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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监测站在污染源监测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的主要任务是

对辖区内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监测工作质量进行监督, 以促进排污单位认真监测、如实申报, 保障辖区内污染源监测工

作的规范、有序运行, 并负责了解、掌握辖区内的总体污染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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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环保主管部门要对污染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必

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二是准确掌握污染源的排污状况。在日益强

调依法行政、科学管理的今天,准确掌握污染源的

排污状况就成为提高环保主管部门管理水平及效

能的迫切需要。掌握污染源的排污状况的主要途

径是对污染源进行监测。我国的污染源监测工作

走过了一个由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开展污染源调

查( 1985年的工业污染源调查以及其后的乡镇工

业污染源调查) , 到以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为主对

污染源进行监测,再到由排污单位负责对自身的污

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进行

监督的成长、发展过程, 并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污染源监测网络, 有了一套较为系统、完善的污染

源监测技术规范,为准确掌握污染源的排污情况奠

定了基础。

2  问题的由来

由排污单位负责对自身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

行监测,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进行监督, 这一新的

污染源监测工作机制已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所明确

规定。国家环保局于 1991 年颁布的5工业污染源

监测管理办法6规定: 各企业所设置的环保监测站

负责对本单位的排污进行检测,掌握本单位的排污

状况和变化趋势;环保主管部门环保监测站负责对

所辖区域内各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状况和处理设

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性监测, 掌握辖区内的排

污状况和变化趋势, 对各部门、企业监测站进行技

术指导、专业培训和业务考核。

问题在于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如何进行监督,

很多人往往把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在污染源监测

工作中的监督方法、途径局限在对排污单位具体排

污行为的监测上,把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为环境管

理工作提供的技术监督保障作用简化为定期向管

理部门提供一份污染源监测数据。一方面是环保

主管部门监测站报送的污染源监督监测数据,另一

方面是排污单位上报的检测数据,在实际工作中又

产生了如何取舍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监督数据与

排污单位上报的自测数据的问题。也有人认为, 既

然要发挥监督的权威作用,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的

污染源监测数据就要/一句顶一万句0,是管理部门

进行污染源管理的惟一依据;还有人认为, 两种数

据都要采用,但/身份0却要有所不同,环保主管部
门监测站的数据哪怕是一个,也要在污染物排放量

的计算、统计中占有一定的权重, 以体现监督作用,

于是又产生了占什么样的权重合适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等于要排污单位放弃自测,以强权

代替科学。随着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政策的贯彻

实施,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正成为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对其进行管理的主要依据。污染源排放的

污染物总量是一个累积量,是污染物排放浓度与废

水(气)排放量的乘积随时间的积分。因此,要核定

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就要求所依据的监测

数据能够反映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规律,而这是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几个监测

数据难以做到的,管理部门当然也就难以以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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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污染源进行管理的主要依据。再说, 在日益强调

依法行政、科学管理的今天,剥夺排污单位为自己

进行辩护的权利,也有违民主、公平、公开的基本原

则;如依第二种观点,与排污单位争/权重0,权重高

了同样只能说明专权,权重低了又失去对排污单位

的制约作用,因此,除了表明对往日尊严的追忆,丝

毫看不出于监督有何功效。这些都不是环保主管

部门环境监测站在污染源监测工作中发挥监督作

用的正途。

3  地位与作用

认真学习、研究我国的有关环保法规不难发

现: ¹ 对污染源具体排污行为进行监测仅仅是环保

主管部门监测站发挥监督作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

全部。 º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监督的对象应是排

污单位的检测行为, 而不是排污单位的具体排污行

为;排污单位负责对自身的排污行为进行检测,掌

握自身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浓度。环保主管

部门监测站在污染源监测工作中的地位是/监工0,

作用是促使排污单位认真检测、如实报告。所以,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应把自己从具体的排污监测、

排污计量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自身有限

的人力、物力, 紧盯排污单位的检测、申报行为,督

促排污单位认真监测、如实申报, 维持正常的污染

源监测工作秩序,充分发挥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的

监督作用。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在污染源监测工作中的

责任、担子并不因其不需直接负责检测各排污单位

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而减轻,事实上其所肩负的责任

将更加重大。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在污染源监测

工作中的任务将不再仅仅是每个月对各污染源进

行抽样检测,向管理部门报告相应的监测结果,而

是要履行起对排污单位的监测、申报行为进行监督

的职能,向管理部门提供的应是一份内容详实的监

督报告,监督报告应对各排污单位上报的污染物排

放情况进行分析、评判,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哪些单位的自测报告可信,哪些单位的自测数据有

疑问, 为什么等等, 并全面掌握辖区范围内的总体

污染物排放状况。这就需要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

对污染源监测工作从认识到方法都有一个根本的

转变,不再扮演机械的、具体的排污计量者的角色,

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发挥其对污染源进行监督的职

能,通过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这条纲, 牢牢控制企

业监测站这条网, 为管理部门的依法行政、科学管

理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4  发挥作用的方法与途径

实际工作中的污染源监测机制应当是:排污单

位根据环保主管部门、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的要

求,对其自身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 并定期

向环保部门如实报告;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通过各

种监督手段对排污单位的监测、申报行为进行监

督,审查排污单位上报的污染物排放检测结果, 并

将准确、有效的辖区内污染物排放情况报告环境管

理部门。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

履行其对污染源监测工作进行监督的职能。

411  规范排污单位的检测、申报行为

在对各单位的生产工艺、生产规模、原辅材料、

产品产量、排污规律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针对各排污单位的具体情况,根据有关监测技

术规范, 对各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检测工作提出具

体的要求, 如检测项目的选择、样品采集频次的确

定、采样点位的布设以及检测结果的统计计算等;

定期检查排污单位所用的检测方法、检测仪器设备

等是否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对各单位具体从事检

测、申报的人员进行定期技术培训、考核,以保障排

污单位的检测、申报行为有一个良好的技术基础。

412  对排污单位的日常排污检测工作进行检查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应不定期派出有经验的

技术人员对排污单位的排污检测工作进行检查。

检查内容可以包括监测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检测

工作质量保证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具体如样品采

集、保存、分析是否按有关规程进行;实验室环境,

分析所用试剂、器皿等是否符合分析方法的要求;

检测人员具体操作是否规范;检测记录的填写是否

完整;检测结果的计算是否准确等。重点是检查排

污单位的排污检测工作质量。

413  对排污单位的具体排污行为保持一定频次的

监督性监测

监督监测的方式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是连

续跟踪监测, 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有关单位污染

物排放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又发挥了环保主管部门

监测站的监督职能, 同时也是对排污单位保持威

慑, 促使他们认真监测、据实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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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3号钻孔各层土样的项目分析结果虽有

一些波动, 但多数呈现从上到下逐渐减小的趋势,

而 2号钻孔却出现反常情况,多数项目在 60 cm~

70 cm 处的值突然增大,且出现了最大值。这种情

况的出现可能与该处的土壤质地有一定关系。2

号钻孔 0 cm~ 40 cm 处是粉砂土, 60 cm~ 70 cm

处以下是亚粘土。粉砂土的渗透系数较大

( 10- 3 cm/ s~ 10- 4 cm/ s) ; 亚粘土的渗透系数小

( 10- 6cm / s~ 10- 9 cm/ s) , 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较容

易下渗通过粉砂土层,在到达亚粘土或粘土层后被

渗透率很小的粘土层阻截,而出现 60 cm~ 70 cm

处多数分析值突然增大的现象。此现象提示,粉砂

土很容易被污染物穿透, 不适宜做垃圾场底部的垫

层材料。

从表 2还可以看出, 1号钻孔多数污染物的下

渗深度一般在 30 cm~ 40 cm, 3号钻孔污染物的下

渗深度一般在 0 cm~ 10 cm。这两个钻孔所处的

土层状况相似, 但 1号钻孔处的垃圾堆放时间比 3

号钻孔处要长 8 年左右, 表明随着填埋时间的延

长,污染物的下渗迁移距离加大。

由于垃圾场下方土壤垫层主要由渗透系数小

的粘土和亚粘土组成,防渗性能好, 在垃圾场运行

后的 10多年里,污染物在粘性土壤垫层里的迁移

距离很小。该处厚达 12 m~ 16 m 的粘土层, 能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效地防止垃圾场内污水对

其地下水源的污染。

4  小结

通过对垃圾场底部土壤的现场调查发现,垃圾

场底部土壤浅层界面处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污

染物的迁移距离随填埋年限的增长而加大,需要采

取污染防治措施。在对垃圾填埋场选址和设计时,

选用渗透系数小的粘土层作为防渗层,可有效地阻

止或延缓污染物向下迁移。由于垃圾来源复杂, 污

染物种类多, 垃圾场内污染物对土壤和地下水源的

下渗污染会持续很长时间,有必要进行更全面、系

统、持久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方  满,刘  东.垃圾渗滤液中需氧有机物、病原微生物污染

物性的初步研究[ J] .环境保护科学, 1987, ( 4) : 15.

[ 2]  北京环境卫生科研所.城市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及其综合利

用[ M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1988. 144.

[ 3]  方  满,刘洪海. 武汉市垃圾堆放场重金属污染调查及控制

途径[ J ] .中国环境科学, 1988, 8( 4) : 55.

(上接第 8页)

414  对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重点攻关
如对某单位的上报数据有疑问、报告的污染物

排放情况与所掌握的情况有明显差异, 则可以在一

定时间内相对集中精力, 对其进行高密度的跟踪监

测;对该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检测、申报工作进行突

击、重点检查;对该单位的检测人员进行考核,找出

问题所在。对确属谎报的, 进行取证,并送交环保

行政主管部门, 提请依法对其进行查处。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工作, 环保主管部门监测站

一方面发挥了其在污染源监测工作中的监督职能,

保障了辖区内污染源监测工作的有序运行;另一方

面也能充分掌握辖区内的污染源监测工作质量,从

而科学、合理地采用排污单位上报的污染物排放检

测结果,准确掌握辖区内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变化

趋势,既为管理部门的科学管理提供了优质服务,

又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了其自身地位。

5  结论
环保主管部门环境监测站是被赋予行政监督

职能的技术监督机构,不是具体的污染源污染物排

放情况的计量者,其监督的对象是排污单位对自身

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的行为和辖区内的总体

污染物排放状况,而不是某个排污单位的具体排污

行为;作用是促使排污单位认真检测、如实申报; 为

管理服务的方式是掌握辖区内总的污染物排放状

况, 对区域内总的污染源监测工作质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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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轻便式甲醛浓度测定仪

日本����À ��开发的轻便式甲醛浓度测定仪,能短时间简便地测定引起大楼综合症的甲醛浓度。其传感器采

用电化学式燃料电池法,不易受共存气体的干扰。选择性高,稳定性好, 测定范围 0. 06 mg/ m3~ 61. 50 mg/ m3 ,应答时间约

8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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