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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环境采样概述及其重要性



• 环境采样定义与目的
• 环境采样是从环境介质中收集一定数量的代表性样本，以进行实验室分析，从而获取有关环境污染物的含量、
分布和迁移转化等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评估环境质量、监测污染状况以及研究污染物的来源、传播途径和归宿
。

• 环境采样的常用方法
• 主动采样是使用抽气泵、采样器等设备，将环境中的气体或液体样本强制引入采样器中。
• 被动采样是利用扩散、吸附等自然过程，使环境中的污染物富集在采样器中。

• 环境采样的关键技术环节
• 采样点的选择对于确保采样结果的代表性至关重要，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污染物的浓度水平、空间分布以及环境
影响因素。

环境采样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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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采样的目的
环境采样是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
的基础工作，其主要目的是获取客观、
准确的环境信息，为环境管理和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采样的意义
通过环境采样，可以及时发现问题，
为环境污染防治提供重要依据。此外，
环境采样还有助于评估环境质量，为
环境保护立法和标准制定提供参考。

环境采样的目的和意义



环境污染物监测中的应用
环境采样技术用于监测大气、水体和土壤等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为环境污染防治提供科学
依据。例如，通过采集大气样品，可以分析颗粒物、气态污染物等污染物的浓度变化情况。

环境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通过环境采样技术，可以获取环境中的风险源信息，为环境风险评价提供基础数据。例如，在土
壤污染调查中，通过采集土壤样品，可以分析土壤中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污染物的含量及其
分布特征。

环境采样技术在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02 环境采样方案设计



确定采样目的和重点关注的污染物

在进行环境采样之前，需要明确采
样的目的，例如是为了评估环境质
量、监测污染状况还是研究污染物
的来源和归宿。同时，需要确定重
点关注的污染物，以便更有针对性
地进行采样设计。

确定采样范围，包括空
间和时间维度

在确定采样范围时，需要综合考虑
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特点。
空间范围通常需要覆盖研究区域的
主要环境敏感区和潜在污染源区；
时间范围则需要考虑污染物的季节
变化和长期变化趋势。

采样频率和持续时间的
确定

采样频率和持续时间需要根据研究
目标和污染物特性来确定。对于短
期和局部污染事件，可以进行高频
次、短时间的采样；而对于长期监
测和全面评估，则需要适当的降低
采样频率和持续时间。

确定采样目标和范围



• 根据采样目标和污染物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方法
• 采样方法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污染物的性质、采样目的和环境条件。例如，对于易挥发性或气态污染物，可以
选择被动采样或主动采样方法；对于固体或半固体污染物，可以选择刮取法或钻取法等采样方法。

• 选择合适的采样设备
• 采样设备的选择需要考虑其准确性、可靠性和操作性。对于气体采样，可以选择气体抽气泵、球胆等设备；对
于液体采样，可以选择塑料瓶、玻璃瓶等设备；对于固体采样，可以选择刮刀、钻机等设备。

• 采样设备的校准与维护
• 为了保证采样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对采样设备进行校准和定期维护。校准可以确保采样设备在测量范围内的准
确度；定期维护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选择合适的采样方法和设备



制定采样时间表和采样路线图

采样时间表需要明确每个采样点的采样时间和采样顺序；采样路线图则需要标注采样点的具体位置和交通路径。
这些计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以确保采样工作的顺利进行。

采样注意事项

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现场环境，避免破坏采样点及其周围环境；保持采样设备的清洁和完好；遵守当地相
关法律法规和采样规范等。

采样数据记录和整理规范

每次采样后需要详细记录采样时间、采样地点、采样方法、采样设备等信息，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这有助
于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后续的研究和分析提供可靠依据。

制定详细的采样计划和流程



03 环境样品采集与处理



熟悉采样区域的环境特点和潜在风险

在样品采集前，需要对采样区域进行充分的了解，包括其地理和地质特征、气象条件、生物多样性以及潜在的污
染风险等。这有助于制定更为合理的采样计划和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

检查采样设备和耗材的状态

在采样前需要对所有采样设备进行详细检查，确保其清洁、完好、校准准确。同时，需要准备充足的耗材，如容
器、标签、消毒剂等，以保证采样工作的顺利进行。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采样过程中需要接触各种潜在的有害物质，如化学品、病毒等。因此，采样人员需要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如防护服、护目镜、手套等，以保护自身安全。

样品采集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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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样品的采集方法
气体样品通常采用气体抽气泵、气体采样
罐等设备进行采集。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
意保持采样罐的密封性，避免空气的混入
影响采样结果。

液体样品的采集方法
液体样品可以采用塑料瓶、有机玻璃瓶等
设备进行采集。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避
免水样的扰动和污染，可以使用采样器进
行分层采样以获取更为准确的数据。

固体样品的采集方法
固体样品可以采用刮取法、钻取法等设备
进行采集。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样
品的损失和污染，可以使用无菌采样器进
行采样以获取更为准确的数据。

不同类型的样品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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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样品的预处理

在进行实验室分析之前，需要对样品进
行必要的预处理。预处理的目的是去除
杂质、分离目标物质、浓缩样品等，以
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密度。

02
样品的保存条件

为了保持样品的质量和完整性，需要对
其采取适当的保存措施。保存条件通常
包括温度、湿度、光照等因素，需要根
据样品的性质和分析方法的要求来确定。

03
样品运输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样品运输过程中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保护样品不受损失和污染。运输设备需
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光等条件；同时
需要遵循相关法规和安全规范进行操作
避免样品的风险。

样品处理与保存



04 环境样品分析方法



检测方法的类型与选择原则

环境样品检测方法可分为化学方法、
物理方法、生物方法三大类。选择
检测方法时，需考虑污染物性质、
样品基质、分析目的及实验室条件
等因素。

分析方法的准确性与可
靠性评估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需要对分析方法进行充分的验
证和评估。验证包括线性关系、检
出限、精密度、准确度等方面的测
试；评估则需要通过与其他方法的
比对和实际样品的测试来进行。

分析方法的标准操作程
序（SOP）

为了确保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和一致
性，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操作程序。
SOP应涵盖实验前的准备、实验操
作步骤、数据处理与报告等内容。

实验室分析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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