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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人们对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开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建设发展中，节能环保理念逐渐渗透到各个采样环节

中。为了更好的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做好环境监测工作，采用合理的监测技术和监测设备，能

够直观的体现出区域生态环境的实际发展情况，并通过收

集可靠的环境监测数据，探索当前的环境变化趋势，制定

科学的环境保护措施，提高区域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基于此，

要规范环境监测现场的采样工作，提高环境监测采用数据

的精准性和可靠性，通过深入分析环境监测数据，开展高

效的环境保护工作。

1 环境监测的基本概述
环境监测主要是测定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质量指标和数

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监测机构可以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对具有监测代

表的要求进行连续性监测和间断性监测。在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的今天，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通过判断环境质量与质量标准之间是否符合，来做好环境

问题的有效评价；其次，确定污染严重区域的管理对象，

并采取有效的防止措施对污染治理效果进行全面评价；再

次，做好环保设施运行性能的评价，为环境污染管理工作

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最后，需要对污染源的源头进行追

踪，评价其实际污染程度，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2 环境监测的现场采样
2.1 现场采样的常见问题

2.1.1 采样频率问题

在环境监测现场的采样工作中，要采取合理的采样方

式， 保证采集样品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区域的环境污染情

况，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在实际的采样工

作中，要严格遵守相关工作准则，做好样品采集频率的严

格把控。如果实际的采样频率较低，会导致所采集的样品

缺乏代表性。反之，如果采集的样品频率较高，会导致采

样人员的工作负担家中。此外，采样点位的选择也是非常

关键的，在采样时间和环境相同的条件下，采样样品呈现

出的污染物参数也存在明显差异。所以，要结合实际情况，

确定好采样点位。

2.1.2 自然条件问题

在环境监测工作中，采样现场多是室外环境，这就避

免不了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且自然环境的多变性，也是

难以进行把控的。例如，在水环境监测现场的采样工作中，

河流附近区域环境的不稳定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水质的监

测采样工作质量，尤其是在河流区域或者流域岸边进行集

中采样时，采集到的样品会存在更大的误差。此外，采样

区域中不同的地形地貌结构，也会直接影响到空气环境和

噪声环境采样的效果，导致实际的监测结构不准。

2.2 现场采样的注意事项

2.2.1 水质采样的注意事项

2.2.1.1 采集过程的规范

目前，在地表水体的监测过程中，多是利用瞬时采样

方法，其实际采集水样的数量需要按照技术人员的分析次

数和质量控制来确，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保证水样

还有剩余。而且，水样在采集过程中，需要对采样点位进

行准确的定位，保证水质检测结果的代表性。但同时，在

这个过程中，采样技术人员需要避免搅动水底的沉积物。

同时，针对生化需氧量和有机污染物进行检测分析时，

采样技术人员在实际的采样过程中，不仅要将采样容器盛

满水样，还需要在容器的上部位置不预留出水封口。而针

对油类物质和硫化物质进行检测分析时，需要单独的进行

水样采集，并在采集之前利用水样对容器进行冲洗。如果

水质样品中含有沉降物质，需要在化验之前进行分离。

此外，在水样采集之后，需要在采样容器上标注清晰

样品的采集时间、采集地点、采集人员、监测项目等内容。

而且，针对整个采样过程是需要填写好相应的样品采集记

录，从而保证样品检测结果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水质样

品采集完成时，需要将采样计划、填表数据、采集样品进

行反复核对，保证所采水样的准确无误，否则需重新采样。

2.2.1.2 运输的保存方式

在水环境的监测分析过程中，样品运输环节是重要组

成。如果在运输过程中使样品受到了污染，会影响化验分

析结果的精准性。所以，在进行采样样品的运输时，需要

仔细检查容器盖子是否拧紧。而且，在将样品装箱运输时，

需要将样品容器之间利用泡沫和废旧报纸进行空隙的填充，

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止因路途太远和道路颠簸而导致样品碰

撞发生损坏。

此外，在进行水质采样样品运输时，需要委派专人负

责填写好水样质量保证卡片。而且，当水样运输到实验室

进行化验分析时，需要及时转交给实验室内的工作人员，

并办理好相应移交手续。针对不同的样品需要根据相关要

求明确存储的时间和条件，其中含有酸碱物质和悬浮物质

的水质样品需要在 0℃ ~4℃之间进行保存，其他的只需要

在室温下保存。

2.2.2 大气采样的注意事项

2.2.2.1 采样容器的气密性检查

在大气采样过程中，如果大气样品的（下转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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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酯以及碳酸甲乙酯来制备电解液，其溶剂比例为 4:3:3，

然后将正负极外壳、正负极垫片、正负极片、弹片、隔膜

以及电解液等按照特定的组装顺序组装为扣式电池，然后

对该扣式电池进行测试，采用的测试仪器为电池测试系统

和高低温试验箱，测试过程中将测试电压设定为 4v 左右，

其电流密度设置为 0.5c，将测试温度设置为 -10-20℃。

2.2 不同条件对 DEFC 收率的影响

2.2.1 不同温度下 DEFC 收率的变化

分别在不同反应温度下研究 DEFC 收率情况，选择该反

应能够进行的最低温度进行研究，投入的 DEFC 为 1mol， 

再投入 1.5mol 的氟化钾，400g 的碳酸二甲酯溶剂，然后

不断搅拌并改变反应温度，探究不同温度对 DEFC 收率的

影响。反应结果表明，当反应温度为 50℃以下时，反应进

度极为缓慢，难以推进；当反应温度达到 80℃左右时，

DEFC 收率最高，这时收率达到 5.5% 左右，再进行生物，

该收率开始逐渐下降， 因此可以判断出该反应的最适温

度。

2.2.2 不同相转移催化剂下 DEFC 收率的变化

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将反应温度调到最适温度 75℃，

同样选择反应实验投入 1molDEFC，再投入 1.5mol 的氟化

钾，400g 的碳酸二甲酯溶剂，然后选择不同的相转移催化

剂进行催化反应，观察催化剂对 DEFC 收率的影响。反应

结果表明，若不适用相转移催化剂，则该反应进行十分困

难，其收率也仅为 5.5%；若是使用相转移催化剂进行催化

反应，DEFC 收率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在几种不同

的相转移催化剂的反应中，甲基葫芦脲的催化效果最佳，

它能够使 DEFC 收率提高到 56% 左右。

3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研究电解液添加剂氟代碳酸二乙酯的

合成及其性能，本文采用实验法来进行研究，在相应反应

条件下生成了加氟的氟代碳酸二乙酯，并研究了其结构的

相关性能。由本文分析可知，合成氟代碳酸二乙酯使用的

最适相转移催化剂为甲基葫芦脲试剂，该反应的最适温度

为 75℃，改良合成后的氟代碳酸二乙酯使用温度范围得到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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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41 页）采样浓度较高，可以采用塑料气袋、注

射容器等形式，直接对大气样品进行采集。在现场采样之

前，为了防止其他气体混如进容器中，或者防止采样容器

出现漏气问题，需要做好气密性的检查工作，保证采集样

品的可靠性。

2.2.2.2 样品运输环节质量控制

采样技术人员在现场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不同的采

样样品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保存。如果长时间的放置

采样样品，会受到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化学因素等诸多

方面的影响，导致样品的实际浓度发生明显变化，严重影

响了检测分析结果的精准性。同时，保存样品的容器材质

也会适当的吸收掉样品中的组成成分，这就需要技术人员

选择合适的储存容器，再通过避光存储以及冷藏保存，并

且，样品在送进实验室之后，如果不及时测量，需要将其

保存在 4℃的冰箱中。

2.3 土壤采样的注意事项

我国地域辽阔，土壤的性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

事先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具体的土壤环境监测工作中，

针对采样点的实际选择，要选择土壤类型鲜明的地区，且

该地区的地形较为平坦，拥有良好的植被覆盖，这部分土

壤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常情况下，采样点的布设工作

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土壤采样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的。所以，

在土壤环境采样工作中，最好是采用全面采样方式，根据

采样目的和实际污染情况来布设采样点位。而且，在采样

过程中，要详细的记录下土壤剖面的形态，并利用具塞磨

口玻璃瓶、具塞无色乙烯塑料瓶、特制牛皮纸袋来装取样

品。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环境监测现场采样过程中，采用的采样

技术、采样方式、仪器设备的不同，都会导致采样质量支

架存在较大差别。所以，整个采样环节都要立足于实际情

况，根据不同的检测项目和采样需求，有针对性的对采样

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采用有效措施做好采样问题的处理，

严格遵循相关采样注意事项，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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