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提升环境监测服务水平
洪浩林 , 吕春玲 , 刘新华

(淮北市环境监测站 ,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图分类号 :X830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6 2009 (2004) 06 0006 02

收稿日期 :2004 05 12 ;修订日期 :2004 08 10

作者简介 :洪浩林 (1955 —) ,男 ,安徽巢湖人 ,工程师 ,大专 ,从

事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是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环境监测成果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重

要途径。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日益加强和环境监

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出

现了新的特点和要求 ,不仅要及时说清楚环境质量

现状、规律和变化趋势 ,还要说清楚环境质量变化

的原因。目前环境监测系统特别是基层环境监测

站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技术力

量薄弱、人员结构不合理、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 ,已

经成为制约环境监测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提高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水平迫在眉睫。

1 　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对提升环境监测站

的地位至关重要

近年来 ,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

而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发展相对滞后 ,不能完全

满足现代环境管理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加强环境

质量综合分析工作对提升环境监测站的地位至关

重要。一方面 ,在监测过程中获取的大量数据必须

通过统计、归纳和综合分析 ,才能获取有价值的信

息 ,为环境决策和社会大众提供服务。有为才有

位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质量的好坏 ,直接影响

着环境监测站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 ,我

国加入 WTO 后 ,各行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不断加

快 ,监测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环境监测系统积

累了丰富的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资料 ,拥有一批

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 ,应当充分发挥优势 ,加

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 ,及时、有针对性地为环

境决策和社会大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充分体现环

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不断提升环境监测站的

地位。

2 　人才是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的基础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具有涉及学科面广的特征 ,

对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各级环境监测站应

将政治思想敏锐、思维敏捷、精通环境质量综合分

析工作、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到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岗位 ,加强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人才队伍建设。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人员除需保持高度的政治

思想敏锐性外 ,还要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和超强的

责任心。分析人员必须经常深入监测现场和污染

企业 ,掌握第一手资料 ,善于从枯燥的数据中寻找

规律 ,并应具备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 ,

避免错误结论导致环境决策的失误。

除了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责任心的培养

外 ,还应建立完善的学习机制 ,采取各种方法 ,有计

划、有组织地对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人员开展技术培

训。同时 ,上级站应加强对下级站的培训与指导 ,

组织环境监测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特别是应就环

境质量综合分析的热点问题和新技术举办专题培

训班 ,不断提高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水平。

3 　领导是做好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的关键

只有高素质的人才 ,才能高质量地完成环境质

量综合分析工作。环境监测站的领导应严把人员

素质关 ,采用内部选优等方法 ,选取优秀人才 ,加强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技术力量。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是对环境要素调查、监测信

息的分析处理过程。因此 ,环境监测站的领导在制

定工作计划、安排监测任务时应有较强的针对性 ,

要能获取足够的信息 ,满足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要

求 ,即应根据信息量和信息种类 ,合理地安排环境

调查与环境监测工作。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人员只有及时获知政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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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下一步工作重点 ,才能在第一时间为领导和环

境管理部门提供及时、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因

此 ,应将向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人员及时提供政策导

向和工作动向制度化。

4 　信息是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的源泉

在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中 ,必须获取大量的

信息 ,才能从中发现内在规律。目前环境监测系统

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测数据量不足的问题 ,信息

量的不足影响了环境污染规律的总结与分析 ,降低

了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成果的说服力。另外 ,环境监

测站不能及时共享水文、气象等有关信息 ,以及国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的滞后 ,也影响了环境质量综合

分析成果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因此 ,应加快对先进

监测技术的研究 ,加强与水文、气象等部门的合作 ,

及时获取足够的信息 ,满足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

的需求。

5 　成果及时性和表征形式多样性是现代环境管理

的需求

环境监测的服务对象不同 ,对环境质量综合分

析成果表现形式的要求也不同。虽然目前在成果

表现形式上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如编写环境

质量日报、快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年度环境

质量报告书、5 年度环境质量报告书、多媒体环境

质量报告书 ,以及在媒体上公布环境质量公报等 ,

但仍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环境管理和社会大众的需

求。多媒体环境质量报告书的发布形式、制作水平

还存在着明显不足 ,年度环境质量报告书、5 年度

环境质量报告书和多媒体环境质量报告书的时效

性也有待提高。因此 ,应在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成果

的及时性和表征形式的多样性方面多下功夫 ,针对

环境热点、难点问题编写专题报告 ,更好地为环境

管理和公众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

6 　规范化是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结果可比性的必要

保证

经过环境科技工作者多年的探索和研究 ,环境

监测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监测技术规范 ,

为环境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可比性提供了可靠保

障 ,但有关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技术规范却很少 ,

显然不能满足现代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技术发展的

要求。

为了保证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结果的可比性 ,亟

须规范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应根据环境监测

技术的发展情况 ,及时修改、规范监测数据统计报

表的内容和报告形式 ,统一、规范环境监测和评价

项目 ,尽可能减少项目变动 ,以增加监测数据年度

之间、区域之间的可比性 ,便于分析环境质量变化

趋势。此外 ,还应尽可能统一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虽然由于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特殊性 ,一般评价方

法不宜规定太死 ,但如果每个地区、每个人、每个时

期均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 ,则完全没有可比性可

言。因此 ,应对各环境要素筛选一种统一的基本评

价方法 ,用于环境质量地域和时空变化的比较。各

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评价内容 ,使环境质

量评价既统一可比 ,又灵活多样。

7 　创新是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的活力所在

近年来 ,环境监测分析技术发展十分迅速 ,而

环境监测综合技术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的研究相

对比较薄弱 ,难以满足现代环境管理的需求。

积极开展环境监测综合技术理论体系研究是

提高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水平的前提。目前的环境

质量综合分析理论对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意义、作

用、内容及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缺少系统的总结和

研究 ,应尽快建立现代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理论体

系 ,更好地指导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

采用合理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评价环境要素 ,

反映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 ,是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

关键。长期以来 ,对空气和水质习惯使用单一综合

污染指数法 ,存在着污染指标的选取和污染程度的

分级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污染特征不同 ,

选取的污染指标和污染程度的分级就不同 ,用综合

污染指数评价环境质量时 ,会出现横向 (地域)和纵

向 (时间)的可比性问题。不论是早期的单一污染

指数模式 ,还是近几年提出的模糊数学等模式 ,都

不能确切反映环境要素的质量 ,主要是不能很好地

解决标准与多种污染物的协同作用问题。因此 ,应

积极研究和改进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建立可行的城

市整体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增强环境质量评价的科

学性。

建立环境监测计算机信息系统 ,开发形式统

一、功能较强、可扩充性能好的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软件和数据库系统 ,是提高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水平

(下转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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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萃取剂和吸收液的选择、吸收液的体积、p H 值

的调整、萃取时间的长短、样品的搅动速度等。有

机萃取剂的挥发性和在水中的溶解度要小 ,对目标

物要有高选择性 ,并且要与纤维材料极性相似 ;调

节 p H 值、萃取时间和搅动速度在合适的范围内有

利于提高目标物的萃取效果。

(3)目前 L PME 技术在环境样品预处理中的

应用范围还很窄 ,只能预处理在水中溶解度小并且

带有酸/ 碱性官能团的有机物 ,如硝基酚类、三氮杂

苯除草剂、有机氯杀虫剂等。应用于 L PME 技术

的中空纤维只有聚丙烯纤维一种材料 ,如能研发出

其他材料的中空纤维 ,势必会拓宽 L PME 技术的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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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保证。目前环境监测系统的计算机网络还

不太完善 ,信息不够通畅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

境信息的及时性 ,在时效性上也不能完全满足环境

管理的要求。因此 ,应尽快建立先进、完善的计算

机网络系统 ,增强环境信息的及时性 ,同时还应积

极开发环境质量报告书多媒体制作系统 ,提高各级

环境监测站多媒体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编制速度与

制作水平 ,积极研究地理信息系统在环境质量综合

分析中的应用 ,不断提高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为环境

管理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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