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质量管理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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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我国各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现状, 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由省环境监测中心

质量专管、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质量自管和兼管、县(市、区)环境监测站质量自管组成的三级网络化质量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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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对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投入的加大和

自动监测技术的日趋成熟,至 2002年底,全国已有

179个城市建立了 474 套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47个环保重点城市开展了城市空气质量日报和预

报工作。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获取的大量、连

续、完整的基础数据, 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部门提

供了及时、全面的空气质量信息, 为制定空气污染

控制计划和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系统建成后,其质量管理大多依靠各环境

监测站内部自控,上级权威部门质量管理和检查考

核的力度不够, 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存在一

些疑问。另外, 在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工作中,

对于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缺乏规范、统一的鉴定

标准,无法保障系统运行质量。现提出省级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模式。

1  省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模式

省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模式

是由省环境监测中心质量专管、省辖市(地)环境监

测站质量自管和兼管、县(市、区)环境监测站质量

自管组成的三级网络化管理模式。

1. 1  省环境监测中心质量管理工作职责

省环境监测中心的质量管理工作主要发挥组

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职能,建议成立由省环境监测

中心牵头,省级专家库成员组成的技术专家组和质

量监督组。

1. 1. 1  技术专家组工作职责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是一项投资大、技术性强的

系统工程。技术专家组应了解国内外自动监测工

作的最新动态, 负责制定本省该项工作的发展规

划;根据全省实际工作情况,负责制定系统质量管

理实施细则等技术规定; 把好技术关,负责全省拟

建系统设备的招标工作和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

新建系统的技术指标验收工作。

1. 1. 2  质量监督组工作职责

为节约全省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成

本,达到资源共享,省环境监测中心应配有校准设

备较齐全的质控实验室和专用备件库,以方便做好

质量考核与标准传递等具体的质量控制和系统备

件调配工作。质量监督组应负责省环境监测中心

质控实验室仪器设备的运行管理工作;负责定期对

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进行质量检查和标样考核工作;负责做好系统备件

库的管理工作。

1. 2  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工作职责

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除了做好本站的各项

业务工作外,还需发挥地区中心站的职能, 指导和

管理辖区内各环境监测站的质量管理工作。其职

责分为自管和兼管 2个部分,在三级网络化管理工

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2. 1  自管工作
1. 2. 1. 1  组织管理

建立完整的组织领导机构,是保证系统正常运

行的关键。由分管站长、站质管组、科室主任建立

三级组织机构,着重抓好领导组织、监督检查、质量

考核等工作。

1. 2. 1. 2  职能管理

职能管理分岗位职责和系统运行职责 2 个方

面, 应做到职责分明,分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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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岗位责任制: 根据系统要求和专业人员情

况,设置系统负责人、质管员、计算机操作员、设备

操作员 4个岗位, 每个岗位制定若干条岗位职责,

落实到人并定期检查。

( 2)系统运行责任制:根据系统要求, 针对中心

机房、子站和质控实验室,制定若干条职责,日常运

行维护承包到人并定期检查。

1. 2. 1. 3  制度管理

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是开展工作的依据

和保证。

( 1)仪器建档制度: 新仪器开箱验收由设备操

作员与站档案管理员共同完成;仪器维修调校记录

由设备操作员填写, 系统质管员定期检查; 标准物

质使用记录由系统质管员整理填写,站质管组定期

检查; 相关标准曲线记录由系统质管员制图, 站质

管组定期检查。

( 2)系统运行记录制度:中心机房运行记录由

计算机操作员填写; 日报表及数据分析记录由计算

机操作员填写, 系统负责人审核; 子站运行记录应

统一格式,由子站负责人填写;子站设备保养记录

由子站负责人填写。

( 3)仪器操作制度:制定中心机房设备、子站设

备、实验室仪器单机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 人手一

册,规范化操作。

( 4)子站巡检制度: 根据系统要求, 定时、定人

巡检子站运行状况, 做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和安全

工作。

( 5)数据上报审核制度:数据由制表人员、科室

主任、总工程师三级审核。

1. 2. 1. 4  后勤保障管理

后勤保障是系统正常运行必备的物质条件,必

须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

( 1)备品、备件管理: 由专管人员在年初、年中

提出购买申请,报批后, 由专人订购, 专人验收,专

人保管使用。

( 2)标准物质管理: 由科室质管人员订购、验

收、保管。

( 3)工作用车: 根据巡检制度,填写派车单,合

理用车, 特殊情况应急派先用,保证用车。

1. 2. 2  兼管工作

1. 2. 2. 1  技术指导
县(市、区)环境监测站开展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工作起步较晚,通常存在人手少、技术薄弱、经验不

足等问题。因此,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应承担下

级环境监测站系统运行的技术指导工作,协助解决

系统运行中的技术问题。

1. 2. 2. 2  质量检查

严格按照省环境监测中心质量管理的要求, 定

期对县(市、区)环境监测站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

统进行质量检查和标样考核工作,另外还应做好下

级环境监测站新建系统的点位认证和系统技术指

标验收等工作。

1. 2. 2. 3  桥梁作用

目前有关的质量标准等文件均发至各级环保

局, 有些基层环保局未能及时将文件转发给环境监

测站,对系统的质量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省辖市(地)环境监测站应对系统的质量管理

动态起到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以达到全省质量管

理工作上下呼应、整体联动的良好效果。

1. 3  县(市、区)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工作职责

县(市、区)环境监测站存在着人手少、经费紧、

技术薄弱等问题, 通常只建一个工作子站, 只要严

格按照省质量管理实施细则,认真做好系统的运行

维护、维修及校准等常规自管工作即可。系统规模

较大的环境监测站,其自管形式可参照省辖市(地)

环境监测站的管理方式。

2  结论

加强省级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

工作,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要重

视对各系统的统一管理和定期检查考核工作;二是

基层环境监测站要抓好系统内部的全面质量管理,

自觉开展质量保证工作,不断提高监测水平和监测

质量。只有这样,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才能保持

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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