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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master the dynamic sit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ake targeted measures. Soil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field sampling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monitoring. However, in actual sampling, the quality 
of	sampling	is	affected	by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unreasonable	monitoring	point	and	inadequate	control	of	sampling	frequenc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ster the main points of on-site sampling work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rol work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on-site	sampling.	I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paper,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field	sampling	of	soil	monitoring	
in	the	past	are	mainly	analyzed,	the	main	point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are	analyzed,	and	several	effective	control	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help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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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中土壤现场采样要点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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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中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开展环境监测掌握环境动态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土壤监测是环境监测中
的重点内容，开展现场采样工作也是监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实际采样中，由于前期工作准备不足、监测点位不合
理、采样频率控制不到位等从而影响到采样的质量。因此，需要掌握现场采样工作要点，加强管控工作的建设，才能保证
现场采样的质量。在论文的研究工作中，主要分析以往土壤监测现场采样中的各类问题，分析现场采药要点及注意事项，
提出几点有效的管控措施，以期为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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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结合实际可行性的研究。

1 引言

在环境监测样本采集工作中，样本的真实有效性对制

定环境保护策略尤为重要。通过合理设置采样点位，采取恰

当样本，使采样工作更具有代表性，真实反映具体情况，才

能掌握环境污染的具体信息，因此在采样工作中需要做好前

期准备，了解现场实际情况，合理设置采样点位，加强对现

场环境的把控，落实各项工作要点明确注意事项，有效控制

影响因素，提高土壤现场采样的质量。

2 环境监测中土壤现场采样监测存在的问题

2.1 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
在土壤环境监测工作中，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

科学合理的监测计划，加强对各环节的把控，才能实现预期

的目标，然而在实际的一些项目中，前期准备工作并不到位。

在现场勘察工作中相对随意，收集到的信息不够全面，因此

并未制定详细的现场采样实施方案。而且，一些环境监测项

目，缺乏一定的质量监督意识，并未认识到在现场采样工作

中存在的各类影响因素，因此前期制定的一些计划制度等并

不全面，存在诸多漏洞，也会影响到采样工作的顺利进行。

2.2 监测点定位不准确
监测点是现场采样工作的重点，通过现场环境调查了

解实际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监测点，保障采样质量。然

而在实际项目中，监测点的定位不够准确。前期搜集资料不

全面，导致监测体系建设不健全，选择的点位缺乏代表性。

在选择一些点位时并未综合分析气象、四周设施和排污口位

置等诸多的因素，影响最终的监测数据，无法为后续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1]。

2.3 自然环境影响
环境监测工作的地点一般在户外，因此也会受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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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影响因素有空气湿度温度，风的方向，降雨量

等，这些会影响到现场采样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会对样本质量

产生影响。在现场工作中，需要加强监管工作，有效把控各

类影响因素，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然而一些项目并不重视

监管工作的建设和落实。尤其是在现场采样工作中，一些监

管工作不到位，难以及时排查各类影响因素，从而影响到环

境监测的现场采样工作。

2.4 采样频率
采样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也会受到采样频率的影响，

如果频率相对较高，就会增加数据产生误差。而如果频率比

较低，数据不足，那么就无法发现环境中的具体情况。一些

项目在前期工作调研不足，制定计划缺乏全面性，难以控制

一个有效的采样频率，从而使得现场采样工作出现问题。

2.5 人为因素影响
监测人员的综合素质也会对现场采样工作产生一定影

响，一些监测人员缺乏责任感，自身专业能力不足，在现场

采样时并未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导致样品被污染，质量

不达标等等。而环境监测项目也缺乏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现场

监管机制，忽略对监测人员的监督管理，在现场采样时，一

些监测人员缺乏相关技能，未规范使用仪器设备，灵活处理

现场的突发问题，也会影响到监测环境的质量。在现场工作

中还需要做好原始记录，客观描述土壤的现状，填写相关信

息，而一些采样人员并没有第一时间记录采样点位现场的各

项信息，包括点位信息，采用时间土壤性状等，导致无法判

断土壤的真实污染情况，影响后续工作顺利进行。

2.6 器皿原因
在采样的过程中，监测项不同，所使用的采样方法不同，

而对盛放采样样品的器皿也有一定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

如果选择器皿不妥当，导致器皿和监测因子之间发生物理或

化学反应，样品中的污染因子流失，导致样品不再具备代表

性，为现场采样工作带来了损失，也有可能影响后续实验室

工作效率。

3 环境监测中土壤现场采样要点及注意事项

3.1 点位探测技术
正式开展采样前需要监测人员对现场开展全面探测工

作了解实际情况。首先使用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测量仪和全

站仪等设备，开展监测工作，确定采样位置离地面的具体高

度，确保钻孔位置和地面高程的精准性。其次，使用地下金

属探测仪，精准测量点位，确定钻孔位置周围没有电缆管道

等，为后续作业提供一定的保障。通过综合使用这些技术设

备，了解现场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点位的设计。结合现场

状况，进一步调整工作方案，选择恰当的采样技术设备，提

高工作效率 [2]。

3.2 土壤样品采样
前期勘察工作结束后确定监测点位，然后进行土壤样

品的采样工作，需要遵循相关指南进行操作。首先采样人员

根据方案和现场实际情况提前准备相关设备包括现场快筛

检测设备、采样工具和应急物品，做好分配工作，并讲述现

场的注意事项，规范采样人员的具体操作。根据不同类型的

监测项目，选择恰当的采样工具。例如在 VOCs 监测项目中，

需要使用一次性非搅动 VOCs 土壤采样器挖掘土壤样品，

快速装入到提前承重的样品瓶，然后进行保存。如果进行其

他污染物因子的样品采集工作，需要使用采样产品转移至广

口棕色样品瓶中。在采样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剔除其中的碎石

块等杂物，采样结束后，封闭好容器，避免出现交叉污染的

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土壤进行取样，需要采取分层处

理的方式。一般分为表层采样和深层采样。按照技术规范的

要求，0~0.5m 范围内是表层土壤取样范围，0.5m 以下是深

层土壤取样也需要进行分层采集，采样间隔不超过两米。如

果该区域内污染严重，则需要增加样品的数量。分层采样工

作中层层收集需要标注清楚，了解每层具体情况，真实反映

土地监测状况。

3.3 样品保存与流转
采用结束后，需要做好样品的保存和流转工作，根据

不同检测项目的要求，添加不同的保护剂，能够提高样品的

保存时间。采集样品结束后，放入保温箱中，尽快送到实验

室。而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采样人员填写运送单，包括样

品名称、采样时间、检测指标等多项内容，在交接的过程中

做好样品质量的检查工作 [3]。

4 环境监测中土壤现场采样监测管控措施

4.1 做好采样前的准备工作
环境监测中土壤现场采样的质量需要符合预期目标，

才能确保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需要加强对整个现场采

样的质量控制工作，项目负责人需要转变传统观念，重视对

各环节的把握，尤其是在前期资料的收集工作上。在前期准

备工作中需要全面掌握土质环境、气候、周边设施等诸多内

容，因此提前安排好负责人员，通过现场实地勘查、网络平

台等多个途径，收集各方资料，了解现场实际情况。其次，

结合这些内容，制定详细的采样计划，合理安排岗位划分具

体职责，明确采样目标和相关规定。选择科学的采样方法，

确保方案更加合理，具有针对性 [4]。

4.2 合理设置点位
在采样工作中需要合理设置点位，确保监测点位具有

代表性，从而保障涉及的样品质量。首先要结合前期收集到

的资料，充分把握现场确定一些污染源的主要分布情况，从

而选择恰当的采样点位。其次，在相关设备的辅助下进一步

优化采样点分析采样点是否科学合理。若周围环境中存在诸

多污染源，则需要根据监测项目选择恰当的采样方法，确保

样品有效。此外，在采样工作中还需要规范采样流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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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按照流程进行操作，采样前需

要对监测仪器进行维修保养，确保仪器设备能够发挥作用，

不会对采样工作产生影响。

4.3 加强现场监管
在土壤环境监测工作中，需要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

现场把控工作，有效排除各类影响因素，保障采样质量。首

先，需要根据现场的质量，要求制定合理的监督方案，安排

相关人员明确具体职责，开展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并做好专业

指导工作。其次，开展现场巡查。检查现场周围环境，尤其

是一些重点区域，判断现场存在的影响因素。有效控制自然

环境等的影响，保障样品质量。最后，需要根据相关采样

技术规范要求，制定现场检查记录表。在现场排查工作中，

加强对采样人员的监督管理，要求各个环节符合技术规范，

对每个地块进行质量监督工作形成检查记录，做好记录的保

存，便于后续的管理。

4.4 控制采样频率
控制好采样频率，确保采样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和精确

性。为此需要进一步细化采样工作，制定各位合理的计划，

时刻提醒现场的采样技术人员，开展规范工作并控制好采样

的频率。同时还需要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在先进技术设备

的支持下，根据不同检测项目的需求进行采样，提高检测

效率，加强质量控制工作，确保现场监测结果的可信性和 

合理性 [5]。

4.5 提高人员素养
在实际采样工作中，还需要考虑到监测人员这一人为

影响因素，需要提高采样者的综合素养，满足采样工作需求。

为此，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健全培训体系，做好对采样者的

教育培训工作，使其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采样技巧，明确

主要的规范，树立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在采用

的工作中能够遵守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发现问题也

能及时上报，有效控制采样质量。可以派遣具有丰富经验的

专家到现场讲解相关知识，对一些先进技术设备进行恰当的

指导，发挥先进技术的优势，提高采样水平。最后还需要定

期开展考核工作，要求采样人员充分熟悉土壤采样保存流转

等的条件，掌握各项技术设备的具体应用，并具备一些先进

思想观念。通过有效培训和监督工作，能够强化采样人员的

质量控制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满足采样工作需求。

4.6 选择恰当器皿
在采样工作中，需要根据样品特点，选择恰当器皿，

进行有效保存。根据不同监测项目因子的要求进行保存处

理，并做好检查工作。例如，VOCs 监测项目需要选择针对

性的采样瓶，采样结束后，拧紧瓶盖，放在 4℃以下的保温

箱或冷藏箱进行冷藏。其他污染因子可以选择广口棕色样品

瓶进行田庄保存。采样结束后及时对其进行密封处理，检查

气密性，保障样品的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现场采样工作是环境监测中的重要循环，

在土壤环境监测中需要加强对现场采样的质量监督工作获

取高质量的样本，满足后续工作需求。在实际工作中又需要

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获取全面的数据资料，合理设置监测

点位，控制采样频率，选择恰当的方法，进一步优化采样计

划。还需要加强现场监管机制的建设，做好对各环节的把控

有效排除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同时做好人员培训，督促采

样人员遵守规章制度，规范自身的操作，逐步提高现场的技

术水平，确保采样结果更加真实可靠，为土壤环境监测提供

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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