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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环境监测工作

得到了各级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 管理体制逐步完

善, 运行机制日趋合理, 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但其

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较突出, 特别是环境监测

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环境监测事

业的健康发展, 只有认清实质, 深刻反思, 着力解

决,才能使环境监测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更好地

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服务。

1  环境监测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11  监控范围狭窄

我国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达

地区的环境监测工作开展得早, 发展迅速, 而经济

落后地区的环境监测工作开展不理想, 个别地区根

本就没开展。即使是一些环境监测工作开展较早

的地区,也存在监测控制范围狭窄的问题。如对地

表水监测仅能控制重点区域或流域,而对大面积的

非重点区域失控; 对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噪声只监

控城市区域,而对广大的农村地区则失控; 污染源

监测偏重于重点工业,对非重点工业或者非工业单

位及农村的面源多数失控。

1. 2监控内容的局限性

在我国,多数基层环境监测站仅能对水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噪声、污染源等部分环境要素进行

监测,而对生态系统、固体废物、放射性等其他影响

人类生存的环境要素就缺乏足够的环境监测控制

技术和手段。由于人们对其生存环境的日益关注,

故要求环境监测部门不仅要对水常规、气常规、噪

声、污染源进行监测,还要对放射性、光污染以及生

态系统进行全面监测。只要是对人类生存能够产生

影响的环境因素,都应该是环境监测控制的内容。

113  监控的频次较少
我国环境监测, 除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较

高的监测频次外,对其他要素的监测频次较低。水

质常规监测每年 6次,环境噪声常规监测每年 1次

~ 2次,重点污染源特定项目的监测一般是每月测

1次,对其他常规项目的监测 1年也不超过 4次。

监测频次低所造成的后果是总结出来的环境质量

和污染源监测信息可信程度差。一条河流的水质

中,有成千上万种能够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因子,

这些因子无时无刻不停地在变化,而 1年仅对这条

河流监测 6次,即使每 1 次都很准确,也不能全面

反映出这条河流的污染总体概貌。

114  监控的项目不全

对地表水中的有些有害物、有毒物和有机物普

遍未监测, 生物监测项目较少, 生态监测仅处于探

索阶段,对国际关注的臭氧、温室气体尚未进行监

测,即使是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列出的项目, 有的

环境监测站也无力做到全测。监控项目不全就不

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环境质量或污染信息。

115  质量保证措施不力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理论虽然不少,但是真正

能够实施的主要落在室内分析测试这个环节。环

境监测分析的过程包括现场调查、布点设计、样品

采集、运送保存、实验室分析测试、数据处理、统计

评价等多个环节,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无法保证监

测质量; 对室内分析测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控制过

于简单,多数环境监测站的质控手段单一, /密码0

样起不到密码作用。同时,硬性规定质控样品数量

占样品总数的 30% , 而且批批如此, 也过于机械;

在质控软件开发上明显滞后, 如山东省 80年代在

PB 700型微机上开发的低档次质控软件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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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2  发展高科技环境监测的总体思路

211  建设自动化的地面环境监测系统

建立自动、快速、高精度的地面环境监测系统,

发展和完善河流、近岸海域、环境空气、噪声、污染

源在线监测等自动监测技术, 才能做到及时、准确

地测出污染物的种类、成分、浓度, 及时为环境管理

提供依据。

212  发展高科技空间环境监测技术

要实现大范围的综合监测, 以传统的、简单的

手工操作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对生态系统或海洋

系统,用手工操作就无法达到全天候监测海洋环境

污染和生态环境监测的目的。要发展高科技空间

环境监测技术, 用卫星遥感、航空航测、地理信息系

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 来监测我国的森

林、土壤、沙漠、草原等生态环境状况;监测大范围

的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监视大范围的水体

富营养化、海洋赤潮、大江大河上的污染带和重大

污染源;监测高层大气中的 CO2、CH4 等部分温室

气体和臭氧层; 实现对沙尘暴和海上溢油等各种重

大环境灾难性污染事故的预报和预警。

213  开发智能化环境监测信息处理软件

以计算机技术为主体,建立和完善环境监测信

息网络处理系统,做到准确、及时、全面提供环境监

测信息。只有采用计算机技术, 把污染源在线监

测、环境自动监测、环境空气及其他有关因素的监

测,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再配合一

整套成熟的应用程序,实现智能化监控和处理环境

监测信息,环境监测才能再上新台阶。

3  发展高科技环境监测的措施与建议

( 1)发展高科技环境监测, 经济实力虽然是客

观存在的, 但是有没有这种超前意识,有没有开拓

精神,则是主观上的问题。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要求,坚持走以高科技振兴环境监测事业之路。

( 2)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想环境监测站所

想,急环境监测工作所需, 下气力加大对环境监测

经费的投入, 为发展高科技环境监测做后盾。

( 3)发展高科技环境监测不能搞一刀切, 本着

/宁少勿滥0的原则, 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 对有条

件的项目就上, 没条件的项目就不上,能上多少项

目就上多少,上一个项目要成熟一个,不能上的项

目不要以过时或淘汰的技术或方法来替代。

总之,我国环境监测事业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时

期, 世纪之初,观念要更新。发展我国高科技环境

监测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适应形势,顺应潮流,

推动整个环境监测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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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南京市环保系统开展应急监测大演练

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是环境监测部门的主要职能。为了提高南京市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水平, 加快快速反应能力, 培养一

支在思想上、行动上、技术水平上训练有素的监测队伍, 真正做到发生突发性污染事故时/ 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0 ,

南京市环保局根据52001年南京市环境监测工作要点6精神于 2001 年 11 月 8 日组织了一次由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五

郊四县环境监测站参加的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大演练, 六城区监测站长也到现场进行了观摩。

演练分为南北两片。南片现场位于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百家湖广场。模拟两船相撞,导致 100 kg氰化钠翻泄河中。

北片现场确定在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京中萃食品有限公司江北厂区内。模拟某厂处理设施停运, 大量含苯废气外泄。

演练包括/ 应急监测准备0、/ 应急监测受理0、/应急监测操作0、/ 现场问答0、/快报0六个部分。

此次应急监测演练在南京市环保工作中是第一次, 也是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从南京市环保局到各参练单位都做了

积极而认真的布置准备,在演练中真实地发挥出各自的水平,达到了预期效果。

陈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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