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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地面水环境监测数据为例, 对实现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的可行性以及审核的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指出实现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是完全可行的, 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不仅能减轻数据审核人员的工作量,

也有利于提高环境监测数据审核工作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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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审核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历年来, 对环境监测数据的审核基本上是依

靠人工进行的。作为直接与客观环境相接触,直接

从事环境监测工作的主体,人对环境监测数据有着

最客观、最直接的认识。但是, 就某个或某些具体

从事环境监测数据审核的人而言, 他们对环境监测

数据的认识又往往是片面的。因此,环境监测数据

的人工审核无论是在质量上, 还是在水平上都存在

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再者,由于环境监测数据面广

量大,对这些数据的逐个审核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

了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精力。

计算机是一种现代化数据处理工具,其在工程

辅助设计、辅助教学、综合决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如能将其应用到环境监测数据审核中,

不仅能把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从繁重的数据审核

工作中解放出来,也可以集各方面专业技术人员的

经验、智慧于一体, 促进环境监测数据审核工作走

上规范化的道路,为从根本上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

审核质量和水平奠定基础。

1  环境监测数据审核的基本方法

环境监测数据是目标环境内在质量的外在表

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环境监测数据有时也会

发生偏差,造成环境监测结果与客观环境质量状况

不相吻合。数据审核的目的正是要从大量的环境

监测数据中将这些可疑的数据剔出来, 并找出发生

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人工审核时, 技术人员根据其

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对历年环境监测资料的研究

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客观环境变化的规律,

并以其为依据对实际环境监测数据进行检查,当实

际环境监测数据与其应当遵循的变化规律不相吻

合时,审核人员就将这些数据作为可疑数据予以剔

出,并与有关的环境监测人员一起,结合实际环境

监测过程中的各方面情况作进一步的审查,直到找

出不相吻合的最终原因(是环境质量发生了变化,

还是环境监测工作中的某个环节出现了偏差)。

如果能将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的经验,或者说是

将客观环境和环境监测数据变化的内在规律转化

为科学数据,作为信息加载到计算机中, 便不难找

到用计算机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辅助审核的方法。

这样,对环境监测数据逐个进行初步审核的繁重、

枯燥的任务就可由计算机忠实完成,而审核人员所

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计算机剔出的可疑数据, 结

合客观环境和实际环境监测过程中发生的具体情

况作进一步的审核。

现以某市的地面水环境监测数据为例,探索开

发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系统的基本途径。

为掌握 E河流 Z市段的水环境质量状况, Z 市

环境监测站在 E 河流上设置了 A、B、C 3个环境监

测断面, 每年分为枯、丰、平 3个水期共监测 6次,

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监测 pH、高锰酸盐指

数、BOD5 等项目。

根据有多年环境监测工作经历的专业技术人

员的经验和对历年环境监测资料研究的结果,总结

出 E河流环境监测数据的变化规律如下:

( 1)一般情况下在同一点位、同一水期、同一监

测项目的环境监测结果基本上应维持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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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不同水期的环境监测结果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2)同一点位、同一次监测中不同项目间的监

测结果应与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相吻合(如: 一般

情况下水中 DO值不应大于相应水温下的饱和 DO

值; NO-
3 - N、NO2

- - N、NH3- N 监测值之和不

应大于总氮监测值等)。

为此, 根据历年环境监测资料, 分别求取各点

位、各监测项目不同水期的多年监测结果的均值、

标准差等统计值及各点位 BOD5 与高锰酸盐指数

比值的多年均值、标准差等,并请有经验的专业技

术人员对统计结果进行审核, 将其作为 E 河流 Z

市段水质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的基础

信息。

2  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系统的建立

211  计算机辅助审核条件设定

根据环境监测数据审核基本方法的研究结果,

提出如下的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基本条件

(假定) :

( 1)同一点位、相同水期、同一监测项目的监测

结果,在正常情况下应在其历年监测值 95%保证

率水平下的取值范围内;

( 2) DO监测结果在正常情况下应小于水体相

应水温下的饱和溶解氧值;

( 3)同一测点 NO
-
3 - N、NO

-
2 - N、NH3- N测

定值之和应小于相应的总氮测定值;

(4) 同一测点的 BOD5 与高锰酸盐指数的比

值,应在其历年比值 95%保证率水平下的取值范

围内。

212  计算机辅助审核基础信息库的建立与加载

根据环境监测数据审核基本方法的研究结果

及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基本条件设定,建

立以下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基础信息库:

( 1)各点位、各项目、各水期的多年监测值,在

95%保证率水平下的取值范围数据库( SHXXK1) ;

( 2)各点位历年来的 BOD5 (简称 B)与高锰酸

盐指数(简称 C)比值, 在 95%保证率水平下的取

值范围数据库( SHXXK2) ;

( 3)一个标准大气压下, 0 e ~ 40 e 水体中的饱
和溶解氧值数据库( SHXXK3)。

将经过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校正过的 E河

流Z 市段多年的环境监测结果统计值输入上述数

据库。

213  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流程图

地面水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流程如

图 2。

214  计算机辅助审核举例

以 FOXPRO为工具, 制作 E 河流 Z 市段水质

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软件, 并以 Z 市

1998年 10月 12日的环境监测数据为例进行模拟

审核,结果见表 1~ 表 3。

表 1  E河流 Z市段水质监测现状与历年监测数据

比对的计算机审核结果 mg/ L

断面
名称 监测项目 本次监测值

历年监测
值范围

审核
结果

A 硬  度 1015 411~ 1014 异常

A 非离子氨 01017 01 000~ 01 014 异常

A 悬浮物 134 0~ 122 异常

A NO3
- - N 1156 0172~ 11 52 异常

A NO2
- - N 01059 01 000~ 01 015 异常

A BOD5 217 01 0~ 11 2 异常

B 硬  度 1013 414~ 1011 异常

B 总  砷 01008 01 000~ 01 004 异常

B 悬浮物 138 0~ 129 异常

B 挥发酚 01003 01 000~ 01 002 异常

B NO3
- - N 1143 0160~ 11 40 异常

B 总  磷 01220 01 000~ 01 203 异常

C NO3
- - N 1149 0172~ 11 48 异常

C BOD5 315 01 0~ 21 6 异常

C 总  磷 0125 0100~ 01 22 异常

C 高锰酸盐指数 413 11 1~ 31 9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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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 河流 Z 市段 B 测点氮关系的计算机审核结果

mg / L

监测项目 监测值 审核结果

NO 3
- - N 1126

NO 2
-
- N 01014

NH3- N 01008
TN 1124 异常

表 3  E 河流 Z市段 B 测点 BOD5与高锰酸盐指数比值

的计算机审核结果 mg / L

监测项目 监测值
历年 BOD5 与高锰酸

盐指数比值范围
审核结果

BOD5 216 01 00~ 11 24
高锰酸盐指数 210 异常

  附: 1998 年 10月 12 日 E 河流 Z市段水质中 DO 监测

值与相应水温下的饱和 DO 值比对的计算机审核结果: 无

异常。

3  结果与讨论

( 1)研究结果表明: 用计算机对环境监测数据

进行初步筛选, 找出其中的可疑数据, 供审核人员

根据环境监测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对环境监测数据

进行全面、系统的审核是可行的。

( 2)环境监测数据计算机辅助审核系统的应

用,既确保了所有的环境监测数据都经过审核, 又

使审核人员能把精力集中到对计算机辅助审核系

统挑选出来的可疑数据的处理上,提高了环境监测

数据审核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 3)计算机辅助审核系统审核水平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计算机中加载审核信息的质量,这就要求在

开展计算机辅助审核前,必须对当地的环境质量状

况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对历年的环境监测资料作

详细分析、研究,并与有经验的审核人员的实践经

验相结合, 将尽可能详细、准确的当地环境监测数

据变化规律、内在关系作为审核信息录入计算机

中,并逐年根据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及时加以修

正, 最大可能地发挥计算机的辅助审核作用。

( 4)计算机辅助审核只能是整个数据审核的一

部分,是人工审核的助手, 其结果仅仅是过去的经

验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审核结果是否准确, 与真

实的环境质量情况吻合与否,还必须由对客观环境

有着最直接、最客观认识的人去判断, 并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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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01年北京市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召开

2001 年 3 月 23 日, 北京市环保局主持召开 2001 年北京市环境监测工作会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市环境保护

局、各区县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等有关领导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 2000 年北京市的环境监测工作 ,肯

定了监测人员在改善首都环境质量,及时、准确地表述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规律,积极为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服务上所

做出的努力。会议部署了 2001 年北京市环境监测工作, 强调 2001 年要紧紧围绕北京市环境保护工作重点, 做好空气质量

日报、周报、预报工作;完成好重点流域水质月报和重点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工作; 全力支持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

的建设和运行;继续完成好各项环境监测任务 ,同时要加大对污染源的监督监测力度, 为北京市成功申办 2008 年奥运会,

实现环境质量目标作出贡献。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与南京气象学院合作建立环境科学实习实验基地

2001 年 3 月 30 日,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和南京气象学院在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举行了/ 南京气象学院环境科学实习

实验基地0的揭牌仪式。该基地的建立, 加强了院校与环保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使环境教学、科研与环境监测实际紧密结

合,有利于环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环保事业的发展。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5环境监测信息简报6 200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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