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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质量控制，可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避免误差和偏差。

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质量控制有助于提高监测效率，确保监测工作
的高效进行。

提高监测效率

质量控制能够推动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提高监测水平。

促进监测技术的发展

质量控制的目的和意义



质量控制应以科学为基础，
遵循监测原理和方法。

科学性 规范性 可追溯性

质量控制应遵循规范和标
准，确保监测过程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

质量控制应确保监测数据
的可追溯性，以便对数据
进行追溯和验证。

030201

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



包括采样计划、采样点位、采样频次、采样
方法等方面的质量控制。

采样质量控制

包括实验室环境、仪器设备、试剂、实验操
作等方面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

包括数据审核、数据修正、数据统计等方面
的质量控制。

数据处理质量控制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质量控制的
持续性和有效性。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质量控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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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的布设与优化是水监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需要综

合考虑水体的分布、流向、流速、污染源排放等因素。

总结词

在布设采样点时，应遵循代表性、均匀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的原则，根据水体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采样点位，并考虑

水体的流速、流向、深度等因素，确保采集的样品能够真实

反映水体的环境质量。

详细描述

采样点的布设与优化



总结词
采样频率与周期的确定是水监测质量控制的关键因素，需要结合水质变化规律、

监测目的和实际工作情况来确定。

详细描述
根据水质变化规律和监测目的，制定合理的采样频率和周期，确保采集的样品

能够准确反映水体的环境质量。同时，还要考虑实际工作情况，如人力、物力、

财力等因素，合理安排采样时间和频率。

采样频率与周期的确定



总结词
采样方法与技术的选择是水监测质量控制的重点之一，需要根据监测项目和实际

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术。

详细描述

在选择采样方法和技术时，应考虑监测项目的特点、实际需求和可行性等因素，

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术。例如，对于溶解氧的监测，可以采用溶解氧仪进行现场

测定；对于总磷的监测，可以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法进行测定。

采样方法与技术的选择



样品运输与保存是水监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之一，需要遵循相关规定和要求，确保样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总结词

在样品运输与保存过程中，应遵循相关规定和要求，如低温、避光、防震等措施，确保样品在运输和保存过程中

不发生变质、损坏或污染等情况。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样品管理程序，确保样品的标识、记录和追溯等工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详细描述

样品运输与保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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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适宜的工作空间，包
括样品处理区、分析区和
辅助区，各区域应满足相
应的功能需求。

实验室设施

根据监测项目需求，配备
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辅助工
具，确保设备的性能和精
度符合要求。

实验设备

选用质量可靠、性能稳定
的试剂、耗材和标准物质，
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实验材料

实验室基础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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