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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现场监测质量监督的重要性; 明确了做好现场监测质量监督的前提条件; 并从现场监测人员业务水平

状况、现场监测准备、现场监测仪器日常管理、现场监测工作、数据、报告审核等 5 个环节详细论述了如何加强质量监督，提

高现场监测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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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surveillance for field monitoring was described to demonstrate precondi-
tion of the surveillance． Key works of the surveillance including personnel technical level of field monitoring，

field monitoring preparations，daily management of monitoring instruments，operation and monitoring data and re-
port were detailedly discussed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fiel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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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测是环境监测的第一环节，在整个环境

监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场监测过程

引起的误差往往比实验室分析误差大得多［1］。分

析室分析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现场监测工作是一

个动态过程。现场监测的条件相对比较复杂，不可

预见的因素很多，这对现场采样仪器的使用、对监

测技术规范的执行等带来较多困难。全方位的现

场监测质量管理［1］、质量监督是提高现场监测工

作质量的一个十分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1 全面加强现场监测质量监督的必要性

各级监测站在通过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后，

均具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文件，对于现场监测工

作，除了要求现场监测人员认真遵守监测技术规

范、质量体系文件外，还须有监督执行的手段和措

施，即加强质量监督，质量体系文件才能得到有效

执行。目前大多数环境监测站现场监测的制度和

程序文件都缺少执行情况的质量监督，更缺少监督

结果和整改情况的记载［2］。

全面加强现场监测的质量监督能及时发现和

纠正、解决现场监测全过程出现的各类问题，使现

场监测数据具有可溯源性，对提高现场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强化监测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

现场监测人员的业务水平，全面提升现场监测质量

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做好现场监测质量监督的前提条件

各级环境监测站要做好现场监测质量监督，必

须强化质量监督员的作用［3］，配备配齐现场监测

科室质量监督员和质量管理科室的质量管理人员，

对规章和程序的运行跟踪监督，作出奖惩裁决，提

出修改和完善建议［2］。
现场监测的质量监督工作应由现场监测和质

量管理科室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承担。
监督员一方面要对现场监测领域非常熟悉，了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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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另一方面，要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开展监督活动，使现场监测全过程得到充分

有效的监督［3］。

3 如何全面做好现场监测的质量监督

全面做好现场监测的质量监督，质量监督员和

质量管理人员应从现场监测人员业务水平状况、现
场监测准备、现场监测仪器日常管理、现场监测工

作、数据和报告审核等 5 个环节认真监督，见图 1。

图 1 现场监测质量监督

Fig． 1 Field monitoring of quality surveillance

3． 1 对现场监测人员业务能力进行质量监督

现场监测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到

现场监测工作的质量。因此应加强对现场监测人

员掌握监测技术规范、标准的变更等业务水平的监

督，质量监督员应定期就有关现场技术问题以提问

方式了解掌握现场监测人员的业务水平状况，尤其

是加强对新进人员的业务监督，检查监督新进人员

是否接受了系统的现场监测技术业务培训。
针对质量监督结果，在了解掌握现场监测人员

业务动态前提下，加强现场监测人员的业务培训和

职业道德教育。
( 1) 采取鼓励自学和组织集中学习，“走出去、

请进来”等各种的办法进行培训、学习，全面提高

现场监测人员的业务素质。
( 2) 做好“传、帮、带”工作，让新上岗的人员与

有监测经验的同志结对，使新上岗的同志尽快熟悉

操作规程，掌握现场监测的技能。
( 3) 通过组织上岗证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

核，组织技术比武等形式提高现场监测人员的整体

业务素质。
( 4) 定期对现场监测人员进行质量体系宣贯

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现场监测人员的质量意

识和工作责任心。
3． 2 对现场监测准备工作情况加强监督

现场监测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仪器设备种类、数
量、性能完好性的检查; 采样用器具、玻璃器皿、滤
筒、滤膜等种类、数量的检查; 玻璃器皿如采样瓶、
吸收管等洗涤质量的抽查; 采样用水批次合格性检

查及采样用品如吸收管、活性炭管、滤筒、滤膜等采

购合格性检验等检查。
( 1) 对照监测方案，抽查现场监测设备种类和

数量是否满足监测方案顺利实施的需要，抽查仪器

是否整洁，仪器性能是否完好无损，仪器配件是否

带齐，采样用耗品是否齐全。
( 2) 对照监测方案，抽查采样用器具、玻璃器

皿、滤筒、滤膜等，其种类数量是否满足监测工作的

需要。
( 3) 定期对采样容器清洗过程进行抽查，并对

清洗好的各种采样瓶及吸收管等抽样送分析科室

检测，检查采样瓶、吸收管等是否清洁，是否符合质

量控制要求。
( 4) 定期抽查采样用水批次合格性检查台账，

检查纯水水质是否满足监测项目要求。
( 5) 抽查采样用品如吸收管、活性炭管、滤筒、

滤膜等采购合格性检查台账是否齐全。例如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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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4］包括: 针孔检查，质量筛选，阻力筛选和滤

筒失重处理，滤筒恒重处理，滤筒保存［4］等等。
3． 3 对现场监测仪器日常管理各个环节加强监督

( 1) 质量监督员应加强对仪器使用、维护、检

定、校准等方面检查。重点检查仪器的使用记录、
校准记录，维修记录及仪器的出、入库记录等。

( 2) 针对仪器使用、维护、检定、校准各个环

节，质量监督员应有针对性地检查仪器检定方案的

执行情况。例如检查现场监测仪器是否按检定计

划送检，并且关注是否对检定证书的结果或校准证

书( 技术参数) 满足检测相应标准或规范，满足工

作要求作确认［5］。
( 3) 检查现场监测仪器期间核查情况。现场

监测仪器是各级监测站仪器期间核查的重点，因为

仪器期间核查的对象为: 主要或重要的检测设备;

稳定性差、易漂移、易老化且使用频繁的仪器设备;

经常携带到现场检测的仪器设备; 使用环境恶劣的

仪器设备［6 － 7］。监督检查现场监测仪器的期间核

查是否按照检测标准或规范、仪器使用说明书中对

核查的明确要求执行［6］。
( 4) 监督检查仪器设备档案是否齐全。档案

内容应包括仪器设备从购置、验收、使用、报废这一

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因为现场仪器设备档案对于

现场使用者和仪器管理者正确使用、有效管理等具

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5 － 6，8］。
总之，质量监督员跟踪仪器使用、维护、检定、

校准等全过程，督促每个环节认真落实到位，确保

所有仪器均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为现场监测工作

提供仪器正常状态的保障。
3． 4 对现场监测工作加强监督

质量监督员应定期对现场监测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监测人员是否准确、规范使用监测仪器设备，

是否严格按监测技术规范操作，监测布点是否准

确，是否按照要求做到等时间间隔采样。
实施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时，要充

分关注生产工况是否达到验收技术规范的要求，监

督检查环境条件是否满足现场监测工作的要求，是

否及时认真填写原始记录，样品编号是否准确，样

品是否规范保存和运输，对出现不规范的现象及时

阻止和纠正，促使监测人员认真、规范做好现场的

每一项工作，不断提高现场监测工作的规范性。
3． 5 对原始记录、监测报告等加强审核和监督

( 1) 质量监督员应加强对现场原始记录完整

性、准确性、及时性检查。审核、判断可疑数据，查

核计算公式是否运用准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确

保现场监测的原始数据真实、客观、准确、有效。
( 2) 质量监督员对监测报告加强审核。审核

报告中引用的方法、标准是否准确，报告中引用的

数据是否与原始记录一致，关注监测报告的各个方

面，全面提高监测报告的质量。

4 结语

“质量管理是环境监测工作永恒的主题”［2］。
长期以来，各级监测站质量管理的重点大多放在实

验室分析环节，分析室有完善的质量管理手段及规

程，通过平行样测试、加标回收、标样、盲样的考核

以及质量控制图的制作等等，能有效控制分析过程

的质量。而对现场监测这一环节的质量管理普遍

重视不够或研究、探索不够，缺乏经验，现场监测质

量管理成为各级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的一个薄弱

环节［1］。全面加强现场监测的质量监督是各级监

测站直接和有效提高现场工作质量的一项重要举

措，应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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