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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资源。现在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了。工业化迅速

发展的今天，水质越来越不安全了，大量的工业废水排放，

污染了水源。人们对水质检测有迫切的需求。所以，准确检

测出水质的质量情况十分重要。

1水质检测内容

水质检测主要是检测水资源里面的污染物，能够准确

检测到这些污染物的含量，从而知道物质的变化。评价水资

源的质量情况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水质检测。在水质检测的

时候，把污染物分成了不同的种类。一种是评价水资源的整

体情况，另一种是检测特定某一种有毒的物质。水体的范围

很广泛，不光是指我们的饮用水，还有工业用水，江河湖海

的水等。如果检测江河湖海的动态水质，也要考虑到水流的

质量和速度。检测地下水和地产水的时候，比较严格，要每

隔一段时间就进行检测，保证测试的准确性。

总之，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水资源，都和人们的生活生产

息息相关，没有水资源一切活动将无法进行。水质情况也是

环境质量的一个反映，我们从水质的变化中能够知道生活

环境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进行水质检测的工作，很大程度

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也能够对环境的保护

提供一些基础数据。

2影响水质检测质量的因素

2.1水质样品的采集、包装、运输和保存

首先要采集水质样品，这是进行检测工作的第一步，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采集样品的过程中要注意很多事

项，采集不同的样品，需要不同的采集方法，这样才能够保

证采集到的样品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采集的时候要注意不

要搅拌，防止把水底的沉淀物采集到，影响数据。另外，对于

有机物的采集要特别注意，让水样充满整个容器，上面不要

留有空间，采集完成以后立即进行水封保存。在采集出厂水

的时候，采样点要在输送管的前面。在采集末梢水的时候，

要先把水龙头打开几分钟再进行采样，如果是测量微生物

的指标，那么水龙头要提前消毒。如果是测量放射性情况，

还有硫化物的含量，那么要单独进行采样。采集二次水的时

候，要把水箱进水和出水都要考虑进去。具体采样的体积，

运输时候的标准严格按照 GB/T5750.2-2006进行。

样品来到了实验室，要先进行编号，确定接收状态完

好，写上检测的状态。水质样品很特殊，从采样到检测不能

相隔时间太长，保证水质样品的性状不发生变化。

水质样品的处理和保存也是非常重要的。处理水质样

品是为了把水里面的杂质去除，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把待测

的元素富集，方便进行测量。消除其它的干扰元素。另外，对

于一些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对水质的影响也要考

虑进去。

2.2对检测人员的要求

一个合格的实验室要有充足的人员配置，对检测人员

的要求非常严格。大家分工明确，做好实验室的检测业务。

检测人员要经过正规的培训，持证上岗，并且要不断学习新

的标准方法，增加自己的检测能力。

2.3对仪器设备和环境条件的要求

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科学技

术很发达，出现了很多新的仪器设备改变了以前纯手工分

析的方式。所以，对仪器要做好采购，验收，计量等一系列的

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按照相关要求规范操作，同时做

好仪器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仪器上面都要详细地写好编号，

还有计量认证的情况，是不是状态良好。另外。水质检测工

作是十分细致的工作，要保证仪器使用之前经过正规单位

的计量认证。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在检测工作的时候，

测试不同的样品要根据化学性质选择合适的器具，比如说

测试硅含量的时候，就不要使用玻璃器皿，要用塑料烧杯。

实验室里面的温度湿度，气压等也要在正常的范围内，保持

实验室空气不被污染。

2.4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

在做水质检测时，要严格按照国家或者是行业的标准

进行检测，选择适合的办法。首先，要是客户要求用某种检

测方法进行，并且这种方法也是合理有效的，那么可以按照

客户的要求进行。第二点，客户没有指定检测方法，或者是

客户要求的检测方法不合理。那么实验室在进行检测大时

候。就要按照相关规定的合理的检测方法进行。如果暂时没

有合适的国标，行业标准等，那么就选择知名的检测方法，

方法必须经过确认有效才能使用。第三点，在对检测方法进

行确认时，要利用标准物质比对或者是用权威的方法进行

试验比对。严格按照准确度，检出限，回收率等指标进行。实

验室要经常查看使用方法是不是有更新，及时学习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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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标准物质和试剂

首先，要严格控制标准物质的采购和验收，购买正规检

测中心的标准物质，保证含量准确，另外在使用的时候保证

不被污染，做好标准物质的储存工作。这是一切检测数据的

来源，保证标注物质真实有效。对标准试剂，要严格达到质

量的要求还有试剂的配制要求。认真做好使用过程的记录，

定期进行标准大比对。

2.6做好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在做检测试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严格，做好实验室的

质量控制。能够有效控制试验的误差，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性。检测试验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工作人员必须要对检测结

果负责，对客户负责。把检测的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

内，让检测数据能够达到置信度。严格按照测量的准确度和

精密度要求以及。实验室里面的质量控制非常重要，要求检

测工作人员能够自我控制，采用科学合理的检测方法。要绘

制质量控制率，通过测量平行试验进行比对，另外每次测量

的时候也要测量一下试剂空白和样品空白，做标准曲线等

方法进行质量控制。标准曲线要定期进行检查重新绘制，看

标准物质是不是有效。实验室之间也可以进行质量控制和

数据比对，增强实验室间的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3提高水质检测质量的具体措施

以上分析了水质检测里面影响质量的因素，针对这种

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些控制的措施，希望能够对相关工作人

员提供帮助。

3.1测量设备的管理

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出现了很多先进的测试仪器。在水

质分析里也一样，有很多自动测试仪器。让我们的测试工作

更加便捷。在使用仪器的时候，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规范操

作，平时做好对仪器的维修和保养工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过

正规培训，考试合格才能上岗。测试工作完成以后，要把仪

器恢复到初始状态，关机，断电。登记使用记录，仪器情况。

3.2做好设施和环境的管理

根据水质样品不同，检测内容不同，要在不同的实验室

进行处理和检测。使用不同的仪器进行操作，比如说测试水

质中的重金属含量，可以选择原子荧光光度计，ICP，原子分

光光度计，等进行检测。在检测的时候，要保证测试环境的

条件。测试环境要干净，避免杂质的影响。同时通风。湿度

温度等条件要适宜。促进水质检测工作进行。水质检测工作

之前，要认真分析样品的处理方法，做好标记。

3.3检测方法的管理

水质检测工作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的方法进行，使

用的方法保证通过审批。这样才能保证水质检测工作测量

数据的准确和可靠性。另外，水质检测工作人员要实时查新

检测方法是不是有更新和修订，要组织学习新标准，新方

法，保证检测所使用的方法是符合要求的，

3.4提高水质检测人员的素质

水质检测工作人员在水质检测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所以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经过正规培训，持证上岗。

熟练掌握水质检测的方法，能够自己独立完成相应的检测

工作，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还要有不断学习的能

力，对于新标准，新技术，新仪器要不断学习，学会精密仪器

的日常保养和维护。要具备一定的化学基础知识，正确使用

标准试剂，危险化学品。做完检测试验以后要正确处理数

据。

3.5提高检测数据的有效性

检测工作要认真严谨，保证检测数据的科学合理，准

确。在水质样品里面，其完整性，有效性直接影响着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所以水质样品要做好样品的处理和管理工作。

样品的采集到运输到接收，保存等工作都要做好。样品进去

到检测室应该先进行登记，编号唯一，记录来样状态，根据

检测情况分为待检测，已检测。另外，样品的出入情况要做

好登记。样品进入样品室以后要保证尽快测试，如果工作

多，那么要按照要求保存样品，在有效期内测试完毕。

综上所述，经过上面的分析，在水质检测里面，对检测

人员的要求很高，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一点小的过失

都可能对检测结果带来重大的影响。检测工作人员要严谨

认真，提高自己的质量管理水平和测试水平，保证测量结果

科学准确。

参考文献：

[1]分析化学实验．武汉大学，第二版，1990．

[2]夏玉宇．化验员实用手册．第 2版．北京：化学工

业出版社，2004．

[3]仇雁翎，陈玲，赵建夫．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

北京：工业出版社，2006．

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