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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化验分析方法的应用及其质量控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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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质化验分析系统的检测模块及要求
水质化验主要应用自动化的数据处理模式，需利用信息化系

统综合、全面地处理各类管理运行数据，同时在系统的水质化验

过程中提高数据编辑、运行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在水质检测过

程中，应合理应对数据查阅、数据分析、数据统计方面的要求，依

据水质检测目标方向确立管理模块。其中，分析系统应包含以下

检测模式，重点在分析、校验、评估、诊断、修正的过程中提高检

测精准度[1]。首先，系统中需要进行基础信息的统计功能，统计内
容包括当地水质状况、检测周期、日期以及数据诊断结果，提高

不同项目的检测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整体检测应依据技术检测

规范进行比对分析。其次，在项目报表生成中，应该对各个周期

的水质报表及检验水质进行调研、查验管理，将各个装置的水

温、颜色、固体沉淀物、酸碱度、化学需氧量以及微生物指标含量

进行分析统筹，并在相应的检测报表中生成数据表单。表单项目

不仅应具有数据查询功能，还可对当地的水质功能进行评估，以

便能够反映出阶段性、周期性的供水状况。最后，自动化控制系

统可对表单的化验结果进行录入，依据数据导入状况进行标注，

标识出不合规的数据内容，方便管理人员及时修改运行数据，修

正不合规的存储信息，进而巩固整体基础数据的完整性。

2 水质化验检测方法的应用与实践
2.1 不同水质检测方法及要求
在水质功能检测中，可应用不同方式对不同水域的生化指标

进行测试，主体可应用平行分析对比、二次检测等措施进行监

控，具体要求如下：

（1）平行对比：平行对比检测可利用宏观的水质分析思路，统
计出该区域的水源生化指标，以便测试出水质功能。首先，数据

对比过程应采集同一环境、同一温度或同一状态下的水源指标，

给予全面、合理的测试采集工作，提高水样分布的均匀价值。其

次，为提高检测的精准度，需要检测人员搭建高质量运维结构，

可避免检测结果不精准的问题。例如水源上、下游的环境、排污

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就会致使检测结果偏差较大。由此可见，检

测分析过程应收集同一水平区域的水源质量，在必要的平行对比

中进行系统的观测统计工作，分析出当地水源的化学需氧量、总

氮等生态指标[2]。
（2）二次检测：二次检测可对同一样品状况进行多次校验评

估，故首次检测后应预留部分检测样品，待初次检验完毕后进行

二次检测。二次检测的目的主要以对比试验为主，即统计出试验

水源的生化指标，以便完善初次检测结果不精准的部分。需要注

意的是，该方法要求技术人员对同一片区的水源进行编号，确定

出检测点位的经纬度，可避免取样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另外，初

次、二次的水质检测间隔应控制在额定指标内，可避免水源环境

变化的负面影响，也能消除采样结果差异对水质的影响。

（3）对比观察：将当地的水质生化指标及试验样品的水质功
能结果进行综合对比、统计分析，并在过程中运用直观的分析校

验技术，对水体的质量进行监测，能够得到不同时间线的水质采

样数值。需要注意的是，该方法应用中需依据时间线对整体实验

数据进行统计工作，同时在相同地点设立对比控制方案，可逐步

提升样品指标数据的精准度。另外，为提高样品数据真实度，需

利用宏观的管控思想，尽量消除传统实验测试中的操作误差，再

运用真实的评价对样品数据进行统计，可提升样品的直观性价值。

2.2 水质检测及化验
水质检测项目较为复杂，故需要在相关监测系统或自动化系

摘 要：工业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建设，其中化工、矿业、航天产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随之产生的工业
废水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原因是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有机物以及氨氮物质，会影响当地的生活用水质量。 因此，
工作人员提高水质化验技术的应用强度，落实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提高水体的质量。 基于此，本文就针对水质化验检测
方法的应用及质量控制措施进行探讨。
关键词：水质化验；检测方法；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X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44（2021）04-0275-02

研究园地

275



大 科 技
2021年 1月

统统计过程中分析水质、颜色等指标，再运用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调控，进而提高化验结果的可靠性，具体包括以下要点：

（1）检测条技术：检测条化验主要应用一次性试纸条对水源
的生化指标进行统计，同时在自动化校验过程中分析出片区水

源的等级指标（A、B、C）。其中，技术人员应将待测试纸置于指定
水样中，以均匀、平稳的摇晃方式将水样与试纸相接触，并给予

必要的比较试验，可统计出各类检验项目的初始值，但该方法的

检测精准度不高，故仅能将该指标应用于初校试验过程。

（2）色盘技术：色盘化验可利用彩色对比分析的方式，将检测
水样置于指定容器中，运用塑料管统计盒子中的水样。检测前需

将几滴检验水样置于塑料管中，静置一小段时间后对盒子内的

样品进行测试，以便分析出水样的颜色图案。通过运用磁盘打印

的方式落实颜色效果图技术内容，同时统计水样的匹配要求，能

得到各类生化物质（石油、物体、氯化物含量）的指标。

（3）手持式数字检测仪技术：检测仪主要统计水样中的颜色
指标、光度指标以及水质状况，如可借助复合检测的模式统计各

类试验结果，再利用现场管理及网络监控方式统计、校准各类基

础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应利用远程化的数据监测模式，

以持续性统计的方式进行专家试验，从而完成整体试验流程。

（4）检测笔技术：检测笔可在溶解性总固体仪器的支持下统
计水域中的溶解性盐类物质指标（包括 Ca2+、Mg2+、K+等），同时可
在 TDS技术的自动化校验过程中分析出重金属物质的总体含
量，包括如 Cr、Pb、Cu、Au等指标。通过运用检测笔分析出金属单
质、离子以及盐类物质含量，可测试出水质的量化功能。

3 提高水质化验分析方法的质量控制措施
3.1 巩固实验试剂的质量
在水质化验过程中应统计出实验样品、试剂的水样质量，务

必参照实验室的规定开展校验工作。如需要规范运用实验试剂、

完善实验流程等操作，尽量控制管理、运行的误差。因此，检测人

员需正确选择实验药剂，分析药品的生产日期、厂家以及保质期

等参数，进而提高检测技术的精准度。一旦实验中选用了低质量

的药品时，管理人员应立即彻查药品来源，审核供应商的相关资

质，并给予必要的退换货处理。通过解决药品使用、损耗问题，设

定废水处理方案，可提高整体实验的流畅度，也能避免水质检测

干扰的误差。

3.2 提高放样样品的质量
在水源样品选择优化中，管理人员应核查采购、管理规定，依

据关联性的质量控制需求进行采购管理，同时配置高质量的采

购方案。首先，应选择近期的水质产品，尽量第一时间完成送检

工作[3]。其次，在实验室检测中，技术人员应选择高质量、高标准
的实验校验方式，细致的分析出样品取样地点及取样时间，减少

记录过程中的运行误差，统计各项技术是否符合额定要求，利用

科学化验优化处理方式缩小水质化验的过程问题。

3.3 加强实验操作监督及技术复验
做好实验操作流程的监督工作，利用可行性质量控制方案对

检测指标进行二次复验工作，能够缩小整体水质检测指标的误

差。因此，技术人员应当使用“标准分析法”测试实验数据、检测

技术、检测模式是否达到应用标准，若部分实验达不到应用标

准时，工作人员应利用前期所设定的项目标准开展分析。其中，

该方法需注意以下应用要求：首先，该方法应结合水质分析对

比措施进行；其次，需利用信息化技术确定检测指标及检测曲

线，统计影响物质浓度的响应值及其比值特征，以便得到与实

验相关的从属分析关系。再者，数据检验应尽量保证整体检验指

标的科学性，及时清除、优化不必要的检测项目或是错误指标，

以期消除数据泛滥、失真的消极影响。此外，指标统计过程应依

据相关检测技术、控制方法进行分析，明确各工作人员的责任与

义务，再为其制定系统的管制方案，进而提高整体复验数据的真

实度。

3.4 重视检验区域周围环境的控制
当地生态、环境、降水情况对水质化验工作有着直接性影

响，原因是空气、土壤中的微生物与重金属会干涉实验的精准

度。因此，技术人员应控制实验室内部的温度、湿度指标，依据水

质化验的要求进行统计工作，若部分指标存在运行、数据呈现

不合理的问题时，应使用自动化技术进行预警。例如实验室内的

湿度不达标时，可利用加湿器进行加湿处理，并运用净化器控制

实验室内部的细菌菌落数量。通过充分调控实验室内部的环境

生态功能，减低环境因素、外界真菌因素对水质化验的影响，给

予必要的内部控制措施，有利于全面提高水质分析的质量。需注

意的是，在水质化验中应注意统计、分析出仪器的标准误差，并

将各类实验误差控制在要求内，从而降低整体误差指标的消极

影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质化验分析过程中，应建立完整的质量控制

体系，依据现阶段所使用的检测技术进行统计、测试、总结工作，

能够及时解决传统质量控制的问题，也能在系统化、自动化的监

控处理中解决检测不科学的问题，进而提高化验分析的科学性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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