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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进行水资源监测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需要及时

从环境监测的技术、标准、规范及监测现场环境入手进

行分析，以提高监测水平，保证监测数据精准，推进水

资源污染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1　水文监测的特点

当代的水文监测主要有四个特点，分别是传统性、

随机性、及时性和标准性。水文监测的传统性通过循环、

有规律地监测和记载水资源情况反映出来，是水文监测

最基础的一种性质；随机性是指在水文监测的过程中需

要考虑很多不确定因素，这是因为水质的变化具有突发

性，而且旱涝等灾害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点等也有不确定

性；及时性是指通过水文监测快速准确地传达包括洪水

等在内的突发事件信息，从而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

决策与调度工作水平；标准性则是指在水文监测的过程

中按照技术标准进行，同时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参照相关

规范进行 [1]。

2　水质监测在水资源保护中的意义

水资源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目前我国的淡水

资源有限，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注意对水资源

的节约，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保护水资源。随着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水资源污染面临着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

一些未经过达标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到环境中，还有农

业污水、没有收集处理的生活污水等，均会直接影响水

环境的安全。目前由于水环境受污染已影响了人们的生

产、生活和身体健康，亟须人们提高对水资源环境的保

护意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目标，

为了更有效解决水资源环境污染问题，须对目前的水资

水资源保护监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讨

傅世东1　鞠晓明2

1.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000

2.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水资源问题不仅对我国社会和工业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现有水资源的循环再利用也有着深远的影

响，所以我国现在对水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十分关注。若要实时掌控水资源环境情况及时治理水资源存在的问题，

那么水资源监测就十分必要，现代水资源监测技术可以从水中的污染物、水资源的污染程度以及污染源等多方面分

析水资源的污染等级。

关键词：水资源监测；问题；措施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Fu Shidong1, Ju Xiaoming2

1.Shando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Jinan 250000, Shandong

2.Shandong Geological and mining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Institute Jinan, Shandong 250000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water resources not only plays a vital role in China's society and industrial economy, but also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recycling and reuse of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Therefore, China is now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f we want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real time and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 in time,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is very 

necessary. Modern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technology can analyze the pollution level of water resources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pollutants in water, pollution degre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ollution sources.

Keywords: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Problems; measures



74

当代水利水电: 2022年4卷4期
ISSN: 2705-1005(Print); 2705-0491(Online)

源污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发挥环境监测的监控功能，

对水资源环境进行监测，为水资源保护提供可靠的数据

支撑。

3　水资源保护监测存在的问题

3.1 监测能力不足

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不断加大水质监测建设方面

的投资力度，促进了地区监测中心监测技术设备的更新，

但从全局来看，不少地区的中心实验室仍然存在监测设

备老化、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大部分地区仅省中心能

够完成认证参数监测，且主要以手工操作监测方式为主，

监测效率较低。在我国全面推进水务工作的前提下，各

省份的市级分中心监测频率、监测范围等已经不能满足

水务工作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各地监测站点设置不足

对地区水资源发展造成了一定限制。

3.2 不重视监测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根据近些年收集到的水资源监测数据可以分析得出，

有机污染物是所有水资源污染中最为主要的污染源。但

是针对这种污染源，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监测标

准，由于无法对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具体数据进行系统、

详细的分析，对处理水资源污染所提出的措施就缺乏有

力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治理水资源污染的

效果，水资源监测也就失去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2]。

3.3 监测不准确

数据大量出现，水质监测质量比较低下水资源保护

监测需要准确地数据作为支撑，这就需要在进行监测的

过程中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这样才

能尽可能地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的进行。但在水质监测

过程中缺乏专业的仪器进行有效测量，并且相关技术人

员缺乏一定的专业能力指导，造成很多数据不准确，沟

通不顺畅，操作不系统，针对性不强，监测工作处理问

题较多，工作效率、质量低。

3.4 水环境监测系统不够完善

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技术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在水环境监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希望在整个水

资源监测过程中实现自动预警这一要求，达到检测过程

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获得更多的数据，使监测结

果更加真实、可靠。水资源监测预警是通过对水的水文

特征进行预警，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监测系统不够完

善，检测部门繁多，过程冗杂，分工不明，权利与义务不

匹配，各部门各自为战等等因素，导致监测数据的真实性

得不到保障，给监测后的分析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监

测工作中预警功能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4　我国水环境保护监测的解决方案

4.1 强化监测基础设备，完善监测网络

想要从根本上提升水资源监测工作质量，必须从监

测基础设备入手，尽可能地为监测人员提供科学、专业、

先进的监测仪器，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多方面发挥

其有效价值。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监测网络，从水资

源的开发量、存储量入手，全方位掌握不同区域水资源

的具体情况，进而为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了解水环境的途

径和渠道，随时监控实际情况 [3]。

4.2 合理利用天然水资源

从水资源的利用途径来看，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是

两大重要场景，其需求量较大，容易出现较为明显的水

资源短缺问题，因水资源供应不足，阻碍了正常生产、

生活。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多数地区均相继探

索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其中有效利用天然水资

源成为重要的思路，其在缓解水资源短缺方面具有积极

意义。但需认识到的是，在利用天然水资源时，应密切

关注实际用水需求量，以合理的方法处理水体，改善其

品质，待其满足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以农业灌溉为例，

若将污水用于灌溉工作中，则提前采取净化措施，去除

污水中可能会对植株生长造成影响的杂物，再将该部分

经过处理的水投入使用。

4.3 提高水资源保护监测能力

首先，要强化各省中心实验室建设，加快仪器设备

更新换代，提升监测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建设，从长

期、深层次角度构建水质监测目标，保证实验室建设的

前瞻性。其次，要加大人才资源开发，跟随水质监测设

备的技术发展，更新人才结构，为中心储备更多专业化

人才，以此来满足水质监测发展的新要求。

4.4 进行有效采样

在进行水质监测前，应充分了解当地的水源分布情

况及地理概况，按照已编制的监测方案进行相关工作。

采样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采样点，保证按

水质监测技术规范进行采样，采样完成后应完整保存样

品，防止被污染。一旦水样出现异样，应立即查找原因

并给予解决，避免再次出现问题。

4.5 深化水环境监测质量和管理体系

（1）质量监测，它是整个水环境监测中的重中之重，

因为监测数据的真实与否是保证最后结果准确的基础，

若能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可调性，也就保

证了最后的水环境污染治理方案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没问

题的，由此可以看出水环境质量监测在整个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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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深化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

是上文所提到的要有一个详尽的管理制度，对监测人员

要做到权责分明，岗位职责清晰，转变现有监测人员的

认知，令其认识到水环境监测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让

每位工作人员都能认真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整个监

测过程中涉及到的部门甚至是个人都要互相配合，加强

彼此之间的沟通、协作，以便更好、更快的完成水环境

监测工作。从质量到工作流程的多方面共同保证监测数

据的真实，缩减了多余的工作步骤，避免了人力、物力、

财力资源的浪费，为将来的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支持，为

以后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4.6 强化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

在具体水环境监测过程中，专业工作人员发挥着积

极重要的作用。只有采取各种渠道多方面提升工作人员

的专业能力，才能尽可能地为监测工作提供保证。基于

此，相关机构必须构建一整套科学完备的人员培训机制，

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使其能够处理多种突

发问题；在进行人才引进的过程中必须提高人才引进门

槛，吸引更多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进行监测工作；定时为

专业人员提供进修机构，让他们能够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不断完善自身，进而更好地为水资源监测保护服务 [4]。

4.7 使用先进的监测技术

在进行水质监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

要求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法。首先，可以选择使用化学分

析、仪器分析等一些比较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能够

监测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质。其次，自动监测技术，该

技术需要将在线自动分析仪器融合自动化监测系统为一

体，科技化程度较高，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实现预报和

预警。再次，遥感监测法是一种使用遥感设备进行水环

境监测的方法，联动性较高，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远距离

获取水环境中的信息，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遥感技术与 GPS 技术融合，可以实现大范围的监测。

4.8 加大水资源保护宣传的力度

强化全员的节水意识是一项极具重要性的措施，应

充分依托现有宣传载体多途径宣传。此外，积极举办宣

传活动也非常必要，以更加富有趣味性的方式吸引公众，

使其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形成准确的认识，并

采取有效的水资源保护措施。根据地区的水资源状况形

成整体规划，采取全方位的管理措施。所制定的规划管

理方案必须适应地区现状，且积极寻求政府层面的支持，

享受相应的奖励补助政策，促进节水设施的配套化建设，

在夯实硬件基础后提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对于

农业用水浪费问题，政府应加强对节水理念和相关技术

的宣传。此外，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到基层水利工作中，

予以技术指导，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传授给基层群众，

使其掌握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水平。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生命之

源”，必须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监测工作，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多角度、多方面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和监测体系，

引进更多优秀的专业监测人员，尽可能地提升工作水平

和工作效率，为我国水环境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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