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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中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质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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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吉林 白山 134300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水质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而对水质的准确监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文中主

要研究并提出了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质量的策略。首先，提出了建立全面、科学和系统的水质监测体系以实现对水质污染程

度的全面准确评估。其次，加强水质监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例如光谱分析、生物指示剂等高新技术，以提高监测的准确性

和精确性。再次，制定严格的监测数据管理操作规程，实施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制度以保障监测数据的可靠性。最后，对监

测人员进行科学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同时加强公众环保意识的培养，通过公众参与进一步提高监测的全面

性和准确性。实施这些策略，有可能大幅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为有效管控水质污染和保护水资源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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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ater pollu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accurate 
monitoring of water quality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is problem. The article mainly studie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irstly,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degree of water pollution. Secondly,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pectral analysis, biological indicators and other 
high-tech,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monitoring. Once again, establish strict monitoring data management operating 
procedures, implement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monitoring data. Finally, scientific 
training should be provided to monitoring personnel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skill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accuracy of monitoring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Implementing these strategies ma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viding stronger support for effective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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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加速推进，伴随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

其中，水质污染被视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适应这样的

背景，对水体环境进行可靠、准确的监测成为了环境科学

领域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水体的污染程度影响到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社

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因而，对水质污染

的有效监测既是探究环境污染工作实际状况的科学基础，

也是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环保政策的重要依据。然而，

当前水质监测工作在资料掌握全面性、监测手段科学性、

数据处理准确性和结果表达有效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问题。对此，本研究主要从监测技术、数据管理、人员培

训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提高我国水质环境监测质量的

策略，着力提升我国水质监测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1 建立全面、科学和系统的水质监测体系 

1.1 建立适应水质污染特点的监测体系 

建立适应水质污染特点的监测体系是提升水污染环

境监测质量的基础环节
[1]
。不同水质污染源具有各自独特

的污染特征和影响维度，需要量身定制的监测策略来对应

处理。这种体系的设计需涵盖水体的多样性和区域特征，

能够灵活响应突发性污染事件和长期积累性污染问题。针

对工业排放、农业径流和城市废水等不同来源，优化监测

参数，如重金属、营养盐类和有机物质指标，以确保监测

指标的全面性和针对性。在监测站点布局方面，应考虑区

域内水体的流动性、污染源的分布以及生态敏感区域的位

置，确保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结合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实现监测区域的精细化管理和数据的实时

更新。利用历史数据和模式预测，建立动态监测模型，加

大对污染变化趋势的提前预判和及时响应能力。通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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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灵活的监测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反映水质污染现状，

还能够提供数据支持，为环保决策和污染治理提供可靠依据。 

1.2 全面准确评估水质污染程度的重要性 

在水污染环境监测中，全面准确地评估水质污染程度

至关重要
[2]
。水质污染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包括化学污

染、生物污染及物理污染等多种类型，这些污染源对人类

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只有对水质污染程度进行

全面准确的评估，才能为水污染治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一过程为后续的污染防治与

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其中，科学合理的评估不

仅有助于识别污染源并判断其影响范围，还能帮助制定有

效的污染控制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完善监测体系、

优化监测站点及制定监测参数显得尤为必要。评估过程中

使用的参数需充分反映水质特征，以适应不间和空间尺度

的变化。建立一套科学、全面的评估体系，不仅需要技术

和设备的支持，还需依托全面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应对

不断变化的环境挑战，确保水质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3 优化监测站点布局，完善监测参数 

优化监测站点布局和完善监测参数是提高水质监测

质量的关键
[3]
。合理的监测站点布局应考虑水体的地理分

布、污染源分布及其对当地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影

响。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分析水域范围和污染

特征，可以科学选址，覆盖重点区域和敏感地带，确保监

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全面性。完善的监测参数设置需要涵盖

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以全面捕捉水质变化信息。利用

最新的监测技术和动态调整参数设置机制，确保实时响应

突发污染事件，提高水质监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从而为

水质污染的评估和治理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2 加强水质监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2.1 光谱分析在水质监测中的应用 

光谱分析作为一种先进的检测技术，在水质监测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
。该技术通过检测水样中不同成分

对光线的吸收、散射和发射特性，提供对水体中各种污染物

的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分析。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对常规的化

学污染物进行有效识别，还能够通过光谱特征图谱对痕量污

染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由于光谱分析具有快速、非破坏

性的优点，使其成为实时监测与现场检测的理想选择。这为

及时获取水质状况、快速判断污染变化提供了可能，帮助决

策者在水污染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采取应对措施。随着技术

的不断进步，光谱仪器开始集成多种检测功能，能够分析多

种指标，大幅提高了水质监测的效率和准确性
[5]
。通过引入

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光谱分析仪器也在逐步实现无人值守

监测，为建立长期的、自动化的水质监测网络奠定了基础。

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水质监测的科技含量，也大幅降

低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提高了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2.2 生物指示剂在水质监测中的应用 

生物指示剂在水质监测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

指示剂通常包括特定的水生生物，通过对其种群数量、分

布和健康状况的监测，能够有效反映水体的污染水平和生

态健康状况。水生生物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能够积累水

体中微量污染物，使得生物指示剂成为评估水质污染的重

要工具。采集和分析生物指示剂数据可以提供直接证据，揭

示化学分析可能遗漏的污染物质及其长期生态影响。不同种

类的生物指示剂能指示出各种特定类型的污染物，如重金属、

营养物超标或有机污染物等，有助于综合了解水体污染的来

源和性质。这一技术方法不但对污染程度的监测具有优势，

还对水体修复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利用生物指示剂实现

水污染环境监测，不仅可提高监测的准确性，还能使监测结

果更具生态意义，为制定相应的治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持。 

2.3 新技术与传统技术在水质监测中的结合 

新技术与传统技术在水质监测中的结合，能够显著提

升监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传统技术，如化学分析方法，

提供了成熟稳定的基础数据，这对于已有污染物的监测具

有决定性作用。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IoT），为水质监测带来了新的契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

大数据分析提高污染预测的精度和效率，而物联网则可实

现远程实时监控和数据自动获取。这些技术的结合，为解

决传统方法中的实时性不足和数据处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提供了新路径。在实际应用中，需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将

新技术与传统方法有机结合，从而构建高效且可靠的水质

监测体系，该体系不仅具备良好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还能

应对多样化水环境问题的挑战。 

3 完善监测数据管理，提升监测质量 

3.1 制定严格的监测数据管理操作规程 

在环境监测中，监测数据管理的规范化是提升水污染监

测质量的重要环节。制定严格的监测数据管理操作规程，需

要从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到报告等多个环节入手，

以确保数据的精确性和完整性。数据采集阶段，必须制定标

准化的采样方法，确保样品获取的一致性与代表性。传输环

节，应采用加密技术和安全协议，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

丢失或被篡改。在数据存储阶段，利用高效的数据管理系统

对数据进行组织与维护，设置必要的备份与恢复措施，确保

数据的长期可用性和安全性。在数据分析与报告环节，应使

用标准化的数据分析软件与方法，以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需制定监测数据审核制度，包括数据的校验

与异常值处理程序，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与权威性。所有

操作规程需要定期审核与更新，以适应水污染监测技术和需

求的变化，为实现更高质量的水污染环境监测奠定基础。 

3.2 实施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制度 

实施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制度对于提升水污染环境

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质量控制涉及在监测过

程中采取一系列技术手段和预防措施，以确保数据的精准

性和可重复性。这包括定期校准监测设备，保证设备的运

行稳定，以及采用标准化方法和程式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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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则是通过建立管理体系和审核机制，确保整个监

测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有效性和一致性。通过制定详细的质

量保证计划，明确数据质量目标和评估指标，以此进行持

续的质量审核和改进。实施内外部一致性验证，定期进行

内部审查与外部评估，加强跨部门协作。建立独立于监测

操作的质量保证部门也有助于提高监测工作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通过系统化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监测数据的

科学性和适用性将显著增强，从而为科学决策和有效治理

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3.3 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 

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是提升水污染环境

监测质量的重要步骤。监测人员是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

的关键环节，他们的能力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为此，应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为监测人员提供系

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培训。通过引入最新的水质监测

技术，提升人员对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在职培训中，

还应注重实战演练，增强人员对于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的

能力。开展定期的技术交流和研讨会，不仅能够促进监测

人员之间的经验交流，还可以帮助他们及时掌握行业发展

动态，了解和学习新的监测方法与技术。严格的培训与考

核制度将有效指导和评估监测人员的专业成长，确保其在

实地工作中有效地执行监测任务，从而提升整体监测质量。 

4 公众参与和环保意识的培养 

4.1 培养公众参与水污染环境监测的机制 

在水污染环境监测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培养至关重要。

它不仅可以提高监测的全面性，还能在社会层面增强对环

境保护的关注和意识。有效的公众参与可通过多种途径实

现。应建立和推广公众参与平台，例如移动应用和在线门

户网站，以便公众轻松获取水质监测相关信息，并提供反

馈。这种信息互动平台能够让公众实时了解其所在区域的

水质状况，激发他们主动参与环保活动的热情。 

推动公民科学活动也是一个关键策略。在鼓励公民以

志愿者身份参与简单监测任务的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工具。

公民科学活动能够增加监测数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效

补充专业机构的监测工作。水污染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活动，

可以通过社区讲座、环保课堂等形式进行，以提高公众对

水污染问题的理解和关注。这种教育活动通过培养公众的

环保意识，从而促进积极的公众参与行为。 

通过完善和推广公众参与机制，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水

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还能增强全社会对水环境保护事业

的支持和投入。这在长远来看，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2 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对于提高监测质量的作用 

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在提高水污染环境监测质量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增强公众对水污染问题的认识，能够促

使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从而推动监测工

作的有效开展。公众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扩大监测范围和

完善监测点布局，实现更为全面的水质监测。公众对保护

水资源重要性的理解和认同，将激励他们积极配合水质监

测的相关举措，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保理念，减少自发

性污水排放。环保意识的提升还能够促成社会对环境监测

机构的监督作用，倒逼监测机构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服

务质量，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公众的环

保意识不仅是一种环保教育策略，也是一种通过广泛社会

参与来优化环境监测的方法。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和行动，为长远的水污染防治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推

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环保新局面。 

4.3 通过公众参与优化水质污染环境监测方式 

公众参与在优化水质污染环境监测方式中起着关键

作用。一方面，通过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可以将公众观察

到的水质变化信息进行系统收集与反馈，强化监测信息来

源的多样性与覆盖面。另一方面，公众参与促进了数据透

明度和共享，有助于发现有待关注的盲区，提高监测的及

时性和响应速度。激励公众参与能够增进社会各界的合作

与支持，凝聚合力形成更为全面和动态的水质监控网络，

提升整体监测效果，为水质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5 结束语 

通过本次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提高水质污染环境

监测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建立全面、科学和系统

的水质监测体系，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严格监测数据管

理操作规程，以及提高监测人员素质和公众环保意识等多

个角度进行推进。尽管眼下已有一些有效的策略和方案，

但是，这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经验，不断改进提升。未来，我们将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

例如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提高监测质量，如何

借助先进的技术提高监测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等。未来

的研究可以围绕以上挑战进行，期望可以提出更多的解决

方案，为保护我国水资源，防止和治理水污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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