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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质量是各级环境监测站所必须要保证的重要条件,质量管理是环境监测的基础,同时

也是重点内容。因此,高度重视环境监测现场采样的质量控制,采取严谨科学的采样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基于此,本文对环境监测的内涵以及环境监测现场采样质量控制的措施及建议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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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s at 

all level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s the basis and key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ite sampling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ake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sampling 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sampling quality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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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监测的内涵 

环境监测的含义。政府行为就是政

府机关及其直属行政事业和科技事业单

位依法实施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

后果的行为。环境监测具备了政府机关

及其直属行政事业和科技事业单位(具

有执法职能)的主体要素、行使职权的行

为的职能要素和依法实施并产生法律效

果的行为的法律要素。同时还包括这些

内涵：其一,环境监测是法律上具有强制

性要求的活动,环境监测站对污染源的

年检、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污染源限

期治理的监测、污染事故监测、污染纠纷

仲裁监测等都具有强制执行的特点,这是

环保法赋予环境监测比较普遍的。其二,

环境监测行为是具有公正性的活动。执

法就必须公正,要以法律为依据,以“科

学监测”为基础,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服务

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监测数据。绝不能

因行政干预、长官意志、主观愿望和亲

情关系而影响环境监测的准确性。其三,

环境监测是具有社会服务功能的活动。

环境保护是社会公益事业,环境监测是

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工作,自然赋

有社会服务性,更何况环境监测还有为

改善环境质量服务的职能。 

2 环境监测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的措施及建议 

2.1明确采样目的,做好监测方案 

进行一项活动之前,首先应该明确

开展此次监测的目的是什么,抓住重点,

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体系进而做

出一份完善的方案、开展一场高准确度

的活动。明确监测任务之后提出的监测

方案应经过多方考量。首先,要明确监测

对象,事先搜集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掌

握其各项指标的影响因素；其次,对监测

地域进行提前考察,掌握当地情况,了解

当地环境；最后,根据监测任务及时调整

监测点的选择、采样时间和采样环境等。

一份科学的监测方案要将整个检测环节

都考虑在内,对监测全过程起到指导作

用。想要将这份方案做到细致,准备工作

(仪器设备的选择、采样点的选取、采样

时间及周围环境的选择)要落到实处、采

样各个过程要仔细考究、采样数据记录

要准确、采样后样本运送和处理要及时、

采样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要合格,且每

一步都要经得住考验。 

2.2落实现场采样准备工作 

在现场采样之前,首先要检查好仪

器设备,包括采样用具、采样收纳容器

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是否达到最佳性能,

是否符合待测因子的检测要求。容器密

封性很重要,要确保运送容器(如特定

包装瓶)的清洁度,保证其未经污染和

损坏；检查所需仪器和设备数量是否准

确。然后根据检测任务选择采样点,采

样点的选择一定是随机的、有代表性的,

这样可以获得合理数据。其次,到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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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点之前,要提前了解该地监测所要遵

守的规定,认真查阅监测手册,并获得相

关部门批准,在到达监测点之后对周围

环境产生的污染因子有基本了解,按照

监测方案一步步开展活动,做好采样前

的准备活动。 

2.3记录采样数据要及时严谨,采样

工作要认真负责 

因为获取样品是我们工作的直接目

的,而样品的各项指标都由数据反映出

来。所以在采样过程中,必须把一切重要

数据及时记录下来,比如：监测对象为海

南省蜈支洲岛某一水域,监测任务是测

定该水域每单位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的

比率,进而对该水域提出建设性保护措

施。面对这一问题,就要准确记录该水域

所设采样点的各项数据(采样点位置、采

样点数据获取时间、该环境中的人流量

等)。数据的准确记录离不开采样人员耐

心、认真的工作态度,要求采样人员具备

较高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充足的理论知识

储备,能够规范操作仪器、妥善及时地处

理突发事件并且及时根据数据的变化进

行相关方面的调整。 

2.4对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有充分的

认识 

监测站站长是监测站的最高管理者,

也是建立和实施监测采样质量管理体系

的推动者和决策者,站长对于采样的质

量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决定着本站质

量管理工作的成败。环境监测部门不是

一个生产部门,它不会产生经济效益,但

是做好质量的管理工作能够维护单位形

象,减少经济损失,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

也算是间接产生了经济效益。 

2.5对现场的检测进行监督 

监测人员在进行检测必须严格按照

采样要求进行操作,不得随意改变采样

地点和时间,同时要对监测结果和检测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选择合理

的质量监督员来进行现场监督是最重要

的一步,质量监督员的专业能力和担当

是决定质量监督效果的重要因素。可以

以填写质量控制表的方式来细化质量监

督人员的工作职责,让质量监督人员充

分发挥出自己的监督作用,对检测人员

采样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的纠正,让检测

人员的采样工作得以规范,从而提高环

境监测采样的质量。 

2.6提高环境监测采样人员的专业

素质 

在进行环境监测采样质量的管理过

程中,应该秉持育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注

重对采样人员的基本素质的提升,对于

环境监测采样工作而言,采样人员的基

本素质直接关系到环境采样的质量。所

以,为了提高采样人员的素质,也是为了

提高管径采样的质量,需要定期进行培

训,帮助采样人员掌握专业的采样操作

知识,可以通过培训让采样人员掌握环

境监测采样的规范,使其明白自身任务

的重要性,提高工作激情,让采样人员的

工作更加的认真负责。 

2.7及时安全地运输样品 

样品中各项因数对时间、空间很敏

感,所以在运送样品时一定要高度重视

样品监测因子各项指标随外界因素的变

化,确保所用运输容器符合样品各项监

测性能需求。在进行样品储存时应用专

用的容器并且将每份样品“对号入座”

(制定标签),检查密封性后包装；相关人

员要定时检查样品的稳定性能,排除样

品损坏或污染的情况；进行完整化样品

的排查,在做交接、检查等工作时,据实

报告在以上环节出现的异常,一旦发现

严重异样,要考虑重新采样。 

2.8信息公开化,有利于促进、完善

环境监测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环境监

测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信息

公开、透明,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环境

监测质量的有效提升。首先需要做到及

时更新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加强技术人

员自身的业务素养,把信息技术和传统

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借鉴其它行业的

成功经验,要意识到环境监测信息化公

开的必要性。此外,也要不断完善制度,

构建符合信息化工作背景下的管理制度

以及工作流程,为环境监测工作信息化

的有效建设打好坚实的管理基础,而且

还为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保证

与支持。 

2.9共同参与环境监测的采样质量

控制 

呼吁社会人士共同参与环境监测

的采样质量控制是很有必要的。社会人

士参与不是指专业方面的加放,而是在

现场采样中在监督方面发挥作用。社会

人员要担负起公民的责任,行使起公民

的权利,监督每一份样品是否都如实上

传等。 

3 结束语 

进行环境保护需要对环境监测进

行合理把控,作为工作第一环节的现场

采样作用之大不容置喙,这也是要特别

强调质量控制的原因。但是,各个环节

工作内容庞杂,细节甚多,在具体工作

实施过程中极具挑战性,因此,需要明

确监测目标,对采样过程进行严格的质

量控制,对样品和数据进行妥善处理,

重视采样人员的能力,把握各个步骤的

注意事项,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为环境

保护献力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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