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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从我国目前的环

境理念可以看出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水质检验

工作的内容以及工作的效率等都对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

性管理和疾病的相关控制以及我国自然环境的污染治理

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水质检验工作中对数据的

处理以及数据的准确性，对于水质检验整体的检验结果

和水资源管理的工作规范程度，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在水质检验的实际过程中，相关人员难免会出现

一些数据误差，这样的话就会给水资源的管理工作造成

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够保证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准确

性，一定要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施来尽可能的去减少水

质检验工作中的数据误差，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水质检验

的准确性。

1 水质检验中的数据误差出现原因
在水质检验的过程中，由于相关人员检验结束后检

验所得到的测定值与实际水质的真实值之间的差值被叫

做误差。如果实际水质的真实值比相关人员检验得到的

检验值小的话，这个误差被称作是正误差，反之被称作

为负误差。在对水质检验的实际工作中，出现误差是不

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测定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值可以通

过检验技术的提升以及水质检验工作人员的正确检测来

对其实现不断的减少。在水质检验所得的数据中，根据

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将误差分为三类，即可测误差、偶然

误差以及过失误差。在此我们对这三类误差进行分析。

1.1 可测误差

一般来说，水质检验工作中最常见的也是最有规律

可循的误差被称作是系统误差。系统性的误差出现是无

法避免的，并且这种系统性的误差会在同一系列水质检

验工作中反复出现的，而且这种同类误差产生的原因一

般都比较固定。这些固定因素主要是指水质检验过程中

所使用的检验工具，检验工具造成水质检验过程数据出

现系统误差。检验工具引起的系统误差，一般来说砝码

是比较常见的。如果称量人员在进行称量之前没有对砝

码进行相应的校正，那么砝码就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当使用这些砝码进行称量的时候，这些不精确的砝码就

会导致数据误差多次出现。但是这种检验值与真实值之

间的差值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出现改变。

并且由于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可测误差也会因此出

现不固定的情况。比如对浓度进行测量检验的过程中，

溶液会伴随着外界空气的变化从而使自身体积出现变

化，但这种变化能够通过标准规律来降低。但是无论是

固定的或者是不固定的误差，在对其进行检验的过程 

中，只要能够做到细心的进行检验或检查，就一定会尽

快的发现问题出现的原因，这样的话就能够通过规范和

校正的方式将不固定或是固定的误差尽可能的减少到最

小的范围之内。无论是由于环境原因，或者是由于称量

原因而引起的误差，只要能够改良优化检验仪器的精确

度，规范相关人员检验时的实际操作，这样的就可以提

升检验工作操作的准确度，降低检验中所出现的误差。

对于系统误差，工作人员对最终数据进行审核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误差，首先应该考虑系统误差，如果不是系统

误差的原因，那么在考虑其他误差的原因。总之，在检

验工作开始前，应该对仪器等进行校准，比如说砝码的

校正等，从而减小误差。

1.2 偶然误差

在水质检验工作中，周围的环境出现变化以及检验

人员在检验过程中的具体检验操作步骤等都可能对水质

检验所得到的检验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水质

检验所得的数据出现误差。而且这种误差不会因为检验

人员在对水质进行检验时的正常操作以及内外环境因素

相同而消失，这种误差一般都是不固定的，在对水质进

行检验工作的时候也不容易被发现。例如：检验过程中

的温度、湿度等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数据误差。偶然误差

的存在很难被工作人员发现，并且很难控制，对结果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

此，在水质检验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该引起重视，对

检验的环境、温度等进行严格的监测与控制，尽可能的

减少检验过程中的误差。

1.3 过失误差

在水质检验工作中出现的过失误差，往往与检验人

员的专业水平高低以及检验人员的操作是否规范紧密相

关。水质检验工作中的检验人员在检验过程中，如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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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所使用的仪器清洁程度和干燥程度忽略了的话，仪

器就会因为存在参与的物质从而影响到水质的检验结

果，从而使得水质检验的检测结果所得到的数据准确性

降低。或者是水质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使用了错误的

指示剂和试剂的使用量过多或过少的话，甚至是检验结

果记录错误等情况也是导致水质检验数据误差的直接原

因。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重大的过失性误差，水质检验检

验人员需要有着较高的专业素质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及

在检验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我国相关规定来进行科学的

操作。在实际的检验工作中，工作人员还应该对器具、

试剂等进行反复的检查，确保其符合检验的标准与条 

件，从而减少误差。工作人员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严

格的检查，从而及时的发现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且

进行改正，从而避免个人失误对最终结果产生太大的影

响。

2 减少数据误差的处理措施
在水质检测的实际过程中，出现误差是难以避免的，

这样的话就会对水质的最终检验到的结果有一定的影

响。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减少误差所造成的影响，以

此来保证水质检验所得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就

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来防止和处理这些数据误差。

在此提出几个解决措施。

2.1 有效数字

为了能够使水质检验所得到的结果尽可能的接近实

际数据，要求在水质检验的过程中要对数据进行正确的

计算与记录。所记录的数据不仅要能反映出数量的大小，

还要能够反映出水质检验所得数据的准确度。在读取数

据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多人读取的方式，从而保证数据

的精确性，在进行水质检验的过程中，还可以对其进行

多次的记录，最大程度的保证水质检验结果的精确性。

比如说：在进行滴定管数据读取时，应该多次读取、记 

录，并且注意每次读取数据的时候都应该保持实现与滴

定管中的液体凹面相平，且从滴定管之上读出的体积数

据应保留小数点后 2 位数字，而第 2 位数字应该根据以

往实际经验相对准确地估测，不可因为避免误差就省去

小数点后第 2 位数字。然后根据经验以及对测量数据的

处理规范程度和多数检验结果无误后，去中位结果从而

作为最终检验数据。在对数据读取以及记录中，最后一

位数字的估测并不是随意捏造的，也不是引起数据误差

的根源，相关人员根据丰富的测量结果以及数据处理经

验来对最后一位数字进行准确估测是避免数据误差产生

的重要方式。

2.2 结果分析

对于水质检验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时，需要水质检验

的专业人员对于水质检验的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这样的话在实际检测的过程中，就会对一些异常数

据的出现非常敏感，就可以快速的分析异常数据所产生

的原因，就可以将不符合数据变化趋势的明显错误数据

消除。在找到数据产生误差的原因之后，相关工作人员

应该对原因进行记录并且引起重视，将其作为借鉴，从

而避免在下次进行检验时出现同样的错误，保证水质检

验结果的精确性。水质检验人员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需

要对水质检验中的误差进行科学的处理，并且进行经验

的总结，这样就可以在下一次的检验中灵活地选择数据

处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来全面地提升水质检验监测水

平。

2.3 注意器具以及试剂的选择

为了保证在检验数据的过程中出现失误，需要选择

合理的器具以及试剂。在选择器具时，首先需要对具体

的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理的器材，因

为器具中的微量元素种类不同，为了避免对水质检验的

结果产生影响，需要保证器具的选择合理。其次，在水

质检验工作时，需要将器具给清洁干净，避免器具中残

留的一些元素对水质检验的结果产生影响。应该确保器

具对溶液的吸收已经达到饱和，从而保证谁知检验结果

的科学性。在清洁干净之后，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校准测

量仪器。只有经过校准的测量仪器才能够测量出较为准

确的数据，避免误差过大。在选择试剂时，首先，需要

使用同一种试剂，从而降低误差。其次，要保证试剂中

所存在的杂质符合实验的标准，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进行选择。在配置试剂时，应该确定试剂的温度，在室

温下进行。在水质检验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佩戴好

手套，避免手对溶液产生污染，影响水质检验的结果。

3 结语
综上所说，对水质的检验所得到的数据出现一定的

误差是难以避免的，不同程度以及不同原因所造成的误

差都是不可避免的。水质检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可以对水资源的环境起到很好的监控作用，从而保证人

们的正常用水。但是在进行水质检验的过程中，存在着

系统误差、偶然误差、过失误差等。有些误差是无法避

免的，但是有些误差却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避免的。

因此在水质检验的过程中，检验部门对于不同环境下的

水质检验工作选择契合的数据处理方法和监测方法，尽

可能的减少由于主观因素所引起的测量误差。从而积累

相应的经验，从而学会如何处理由于环境因素和客观因

素所引起误差的具体情况，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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