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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监测旨在快速响应突发环境事件，评估污染状况，

为应急处置提供科学依据。污水采集采样及保存是其中的重

要环节。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污水排放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通过污

水采集采样及保存，可以及时发现污染源，采取措施减少污

染损害。

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目的和背景



    

污水采集采样及保存的重要性

获取代表性样品
正确的污水采集方法能够确保所取样

品具有代表性，真实反映污水的水质

状况，为后续的分析和评估提供准确

数据。

防止样品变质

合理的保存措施能够确保样品在运输

和保存过程中不发生变质，保证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

为应急处置提供依据

通过污水采集采样及保存，可以迅速

了解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情况，

为应急处置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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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监测任务和目标，了
解污染源、污染物种类、
排放规律等。

调查目的 布点原则 现场记录

根据污染源分布、地形地
貌、气象条件等因素，合
理设置采样点，确保样品
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详细记录采样点位置、周
围环境状况、采样时间等
信息，为后续分析提供依
据。

030201

现场调查与布点



根据采样需求和污染物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器
具，如聚乙烯瓶、玻璃瓶、不锈钢瓶等。

采样器具种类

确保采样器具清洁、干燥，避免交叉污染。对于
需要现场固定的样品，提前准备好固定剂。

器具准备

对采样器具进行标识，包括采样点名称、采样时
间、样品编号等信息，以便后续识别和管理。

器具标识

采样器具的选择与准备



第二季度第一季度 第四季度第三季度

采样量 采样深度 避免扰动 现场固定与保存

采样过程及注意事项

根据监测项目和分析方

法的要求，确定合适的

采样量，确保满足分析

需求。

对于不同深度的水样，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

适的采样深度，以反映

水体的真实状况。

在采样过程中，应尽量

避免对水体产生扰动，

以免影响样品的代表性

。

对于需要现场固定的样

品，应及时添加固定剂

并妥善保存。对于不同

种类的样品，应采取相

应的保存措施，如冷藏

、避光等，以确保样品

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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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污水保存剂包括酸、碱、
氧化剂、还原剂等，应根据待测
物质的性质和分析方法的要求选

择合适的保存剂。

保存剂种类
保存剂的浓度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以确保污水样品在保存期间
不发生变质或损失。

保存剂浓度

保存剂可以通过直接加入污水样品
中或者通过浸渍、喷涂等方式添加
到采样容器中。

保存剂添加方式

保存剂的选择与使用



保存温度
污水样品的保存温度应根据待测物质的性质和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设置，一般

应控制在4℃以下，以避免微生物繁殖和化学反应的发生。

保存时间
污水样品的保存时间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一般不宜过长，以免影响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在保存期间应定期对样品进行检查，如发现变质或损失应及时

处理。

保存温度与时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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