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县级环境监测网络  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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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健全县级环境监测网络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指出了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要以健全的环境监测网络为

基础; 提出了县级环境监测网络应由环保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及排污单位组成, 并通过建立网络管理模型、制定工作方案、

组织业务培训、实施网络运行等措施, 使其在总量控制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保证全面实施总量控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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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全县级环境监测网络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

111  必要性
县级环境监测网络是环境监测体系的基本组

成部分。在我国环境保护系统内, 国家、省、市、县

四级环境监测网络早已建成, 且运行机制日趋完

善。但是在县级,由环保部门、企业主管部门、排污

单位组成的监测网络还很不完善, 与实施总量控制

计划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 建立健全县级环

境监测网络尤为迫切和重要。

11111  为总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完善的监测网络是实施总量控制计划的重要

手段。建立以县级环境监测站为中心、以企业监测

站为基础的监测网络,能够及时掌握区域内污染物

的排放状况、变化趋势和污染源排污总量,为制定、

分配和控制区域总量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11112  协助实施总量控制

组建企业监测网络, 是缓解县站工作量大、任

务重和人员少、经费不足的矛盾。总量监测工作的

开展,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对县级站无

疑是一项繁重的任务。目前, 许多县级站的人员只

是中小城市监测站的 1/ 3~ 1/ 6, 但其工作量却接

近甚至超过后者, 其监测经费也严重不足, 很多仪

器设备较为陈旧。所有这些都制约着总量监测工

作的深入开展。建立和完善行业主管部门、排污企

业的监测网络, 能够弥补县站定期或不定期监督监

测的不足,协助县站实施总量控制工作。

11113  完善环境监测体系

健全的县级环境监测网络是完善国家环境监

测体系的需要。省、市、县的环保、行业、企业相结

合的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和发展, 无疑会促进环境

监测体系更趋完善, 能有力地推动总量控制工作的

开展。

112  基本条件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经济结

构差异较大,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相同, 因而

县级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 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况, 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1211  有软、硬件设施

作为网络牵头单位和技术中心的县级环境监

测站,应具备适合区域环境监测工作的软件、硬件

设施,并要有指导企业开展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11212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企业主管部门应积极参与网络建设,在网络中

应指导、协调和监督企业做好监测工作, 发挥其桥

梁与纽带作用。

11213  建立机构, 增加投入

排污单位, 特别是污染负荷在 80%以上的单

位, 应建立监测机构,增加投入,配合总量监测工作

的开展。

2  健全县级环境监测网络的程序和步骤

211  调查摸底,确定网络成员

对辖区内企业的排污状况、环境管理现状以及

监测工作的开展情况等进行调查摸底,建立企业网

络成员档案资料。根据县级网络的功能及承担的

任务,确定网络成员名单。确定网络成员时要做

到: ¹根据本区域工业结构和布局,合理布点,网点

疏密适中; º 污染负荷占全县80%以上的排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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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和排放第一类污染物质且排放量较大的乡镇企

业要列入网络内。

212  建立监测网络,确定管理模式

网络成员确定后, 应制定出有效的管理措施,

使监测网络成为有机的整体。县级环境监测网络

管理结构见图 1。

图 1 县级环境监测网络管理结构

213  组织培训,提高网络成员的监测能力

为了顺利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完善环境

监测网络的建设, 提高成员的监测能力和水平,必

须做好技术培训工作。县级环境监测网络培训步

骤见图 2。

214  制订监测方案

掌握污染源动态、提供科学有效的监测数据、

准确核定区域的排污总量是监测网络的生命所在。

在总量控制工作中, 监测网络要制订周密的监测工

作方案,其主要内容: ¹企业生产概况; º采样点位

布设; » 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数量、规律及去向 ;

图 2  县级环境监测网络培训步骤

¼确定监测项目、方法、频次等; ½质控管理, 数据

上报等。

3  充分发挥网络作用, 全面实施总量控制计划

311  合理分工,保证网络有效运行

网络成员的合理分工是网络有效运行的保证。

县环保部门要做好网络组织领导工作,企业主管部

门的环保机构(科室)要做好指导、协调工作, 融洽

环保与企业间的关系,县级环境监测站负责网络成

员的技术指导、业务培训与服务工作,企业监测机

构提供本单位科学有效的监测数据资料等。

312  利用网络优势,发挥网络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挥网络的技术服务作用,利用网

络提供技术资料。如:在实施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中,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环保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总量控制工作中, 核查污染源的排污申报内容、

治理设施处理效果提供有效的监测数据等。其次,

要充分发挥网络强化污染源监督监测的优势。如

对有毒有害和难于降解的污染物的监督监测,为集

中控制、合理分配总量指标提供监测资料等。再

次,要建立环境要素动态数据库,掌握区域环境质

量变化情况, 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

#简讯#

解振华局长到总站视察工作

1999 年 11 月 23日下午,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到总站视察工作, 重点了解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材料的准备情况,

并要求总站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¹ 各城市环境质量排序,并与世界各大城市比较; º 源解析试验室建设; » 城市空气质量日

报 API 指数各级间的分档工作; ¼北京市特殊污染天气的原因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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