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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环境监测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指出了环境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环境监测迎接挑战, 解决问

题的对策是: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强化、提升参与决策的能力 ,深化环境监测成果的应用,主动为环境管理、环境决策提

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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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环境意识不断增强、环境监测标准化站
建设不断推进和环境监测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

形势下,环境监测如何抓住有利时机, 充分发挥职

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得到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1  环境监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11  社会的需要把环境监测推到前台

当前,环境保护已成为人类进步和政府行为的

重要责任,全社会都在关心环境问题,环境质量究竟

如何,老百姓想知道,政府决策更要了解清楚。在环

境管理日趋法制化、科学化和定量化的今天,使环境

监测成果走向社会,把环境问题说清楚,发挥环境监

测的技术支持、技术监督和技术服务职能, 是社会的

呼吁和要求。社会的需要把环境监测推到了前台,

为环境监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12  标准化站建设为环境监测走上前台夯实基础

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在全国环境监测处、

站长会议上指出: /环境监测站是环保局的技术支

撑部门,数据信息的提供, 将直接影响到环境决策

的结果。要舍得往环境监测和信息上投入,把各级

环境监测站建成人员精、装备良、面貌新的单位。0

国家的重视、标准化站建设的展开, 加大了环境监

测站能力建设的力度, 使环境监测站的人员素质、

技术装备和业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环境监测的技

术手段和综合实力得以增强, 为环境监测站面向社

会,走上前台,夯实了基础。

113  现代化建设为环境监测提供了先进手段

随着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环境监测由

经典的化学分析转向仪器分析及自动化连续监测。

新的快速测定方法的不断出现,办公自动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 使环境监测数据处理更加迅速便捷, 数

据信息的表征方式更加先进直观,环境监测结果表

述的时效性、可靠性和灵活性不断增强, 环境监测

的现代化建设,促进了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

114  面向社会是对环境监测部门实力的挑战

形势和政策为环境监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

展机遇和条件。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科学、准确

地把握环境状况, 说清环境问题,不仅要求环境监

测部门具有对环境信息的捕捉能力,更要求具有对

环境监测数据解析和综合加工处理的能力。让环

境监测数据活起来,深层次地揭示环境质量与污染

物排放的关系,提出对策, 形成有依据、有分析、有

建议的分析结果,是当今环境管理的需求。环境监

测能否满足这个需求,是对环境监测能力的真实检

验, 是高素质、高层次环境监测队伍实力的展现。

同时,环境监测面向社会也是对环境监测部门人才

和知识储备的检验,是对环境监测机构的机制运行

和工作实力的挑战。

2  环境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211  主要问题

仅满足于环境监测数据的完成,而对于环境监

测数据本身的背景、相关性缺乏探讨;环境监测与

环境管理不同步;对投入众多人力物力生产出来的

数据束之高阁, 缺乏深度加工, 更不能紧跟环境管

理和政府决策需求,有针对性的提供主动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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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策

21211  转变观念

1999年全国环境监测站长会议上,国家环保

总局王心芳副局长指出: /各级监测站的基本任务,

就是说清本地区环境质量及其变化的趋势。0环境

监测站要把环境问题说清楚, 要有超前服务意识,

要能分析研究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污染源变化动

态及其相关关系,在认识环境问题和环境管理中起

先导作用, 就必须转变环境监测仅是出数据的观

念,要充分认识到环境监测的能力是由环境信息的

捕捉能力、对信息的科学解析和加工利用能力三部

分构成,那种以环境监测数据为终点的工作状态显

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 要在数据使用上下功

夫。环境监测部门掌握一线的环境信息,具有资料

丰富和数据技术分析优势,应深化环境监测成果的

应用。通过数据分析和特定的环境背景、因素的相

关性探讨,研究环境的变化规律, 形成综合性分析

成果, 完成环境监测数据向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升

华,使环境监测的价值得以体现。

21212  提高素质

深化环境监测工作, 必将对环境监测队伍提出

更高的素质要求。面对日渐现代化的环境监测装

备和自动化的办公设施, 环境监测人员只有不断学

习新知识、掌握现代化工作手段, 才能更方便快捷

地捕捉环境信息。而环境信息解析和加工利用的

能力,也要求环境监测人员具有高层次的专业知识

和高水平的综合能力。对环境监测数据的使用要

用探索的精神去发现、提出环境问题, 用扎实的专

业知识去分析和评价环境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的

解决问题的对策。所谓竞争, 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

争,环境监测部门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知识更新,

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和需求,有重点、有目标地培养、

引进相关学科的高层次人才, 造就一批具有开拓进

取、尽职敬业、乐于奉献的高素质的现代化的学科

带头人和实干家。要打破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改革

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 建立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

以激发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一种能者

上,庸者下的工作氛围, 促进人才的发展和工作效

率的提高。

21213  主动服务

环境监测要说清环境问题,对环境管理起先导

作用,务必在主动服务上下功夫。要提高环境监测

的时效性, 增强服务的针对性; 要在执行环境监测

报告制度的同时, 及时对监测数据进行系统统计、

分析评价,形成一段时间、一定空间、特定背景的评

析报告, 通过快讯、简报迅速反馈环境信息;要主动

对环境管理和重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决策的需求进

行跟踪服务,研究环境质量的变化规律, 探讨污染

源、污染物与环境质量的相关关系。此外,还应针

对环境效应提出预测、对策、方案等,为环境管理提

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起到环境决策的参谋作用。

在当前条件下, 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办公手段, 编制

直观、明晰、表征丰富、生动活泼的监测快报、环境

评析声像报告等, 公告环境信息,以增强人们了解

环境监测对环境管理的技术支撑作用,使环境监测

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21214  树立权威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技术监督部门,是环境

执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监测站通过标

准化站建设,要严格环境监测工作的规范性, 严肃

环境监测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环境监测的权

威性不能靠行政命令及行业垄断,必须通过环境监

测的工作信誉,靠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公正性来

确立权威。环境监测部门要立足对社会和人民负

责的精神,加强自律, 严肃行风,分清环境监测与环

境管理的界限,杜绝以行政措施代替技术管理的现

象,改变化验分析与环境监测报告出具混为一体、化

验室与污染厂家直接对话等不利于环境监测结果公

正性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环境监测的技

术监督作用,又保证环境执法的严肃性,确立环境监

测的权威性,促进环境监测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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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环境激素的新试剂

日本东洋纺开发的新试剂能在短时间内分析出阻碍男性荷尔蒙作用的扰乱内分泌的化学物质。新试剂是利用蛋白质

抗体反应得出分析结果,时间仅 2. 5 h。现已供应研究机构和化工厂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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