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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水环境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的膨胀

和经济粗放型增长使得国内大多数河流遭受不同程度的污

染。2017年,我国全年水资源总量为 32466.4亿立方米,2016

年全年水资源总量 27962.6 亿立方米 , 全年平均降水量

660.8毫米。水资源总量是指降水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的产

水量,即河川径流量(不包括区外来水量)和降水入渗补给量

之和。2017年全国总用水量 6040.2亿 m3。其中,生活用水占

总用水量的 13.6%；工业用水占 21.6%；农业用水占 62.4%；

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用水

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占 2.4%。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多,但

由于人口数量庞大,人均用水量低,而其中能作为饮用水的

水资源有限。并且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其他废弃物进入江

河湖海等水体,超过水体自净能力所造成的污染。这会导致

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

的利用价值,危害人体健康或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

的现象。

2加强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的意义

水环境监测是以水体的环境作为监测对象, 通过综合

运用化学、物理等方法对水中污染物和污染物的组成部分

进行监测及分析。因此能够确保水环境监测过程中数据的

科学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至关重要。所以加强实验室的内部

管理, 建立完善体系成为了水环境监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同时也成为了水环境监测整个过程的重中之重。它能将监

测的误差控制在一定的许可范围内, 其目的在于确保水环

境监测过程中数据的科学和准确, 能够为政府提供真实有

效的数据,从而改善环境。

水环境监测做为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非常重要。而在

环境治理,监测先行的大方向下,水环境监测的结果与每一

个人都息息相关。通过监测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

水环境是否污染的结论。甚至可以迅速的判断出污染源的

分布情况和接下来的漫延趋势。为保护环境争分夺秒的同

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因此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就显得格

外的重要。能够对水环境监测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不仅是

对党和国家负责,更加体现了监测先行的重大意义。

3我国水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较多,其中灰色聚

类法、内梅罗污染指数法、人工神经网络法和模糊综合评价

法等应用较为广泛。各种方法皆有其独特的优缺点:如灰色

聚类法物理过程简单,但函数的选择具有较大的人为性；人

工神经网络则考虑因素比较全面,但是对数据要求较高。对

于传统的内梅罗污染指数法虽然数学公式简单, 但这个过

程中未考虑各污染因子的权重问题。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

数法则引入了各污染因子权重的概念, 也避免了忽视重要

因子产生的弊端。模糊综合评价法运用了模糊数学法中的

隶属度描述评价等级, 确定了各污染因子的权重从而评价

水环境质量类别,避免了人为因素产生的影响。

目前, 部分学者已对水环境质量分级综合评价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如:采用传统、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数

法及模糊综合法进行水环境评价, 对于不同方法评价红石

水库水环境质量结果差异较大:内梅罗法为Ⅳ类水,模糊综

合法为Ⅰ类水。内梅罗指数法更适用于掌握水体被污染的

程度, 模糊综合评价法更适用于评价水体功能及水环境类

型。一种改进的模糊模式识别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水环境质

量综合评价中, 该方法综合考虑了指标超出Ⅴ类标准的情

形。

4水环境保护中的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

4.1监测点的合理设置

水环境监测站点的合理设置直接影响最终数据是否具

有代表性,对日后的分析数据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监测站点

设置时要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一定要严格遵循《环境监测

规范》。其次要有代表性,每个被选择的断面一定要能够真

实的反应某类或某区地点的同类水平。要尽量以最少的断

面代表所监测地全部的断面,来减少工作量。第三,所选点位

一定要利于工作人员采样。第四,一定要对监测点位进行记

录,以便日后有据可查。

4.2加强水样的采样科学性

第一,采样所用的器具一定要通过洗涤,必要时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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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环境污染备受关注。我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和经济粗放型

增长使得国内大多数河流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受人口增长城市范围扩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河流水环境面临的形势

越来越严峻。当今社会,我国水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何评价水环境状况是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对我国水环境现状

进行了分析,对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并水环境质量评价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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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处理。第二,采样时所需要的仪器一定要由相关部门检

定或通过实验室自检,判定合格后方可使用。第三,采样样品

一定要统一编号,方便日后查阅,在编号上要显示采样日期。

同时对样品编号,采样地点,时间做好记录。要经过反复核对

确保没有错误。第四,认真填写采样单。不可更改。第五,采

样时,每一采样点应采取两份样品,用来做为实验时的平行

样。

4.3强化水样品保存与运输的质量控制

主要包括:(1) 样品运输前一定要将采样瓶密封或盖紧,

并使用采样箱装好。特殊样品一定要按照要求运输。以确保

样品在运输途中不发出意外,可以正常使用。(2)要尽可能确

保快速将样品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防止水样发生变质。(3)

水样运输到实验室后实验人员要仔细核对水样和采样记

录。同时要及时做好交接记录,以防止水样有丢失现象。第

四,不同水样要根据要求进行预处理和保管。

4.4严格实验室内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一般主要包括:第一,校准曲线检验。

一般情况下,校准曲线的斜率能够随着室内温度、试剂批号

和时间等外在条件的改变去变化, 所以为了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在测试样品时一定要绘制校准曲线。第二,精密度检

验。实验人员在进行水样检测时,应该每次都做空白实验。

如果空白数据不稳定,一定要及时查找原因,重新检测。为了

减少误差可以每组实验带 3-5个平行样来测试。如果平行

样测定的结果比较稳定,说明数据结果安全可靠。反之,应该

采用平均值进行上报。第三,平行样测定。如果条件允许,每

个样品都应做平行样分析用以进行对比来精确结果。也可

选择一定比例进行抽取样品来进行平行样测定。当同批次

水样数量较少时,一定要增加平行样的测定率。如果有不符

合要求的必须重新检测分析。

4.5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监测人员是确保数据准确性的关键, 因此保证监测人

员的专业素质和执行力能够有效的控制水环境监测的质

量。具体方法可以分为三点。第一,一定要定期逐级对监测

人员进行培训,并进行相应的考核。要加强对职业道德的培

训, 每名监测人员都应认识到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对大环境

的影响。每次培训要做好相应的记录。第二,要合理分配,每

个监测项目要由固定的人员监测, 并需要监测人员持证上

岗。第三,要不断的引进专业人员。

5水环境质量评价展望

水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系统,还没有一个大

家公认的和通用的水环境质量评价数学模型, 也没有建立

一个通用的数学模型选用的标准和规则。现有的水环境评

价模型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科学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水环

境评价领域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的

解决对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的革新、补充与完善具有重要

的意义。以下是目前研究和应用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5.1如何针对水质的具体情况,根据评价目的和水体特

征选择合适的评价参数,使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和准确,评价

过程和参数简单可行,仍是今后需继续研究的问题。

5.2现有的水质检测方法都是针对水中某部分的化学

信息进行分析, 而未对其所有的化学信息进行综合考虑,因

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得出综合性的化学指标评判结果的分

析方法。

5.3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广泛地用于环境科学领域,与之

相关的新的环境评价方法也在不断的得到开发和应用,化

学计量学在水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初试体现了这一新的发展

趋势, 它们的研究应用也将对目前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和体

系给以革新、补充与完善。

6结束语

随着人类对水环境质量评价的不断应用实践, 越来越

多的基于传统评价方法的改进方法层出不穷, 针对不同特

点流域及不同的污染因素选择恰当的评价方法, 现在许多

学者认为, 在水环境质量评价中不仅要单方面考虑水环境

中的物理、化学指标,还要根据需要进行综合评价,同时考虑

水环境中的生物指标。使水环境评价工作更加的具有科学

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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