关标

准，规范工作流程，加强现场采样管理工作 [2]。通过全过程

管理机制的支持，可以解决以往管理机制中的不足之处，把

控水质环境监测的各个环节，获得更具备代表性的样本和相

关数据信息，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提供重要依据。三要建

立完善的沟通机制。质量室与监测室之间加强沟通交流，组

织宣贯学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163 号令〕》

和《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39 号令〕》等规章制定，

还有《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等体系文件，在工作中只有

做到思想统一，才能做到行动统一，最终取得满意的结果。

同时，质量室更多的还是要有“服务”意识，帮助监测室更

好地完成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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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引进先进设备，完善技术体系
考虑到水环境监测工作的各项需求，需要项目负责人

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加强技术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支持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发挥技术优势，提高仪器设备的整体性能，

有效控制各个环节，提高监测质量。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已

经了解了现场的基本情况，根据水域特点选择合适的采样设

备，完善各方面的配置，有效规避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根据

选择的仪器设备，做好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监测人员的

综合素质，掌握各种先进技术的具体应用。在一些专业岗位，

配备专业人才发挥先进技术的优势，确保现场采样更加科学

合理。现场采样中，还需要准备合适的器皿，用于储存样本，

做好样本管理和保存工作，确保后续实验室检测工作能够顺

利进行。

4.3 加强现场采样的质量管理
现场采样环节尤为重要，因此在具体工作中要注重加

强现场采样的质量管理。要实现标准的统一引进，规范化的

标准内容。在这一标准的支持下，落实现场采样的各项计划，

确定采用的方法，使用的仪器采样点位和采样的频率，控制

好各项参数并做好记录工作 [3]。样本采集结束后，根据要求

设置保存的条件，避免污染，现场人员做好登记，并与负责

人对接签字无误后，将样本运输送往实验室。其次要加强对

现场采样人员的管控工作，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规范自身

操作，因此可以选择优质的第三方团队进行合作，引进专业

人才，也可做好对现有人员的教育培训渗透专业知识，提高

他们的技能水平，严格遵守采样的制度内容，进一步规范自

身的操作，获得更具备代表性的样本。在采集完样本后，要

根据相关标准要求对样本进行适当的保存。做好现场登记工

作，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运输到实验室进行检测。运输的过

程中也要做好防震、避光、低温运输，避免环境因素对样本

质量产生影响。严格遵守采样流程，层层把控，提高现场采

样的管理效率，为实验室检测提供保障。

4.4 优化实验室质量控制
实验室检测工作中，对实验环境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

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开展质量管理工作，也需要注

重对实验室方面的质量把控。首先，实验室要结合监测需求，

优化环境，控制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清、污水样瓶分区存放

与分开使用，避免对水样产生影响。加强仪器设备的检测工

作进行调试，控制其精度，确保检测结果的误差控制在合理

的范围内。其次，加强人员管理，提高检测人员的专业水平，

更好地应对检测工作的要求，实现标准化操作。例如，机构

开展了《检验检测机构 / 实验室质量监督与质量控制的能力

提升培训课》以及《地表水采测分离数据审核和评价》《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监测技术培训》等课程，

把学习、实践、总结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整体人员的素

养，满足工作要求。最后，还要充分发挥质量监督员的作用，

做好人员监督工作，特别是对新上岗人员、转岗人员加以重

点关注，把监测质量方面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5 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中水质监测工作可以掌握水环境

的具体情况，为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提供一定依据，因此在

水质监测中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尤为重要。相关负责人需要认

识到水质监测质量的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在前期

工作中健全规章制度、完善体系建设，确保水质监测工作顺

利推进。根据监测需求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升级原有系统，

使监测工作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加强现场采样管理，获得

具有代表性的合格样本。优化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确保检测

工作更加规范，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通过从多个方面入

手，提高水质监测质量管理的效率，出具规范、准确、完整

的水质量报告，了解当地水质变化情况，从而为水环境管理

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制定针对性的治理方案，逐步改善环境

质量。

参考文献
[1] 王晖.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管理的问题探讨及对策研究[J].中

国战略新兴产业,2022(29):63-65.

[2] 李世燕.水质监测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清洗世

界,2024,40(1):117-119.

[3] 赵雅铮,张宁.生态环境水质监测质量控制要点分析[J].农业灾害

研究,2022,12(9):173-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