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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了废水自动采样器应用现状% 根据废水自动采样器性能指标要求"分析了自动采样器在验收和使用过程中应
当重视的几个因素% 并通过系列的比对!调查"对机器采样和手工采样可能引起监测结果有所偏差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
讨"提出了解决这些偏差的一些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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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分析!自动监测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化信息自动化环
境监测技术也逐步趋于完备)#*

% 为满足环境监测
采样的及时性和监测的准确性要求)"*

"江阴市环
境监测站在全市%2 家污水处理厂及#- 家重点污
染源废水排放口安装了水污染源自动采样器"用于
排污企业日常监督监测!与在线监测仪比对监测等
工作% 尤其对在线监测仪数据的有效性审核中"自
动采样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验收和使用过程中
发现废水采样器数据存在偏差的问题% 现通过系
列的比对!调查"对自动采样器可能引起数据偏差
的一些因素"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

#!废水自动采样器应用现状
国家环保部于"$$\ 年颁布.水质!采样技术

指导/'G?-\-#"$$\("对自动采样设备的性能及
要求进行了详细阐述"于"$$6年颁布.水质自动采
样器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 'G?bV%6"#"$$6(

)%*

"

对自动采样器的技术性能要求和性能检验!选型使
用及日常校核等情况作了详尽的规定% 目前废水
自动采样器主要应用于&

'#( 代替手工采样"不仅节约了人力和时间"

还避免了手工采样时间受限!易受人为因素干扰等
局限$

'"( 用于在线仪比对监测"提高了人力资源的
利用率)-*

"而且能做到与在线仪监测时间完全吻
合"使比对结果更加真实可信$

'%( 用于辅助在线仪对排污企业进行监管取
证"有效避免了以往人工采样的不及时和企业采用
不法手段人为干扰水样真实性或对在线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等弊端%

"!水质自动采样器性能指标分析
水质自动采样器性能指标见表#%

"U#!采样成功率
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该仪器平台稳定性较

好% 同时"该设备具有状态提醒功能"可以及时判
断仪器所处状态% 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仪器设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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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数据传输!操作平台等运行维护方面的问题" 是影响采样器采样成功率的主要因素%

表#!水质自动采样器性能指标

项目采样量
误差

等比例采样
量误差

采样时间及
控制误差

机箱内温度
控制误差

采样垂
直高度

采样水
平距离

管路系统
气密性

平均无故障连
续运行时间

绝缘
阻抗

性能 r#$d #/d

%

%$ J及
%

$U#d

r" e

&

/ Q

&

/$ Q

%

7$U$/ [)1

&

# --$ 0b次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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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采样量误差
由于使用等比例采样或者混合采样时"采样量

的误差可能会导致监测数据的误差)/*

% 尤其是对于
排水水质不稳定的企业"不同时间点采集到的水量
不一致"就失去了等比例采样或者混合采样的意义%

"U%!采样位置误差
采样位置的误差是指手工监测与在线监测仪

器进行比对监测的过程中"利用自动采样器采集水
样"由于在线监测仪器和自动采样器采集水样的位
置在同一排污口有所不同"或者同一位置的采样高
度不同"导致所采水样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U-!管路系统污染导致的偏差
"U-U#!采样头污染

废水采样器采样头长时间浸泡在废水中"容易
使采样头结垢或产生青苔"从而导致所采废水与实
际水样存在一定的偏差%

"U-U"!管路污染
管路可分为外部管路和内部管路% 外部管路

是从采样头一直连到采样器的那部分管路% 这部
分管路尤其是靠近采样头的一端"同样是浸泡在废
水中的"时间长了"管路积附污染严重"清洗困
难)5*

"管路内外结垢或者产生青苔"会对所采废水
存在一定的影响% 内部管路是指机器内部的管路
及采样器的存水箱% 由于是用来采集废水"甚至是
原水"长期使用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

"U/!样品保存导致偏差
虽然采样器内部具备冷藏功能"而且基本上是

当天采样当天送实验室分析% 然而"由于采样器采
完样品以后在等待收样人员到达之前一段时间是
未盖瓶盖的"而手工采样在采完样之后则会立刻盖
上瓶盖"对于部分挥发性的指标'&G

%

7&(理论上
会有一定偏差%

%!偏差的解决与改进
%U#!采样成功率

就此采样系统而言"妥善的维护是保障采样成

功率的根本手段% "$#/ 年起"与仪器公司签订委
托运行维护协议"运维单位派专人蹲点定期维护!

及时维修"确保了仪器采样成功率%

%U"!采样量误差
在仪器验收过程中对设备的采样量进行了误

差检验% 同时"在运维合同中也明确采样量定期校
准的维护% 另外"在日常使用中如果需要采集混合
水样"在各时间点一次性采满/$$ QE"然后各时间
点水样按照同样的量进行混合"避免了采样量误差
带来的数据误差%

%U%!采样位置误差
为避免比对监测过程中采样位置的不同带来

的误差"将自动采样器的取水管路与在线监测仪的
采样管路设置在一起"并且保持同一高度"避免了
采样位置不同引起的误差%

%U-!管路系统污染导致偏差
虽然采样仪器配备连接自来水清洗功能"并且

系统自动利用所采废水进行" 次上水后排空的方
式进行管路清洗"但是仅仅靠系统自身对于内部管
路和采样头的清洗"理论上是不到位的% 对管路污
染的影响进行验证%

采样方法&手工采样和自动采样均采用.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水和废水采样方法"

采集瞬时水样%

分析方法&'X_采用.水质!化学需氧量!重
铬酸盐法/ '94bV##\#-##\2\(!氨氮采用.水质
!氨氮的测定!连续流动7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G?55/ 7"$#%(!总磷采用.水质!磷酸盐和总磷
的测定!连续流动7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

56$#"$#%(%

实验一&自动采样器管路将近# 年未做清洗
或更换% 操作自动采样器采集水样"同时进行手
工采样% 将" 个水样送实验室分析'X_"结果见
表"%

由于8#(企业所取水样为质量浓度在#$$

QDbE以内的排放水"由表"可见"机器采样所采样
#--#

第2卷!第5期 宋立新U废水自动采样器存在偏差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5年#"月



品的'X_分析结果普遍比手工采样结果略高"相 对误差为-d c#2d%

表"!'X_分析结果比对 QDbE

企业 8 4 ' _ ( , 9 G @ ?

手工采样 %2 2$ // -- /" #2" "%# -#2 "56 %6/

机器采样 -/ 25 5$ /$ /- #2/ "-" -$/ "5$ %55

相对误差bd #2 2 \ #- - " / 7% 7% 7"

!! ,#?企业所取水样具质量浓度在#$$ c

/$$ QDbE的原水或预处理出水"高浓度原水中因含
有较多的悬浮物"经过受污染或长了青苔的采样管

路时"部分悬浮物被过滤"导致机器采样'X_分析
结果有可能比手工采样结果略低"相对误差在/d

以内% &G

%

7&!V)分析结果比对见表%%

表%!&G

%

7&$V)分析结果比对 QDbE

企业 8 4 ' _ ( , 9 G @ ?

&G

%

7&

手工采样 $U"-- $U/$- $U5"" $U6$- #U"/ "U"5 %U%$ -U-# #"U2 "/U-

机器采样 $U"%2 $U/$- $U5%/ $U6#" #U"" "U"5 %U%% -U-/ #%U" "/U$

相对误差bd 7" $ " # 7" $ # # % 7"

V)

手工采样 $U#$\ $U$/5 $U#$" $U$"/ $U$\2 $U%"# -U56 $U2-# -U"2 5U$\

机器采样 $U##" $U$// $U#$/ $U$"/ $U#$$ $U%"6 -U6- $U2%5 -U%" 5U#/

相对误差bd % 7" % $ " " # 7# # #

!!从分析数据看"机器采样或手工采样对&G

%

7&

和V)结果影响不大"其相对误差均在%d以内%

实验二&对自动采样器内部管路用自来水清
洗"更换外部管路$用自动采样器采集水样"同时手
工采样% 将"个水样送实验室"同时分析'X_指
标% 分析结果几乎一致"相对误差在%d以内见
表-%

表-!'X_分析结果比对 QDbE

企业 8 4 ' _ ( , 9

手工采样 %2 /% 26 5/ #"2 "%" %2%

机器采样 %6 /" 25 55 #"2 ""\ %65

相对误差bd 7"U5 7#U\ 7#U# #U/ $ 7#U% 7#U2

%U/!样品保存导致偏差
一般设置采样后基本都是当天将所采样品取

回"故以下试验模拟了低温保存#" 0后"所采样品
的&G

%

7&结果变化%

实验三&同时以机器和手工采样方式进行
&G

%

7&样品采集"将手工采集的样品及时盖上
瓶盖放置"而机器采集的样品不加盖存放于采
样器内#" 0% 同时送实验室分析&G

%

7&项目"

结果见图# %

从分析数据看"所采水样不及时取出"在采样
器内长时间存放"&G

%

7&机器采样结果基本比手

工采样结果略低"相对误差在/d左右%

图#!&G

%

7&分析结果比对

-!结论与建议
'#( 以上分析的采样成功率指标!采样量误

差!采样位置误差!管路系统污染导致偏差!样品保
存导致偏差等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对废水采样器的
功能或者采样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影响$

'"( 尽量不要通过废水自动采样器直接采集
等比例水样"可采取在各时间点分别采样后进行同
比例手工混合的方式进行采集$

'%( 自动采样器采样头位置尽量设置在没有
回流的平直管道"尽量与在线监测仪的采样位置一
致"避免比对结果有所偏差$

'-( 在正常情况下"管路及采样头的污染"将
会影响'X_的监测结果% 对于悬浮物较少且浓度
较低的废水"机器采样较手工采样'X_检测结果

"下转第/#页$

#/-#

第2卷!第5期 宋立新U废水自动采样器存在偏差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5年#"月



种因素的影响"而文献和文章研究所基于的土
壤类型!理化性质) ' BG值!

'

'有机质( * !重金
属有效性都不尽相同"因而推算结果有一定的
差别%

表#$!江苏省农田土壤中'.环境质量标准建议值

农田土壤中'.环境质量标准 土壤BG值
/U$ 5U$ 6U$ 2U$

'总b'QD-WD

7#

(

单种水稻 $U%- $U-2 $U5\ $U\\

单种小麦 $U/\ $U6$ $U2" $U\6

稻麦轮作 $U%- $U-2 $U5\ $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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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U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94"65"#"$#" ) Z*U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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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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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相对误差为-d c#2d$对于悬浮物较多且
浓度较高的废水"机器采样较手工采样'X_检测
结果略低"相对误差

%

%d$

'/( 在正常情况下"管路及采样头的污染"对
&G

%

7&和V)的监测结果影响不大$

'5( 样品留于采样器内开盖保存较长时间容
易引起&G

%

7&结果的偏低"因此采样完成后尽量
不要让样品在采样器内存放过长时间$

'6( 妥善的维护保养是保障采样成功率的根
本手段"也是保证采样准确性的重要手段% 因此"

专业的维护保养!细致的管路清洗以及严格的考核
标准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机器采样和手工采样之
间的偏差)6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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