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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是一项非常注重专业技术的工作,在环境监测的实际开展中,采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现场采样要使用非常专业的技术,才能保证环境监测的质量及效率,才能使环境监测的结果足

够精准。忽视采样过程产生的误差,不仅使监测结果的不确定度大大增加,而且严重歪曲了采样的目的。

本文就如何避免环境监测采样误差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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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监测采样质量控制的目

的与意义 

环境监测是保障环境保护措施实施

有效性的基础。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包

括了现场采样质量控制和实验室分析质

量控制,其中现场采样质量控制是环境

监测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尤其是现场

采样的误差可以致使监测结果数量级的

差别,无法将现场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

真实反映出来。环境监测采样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在实际工作中会受到诸多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采样质量控制措

施的实施效果不是很理想,故在环境监

测现场采样过程中,需采用具体的、实用

的现场监测质量管理方法,对采样过程

中易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以提高

环境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2 环境监测采样的误差来源 

采环境监测采样的过程中,由于采

样造成的误差与分析的误差之间并没有

关联,所以采样过程产生的误差并不会

通过实验分析来确定。针对这样的问题,

必须要针对采样过程产生的误差进行单

独分析。由于环境样品分析组的浓度较

低,所以在采样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污染

产生的误差对结果的影响要大于分析过

程中产生的误差。基于这两种原因,必须

针对环境采样的误差来源进行单独分

析。样品污染是环境监测采样来源的主

要途径,因为样品污染来源包括方方面

面,例如采样工具、容器、样品运输、添

加剂、贮藏与运输等多个环节,都有可能

造成样品污染,以下笔者针对各个环节

进行具体分析： 

2.1现场操作 

在采样的过程中,由于采样人员操

作不当很有可能造成采样在转移、过滤、

处理的过程中出现误差。例如,在采集地

下水样的过程中,针对金属离子进行分

析时必须进行过滤处理,但是金属离子

必须保存在硝酸中作为保护剂。硝酸这

种保护剂很容易因为杂质对样品产生污

染,甚至还会与其他的金属离子产生反

应。如果水样没有经过过滤即进行酸化,

容易造成悬浮黏土中的矿物质发生溶解,

给样品带来误差。 

2.2采样工具、容器 

在采样工具和容器的选择方面不规

范,很容易造成对样品产生污染。因为材

质的组成很容易溶出或者吸附容器壁上

的污物组成来污染样品,这样在不知不

觉的过程中就完成了采样的误差来源。

目前常见的采样工具和容器污染有很多

中,例如,玻璃容器能够吸附采样的痕量

金属。塑料容器可吸附有机质和痕量金

属,气路管壁同样会吸附大气采样成分。

有些容器还能够与样品进行直接的反应,

例如采样中的氧化物很容易与玻璃容器

发生化学反应。 

2.3化学、生物、物理等其他因素 

例如光、热、空气、水、生物有机

物、金属以及其他的化学组成部分很容

易与采样的样本发生反应。例如土壤样

品中可挥发性组织损失、固弃物挥发性

组织损失、生物媒介反应可能引起有机

组损耗。或采样的过程中因为与大气接

触,造成的温度变化引起辐射等,都会造

成样品的组成部分发生变化。 

3 环境监测采样的质量保证 

3.1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证的必

要性 

在环境监测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

环境监测计划、采样操作、分析测试、

数据报告等步骤进行完成,所以在这一

过程中,必须针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目

标进行全过程处理。质量保证的重要性

就在于准确的辨别、测量、控制这些误

差,并且积极改进误差测试的效果,减少

或者避免误差的发生,及时的改正误差

带来的影响,准确的根据采样结果来满

足环境监测的计划,提高环境质量控制

的要求。 

对于环境监测數据结果的质量控制

必须要有以下几个目标作为标准,精密

度、准确度、代表性、可比性、完整性。

通过这些内容与环境监测数据的因素进

行分析,必须加强对于环境监测采样过

程中的全程控制与质量管理。例如仪器

校准、实验分析、样品保存与运输、预

处理等环节,通过流程全过程监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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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监测采样的误差来源途径,并

且增强环节监测数据的目标关联。尽管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非常复杂,

但是通过这样的管理体系,可以针对环

境监测采样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更好

的强化环境监测采样过程与质量保证过

程的相互对应。 

3.2环境监测采样质量保证的采样

周期与采样频率 

采样周期性与固定的采样频率能够

为采样结果提供代表性的数据,避免随

机性结果的产生。所以在样品采集的过

程中,针对不同的水源地采样必须进行

不同的采样周期和采样频次的确定。 

3.3环境监测采样质量保证的监测

点位选择 

采样监测点位的设置必须根据现场

环境、气候条件、采样设备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指标来进行判断,对于不同的环

境也有不同的采样标准。在采样之前,

采样人员必须根据监测水体的性质和监

测的目的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确定,同时

可以利用先进的GPS技术进行监测点定

位,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监测点进行

拍照,从而帮助采样人员确定监测点。 

3.4环境监测采样质量保证的监测

人员管理 

由于监测任务的工作量不断增多,

并且大部分监测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性不

强,加上人员岗位调动频繁、新手比较多,

采样操作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原因给

监测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为了加强环境

监测人员的采样规范操作,必须定期开

展专项的技术培训,保证采样人员符合

采样工作的资质和要求,定期进行组织

培训活动,重点解决目前采样工作存在

的问题,提高采样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加强对于采样人员的监管力度。对于任

何一个行业来说,必须加强自身的专业

素养和职业道德建设,才能够更好的提

高自身的价值,并且不断的推动整个行

业的良好发展。所以为了能够更好的加

强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必须要进一步

加强对于监测人员素质的提升,并且通

过定期组织各种专业交流活动来营造良

好的行业环境。监测单位在人员管理的

过程中也必须加强对于全体监测人员的

掌握,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制定科学合理

的专业素质培训课程,完善相关的培训

方式,更好的提高全体监测人员的相关

组织能力、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平。通过

综合素质的提升,也能够遏制滥用权力、

权钱交易行为的产生,更能够提高监测

人员对于自身行业的认可,从而不断的

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素质的提升。 

3.5环境监测采样质量保证的规

范化 

采样计划能够保证采样的操作实现

规范化、制度化。在制定采样计划的过

程中,针对采样容器、采样环境、采样安

全保护、采样指标等内容必须做到详细

全面,并且对于采样的频率、频次、采样

监测点位、采样人员的操作步骤、采样

流程等必须详尽,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增

强采样计划的完整,促进环境监测采样

的规范性。完善的环境监测采样工作体

系能够切实的将相关的工作和质量控制

落到实处,并且更好的根据实际的工作

情况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完善监测内

容。并且能够形成监测工作范围以及内

容都确定,强化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与

工作能力的培养,让监测人员针对环境

监测采样工作体系的相关内容进行具体

的操作,并且能够让监测工作更加的完

善,从而减少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避免

出现问题无人负责的情况。 

4 结论 

采样工作作为环境监测中的基础部

分与核心部分,其质量直接决定了监测

结果的准确性,决定着环境监测的成败。

因此,今后环境监测部门应当加强对采

样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采样过程中的

监督、指导和管理,从而提高现场采样工

作的质量和效率,为整个监测工作获得

准确结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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