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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徐鹏飞

（河南省新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　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水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和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水质监

测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实际的水质监测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监测手段落后、监测数据缺失、监

测设备损坏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水质监测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将探讨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促进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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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1.1 监测设备不精准

水质监测设备的准确度对监测结果的可靠性至关

重要。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设备的磨损、使用环境

的变化等原因，监测设备的准确度存在一定的误差。

这就会导致监测数据的误差，从而影响水质监测的精

准度和可靠性。

1.在实际应用中，监测设备的准确度 [1-2]可能受

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设备磨损：随着设备的使用时间增加，设备

的精度可能会逐渐降低。例如，传感器的灵敏度可能

会降低，导致监测数据的准确度下降。

（2）使用环境的变化：监测设备在不同的环境下

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例如温度、湿度、光照等。

如果设备的使用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设备的准

确度，从而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3）设备标定不准确：设备标定是监测设备保持

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设备的标定不准确，可

能会导致监测数据的准确度下降。

2.为了提高监测设备的准确度，可以采取以下对

策：定期维护和保养监测设备，及时更换老化和磨损

的零部件；根据使用环境的变化对监测设备进行相应

的调整和标定，保证设备在不同的环境下的准确度；

采用高精度的监测设备，提高监测数据的精准度和可

靠性；加强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及时发现和纠正监测

数据的误差。

1.2 监测点布局不合理

监测点的布局直接关系到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3-4]。

但在实际应用中，监测点的布局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有些监测点距离水源较远，监测数据不够准确。有些

监测点的覆盖范围较小，无法全面反映水质情况。针

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1.增加监测点数量：根据水源的类型和分布情况，

适当增加监测点的数量，确保覆盖面积达到最优状态。

同时，对于一些特殊水源（如地下水源），需要设置

更多的监测点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2.调整监测点位置：根据水质变化情况、污染源

的分布情况等因素，合理调整监测点的位置。在选址时，

应尽量考虑水源的流动情况、地形地貌、人类活动情

况等因素，确保监测点的位置具有代表性。

3.提高监测点的覆盖范围：对于一些监测点覆盖

范围较小的情况，可以考虑增加监测点数量或调整监

测点位置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可以使用先进的监

测设备和技术，提高监测点的覆盖范围和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

4.引入先进监测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出

现更加先进的监测技术，如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

网络监测等。这些技术可以弥补传统监测方式的不足，

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覆盖范围。

1.3 监测数据质量控制不严格

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是确保监测结果准确性的关

键环节 [5-6]。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监测人员的工作疏

忽、监测设备的问题等原因，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存

在一定的问题。有些数据存在虚报、漏报等情况，从

而影响了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监测数据采集不准确：在实际采样过程中，

监测人员可能因为操作不规范、设备不维护等原因，

导致采集的监测数据存在误差，从而影响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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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数据处理不规范：在监测数据的处理过

程中，监测人员可能因为处理技术不熟练、处理方法

不规范等原因，导致处理的数据存在误差，从而影响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3）监测数据分析不充分：在监测数据分析的过

程中，监测人员可能因为分析方法不充分、数据分析

不完全等原因，导致分析的数据存在误差，从而影响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4）监测数据审核不严格：在监测数据的审核过

程中，监测人员可能因为审核不严格、审核程序不规

范等原因，导致审核的数据存在误差，从而影响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

2.为了解决监测数据质量控制不严格的问题，需

要采取以下对策：

（1）强化监测人员培训：加强对监测人员的培训，

提高其监测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审核的技能水平，

增强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意识和质量意识。

（2）完善监测设备维护制度：加强监测设备维护

和管理，建立完善的监测设备维护制度和维修记录，及

时发现和解决监测设备问题，确保监测数据采集准确性。

（3）制定严格的监测数据处理、分析、审核规范：

建立完善的监测数据处理、分析、审核规范，加强对

监测数据处理、分析、审核过程的质量控制，确保监

测数据的准确性。

（4）加强监测数据的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的监测

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对监测数据质量的监督和检

查，及时发现和解决数据质量问题，提高监测数据的

可靠性和准确性。

2 针对水质监测中存在问题的对策探讨

2.1 优化监测设备

为了提高监测设备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7]，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

1.优化监测设备选型：针对不同的监测需求和监

测对象，选择适合的监测设备，比如在不同的监测点

位选择合适的水质检测仪器、传感器、自动采样器等。

2.加强设备维护和保养：对监测设备进行定期维

护和保养，及时更换损坏的部件和更换消耗品，确保

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转和准确度。

3.定期校准监测设备：校准监测设备的精度和灵

敏度，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根据

实际情况对监测设备进行修正和调整。

4.研发和创新监测技术：针对特殊的水质监测需

求和监测对象，开发和应用新的监测技术和设备，如

多参数在线监测设备、光谱分析技术等。

5.加强人员培训：对监测设备的使用、维护和校

准等技术进行培训，提高监测设备的使用效率和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

2.2 调整监测点布局

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8-9]，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合理规划监测点的布局：根据水体的流动特点、

污染源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

监测点布局，建立合理的监测网络。监测点应该覆盖

到水体的主要流动路径和污染源排放区域，以便对水

体的变化情况进行全面监测。

2.加强现场监测人员的培训：现场监测人员需要

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能够熟练掌握监测

设备的使用方法，熟悉各类污染物的检测方法和处理

流程。此外，监测人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和

分析能力，能够根据监测数据的变化情况及时做出相

应的处理。

3.加强监测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监测设备是水质

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定期进行检修、维护和保养。

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防止设备损坏和误差产生，

严格控制监测设备的使用条件和环境，确保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引入先进技术和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

水质监测已经可以采用多种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遥

感、传感器、无人机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提高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度，减少监测成本和人力投入。

2.3 加强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监测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

1.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监测标准和规范，遵循

标准程序进行采样、分析和报告，确保监测数据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

2.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包括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和质量评估三个环节。其中，质量保证是保

证监测数据可靠性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监测设备的

校准和维护、采样器的消毒和清洗、实验室的质量保

证等；质量控制是保证监测数据准确性和可比性的核

心环节，主要包括现场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控制和

数据质量控制等；质量评估是对监测数据质量进行评

估和反馈的环节，主要包括数据质量评估、数据质量

报告和数据质量审核等。

3.加强对数据的记录、存储和管理，确保监测数

据的可追溯性和安全性。要求监测人员在采样过程中

认真记录监测数据，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

在数据存储和管理方面，要加强信息安全保障，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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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丢失和泄露。

4.加强监测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监测人员的

素质和技能水平。监测人员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熟悉监测标准和规范，能够熟练使用监

测设备和仪器，正确采样、分析和记录监测数据。同时，

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对监测人员的工作进行

评估和奖惩，提高监测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5.引入第三方质量监督机构，对监测数据进行定

期检验和审核，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同时，

还可以通过开展监测数据比对和交流，促进监测数据

的互认和互信。

3 案例

例：某地水厂在进行水质监测时，发现水质数据

存在波动较大的情况，尤其是在某些特殊时段，如下

雨天气或高温天气，数据波动更为明显。首先，下雨

天气可能会导致周边环境的水质变化，例如水厂周围

的绿化带中使用的肥料和农药等会被雨水带入水中，

影响水质数据的准确性。其次，高温天气也可能影响

水质监测数据，因为有些监测仪器和实验方法在高温

下可能会产生误差，导致数据波动较大。

除了天气因素外，对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也是

影响水质监测数据准确性的重要因素。监测设备的校

准和维护以及采样和分析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对水质监

测数据准确性至关重要。不正确的设备校准和维护会

导致误差，而采样和分析过程中的误差和污染也会影

响数据的准确性。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案例采取了以上措施，根据

以上措施得到表 1。

在采取了对监测设备的校准，对数据的严格质量

控制以及对监测人员技能水平的提高后，水质监测数

据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从对比表格中可以看出，采取

措施前，水质数据存在较大波动，特别是总磷和总氮

的浓度变化较大。而采取措施后，水质数据波动明显

减小，总磷和总氮的浓度也得到了明显降低。这表明，

在进行水质监测时，正确的监测设备和方法以及严格

的质量控制是确保监测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

化监测设备、调整监测点布局和加强监测数据质量控

制等对策。经过案例分析，这些措施明显提高了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

发和完善监测制度和规范，以提高水质监测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　王铭杰 ,张建峰 ,黄凌 .水质监测仪器误差分析及
提高监测准确度措施研究 [J].水处理技术 ,2015,41(08):68-
70.
 [2]　赵海龙 ,程强 ,彭红旗 ,等 .水质监测设备准确度误
差分析及对策 [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19,31(01):42-46.
 [3]　张慧敏 ,刘东霞 ,程婷 ,等 .水质监测现状及存在问
题分析 [J].生态环境学报 ,2019,28(07):1285-1290.
 [4]　谢强 ,杨倩 ,熊洋 ,等 .环境水质监测现状、问题与对
策 [J].中国环境监测 ,2018,34(01):1-5.
 [5]　李红 ,王兵 .水质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J].环
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18,30(01):36-39.
 [6]　张志明 ,王凯 .水质监测数据处理技术及其应用 [J].中
国环境监测 ,2016,32(03):32-35.
 [7]　王晓英 ,李敏 ,朱宏 ,等 .水质监测设备选型及应用
技术研究 [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19,31(01):15-20.
 [8]　刘永志 ,蔡立新 ,陈新波 .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J].水处理技术 ,2014,40(08):40-42.
 [9]　张乐 ,邵书凡 ,王志勇 .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J].环境科技 ,2016,39(05):114-116.

表 1

时段 pH值 溶解氧 (mg/L) 总磷 (mg/L) 总氮 (mg/L)

采取措施前 7.2 7.6 0.05 0.6

中午 (12:00) 7.4 7.4 0.03 0.5

下午 (18:00) 7.0 7.8 0.07 0.7

晚上 (22:00) 7.1 7.2 0.04 0.5

采取措施后 7.3 7.5 0.02 0.4

中午 (12:00) 7.2 7.2 0.02 0.4

下午 (18:00) 7.3 7.5 0.03 0.5

晚上 (22:00) 7.4 7.3 0.02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