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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当前水污染问题的发生概率呈现明显发展趋势,随

着水污染严重性的提升,政府和群众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过程中,应急监测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环节,其不

仅在事前预防和污染中的检测有着重要作用,对于事故后的恢复而言也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就将对环境污染事故处置中的水质应急监测

方法展开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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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内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严峻,如果不能

对这类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和解决,必然会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其中水资源作为一项关系着群众生活的基础环节,预防和控制水污染已经

逐渐引起了全社会领域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此,本文将对水质应急监测

方法在环境污染事故中的处置情况进行详细论述,希望对我国环境可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1 水质监测的主要类型 

1.1常规监测 

水质监测机构的主要工作均属于常规监测范围,这项工作中分为环境

源监测和环境质量监测。所谓环境源监测指的就是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浓

度、负荷量和空气指数等情况进行分析,从而确保工作人员制定更为精准的

水质管理技术。而环境质量监测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某区域水质的监测

和分析,确保为该地区水质管理提供更多完善的工作信息和处理依据
[1]
。 

1.2特例检测 

所谓特例监测主要指的就是按照某项工作要求开展的临时性监测。一

般涵盖了污染事故监测、仲裁检测和咨询服务检测等内容。污染事故监测

通过工作人员对水污染问题开展的应对方案,需要按照应急管理工作的需

求进行实时监测与管理,其中污染程度、范围等都需要进行掌握。仲裁监

测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执法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矛盾或是纠纷进行处理,为相

关部门的工作提供精准的监测数据和指导信息。咨询服务检测主要就是为

生产部门在工作中提供必要的监测资料,帮助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和落实监

测工作。 

1.3研究监测 

研究监测工作的开展可以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帮助,是水质监

测报告获取科学信息的重要手段,对于复杂性和高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有

着重要影响和帮助
[2]
。 

2 应急监测具体情况概述 

监测工作的主要特点在于事故存在明显的突发性,因此工作人员在实

际工作中也难以制定明确的监测计划,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投入相应的人力

和物力。即便是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往往也存在明显的预兆,所以在应急监

测工作中也要强化对污染扩散前的基本防御,比如采用就近原则进行监测

点布置,实现对污染源的及时跟踪,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积极进行对专业监

测人员的指导和技能培训,优化监测工作的设备性能等等。 

3 应急水质监测的相关实施对策 

3.1制定科学、全面的水质应急监测方案 

在制定的方案中,要加强对监测项目、区域的明确,从而在科学选择监

测点的过程中,进行水质采样分析,实现监测质量和效果的提升,及时进行

工作情况的总结。在监测方案的实施和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加强对工作人员

的培训和指导,确保工作人员随机应变能力得到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实

际发展情况进行工作方案的调节和优化,实现监测方案的科学化发展
[3]
。 

3.2科学布设监测点,进行精准采样 

对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水体中的污染物往往表现出较为显著

的差异性特点,所以工作人员在采样过程中,也要对污染物种类和浓度情

况进行精准分析。一般情况下,采样点的选取应该集中在事故发生地点的

规定范围内,从而按照地形特点和河流流向进行样本选取。在对采样工具

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要加强对采样工具的清洁性进行关注,当采样工具

完成一次采样后不能马上参与下一次采样,而是应该完成消毒和清洁后

才能进行再次采样,避免出现采样精准度受到影响的问题发生。此外,在

对河流或是湖泊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不仅要在事故发生点设置

采样点,还需要在下游位置增加相应采样点,实现对不同采样点数据的

精准分析。 

3.3加强对监测频次的明确 

在监测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监测频次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影

响。比如污染程度、该区域发生情况和事故发生时间等等。一般情况下,

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等内容均呈现正比例变动的关系,因此工作人员在

采样过程中,对于较远的时间点和较近的位置都需要对采样频次进行相应

增加。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水质的应急管理需要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收集大量的应急

事件信息和数据,从而精准和全面的掌握事态的发展和变化趋势,只有这

样才能制定更为健全和完善的工作应对方案。在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

发展背景下,应急水质监测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

了一种 有效的值方法。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相关技术和监测方法的完

善, 大程度上控制水污染问题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为环境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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