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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南京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开展生态城市建设中,环境监测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以

大力发展生态监测、自动监测、信息化建设为主导,以改革管理体制、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为铺垫,

围绕环境管理总体目标开展环境标准指标体系研究,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南京积极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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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Future to Realize a New Leap in Environm entalM 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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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urse o f chang ing the mode of econom ic grow th, deve loping c ircular economy and

constructing the eco log ica l c ity in NanjingM etropo lis, environm enta lmonito ring should p lay an in itiative ro le.

The leading tasks are development of eco log ica lmon ito ring, automatedmon itor ing, information and interne t con-

struct ion. The based tasks are reform o f themanagement system, rational allocat ion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

opment o f personne l training and team build ing. A t the same time, the overa llgoal o f the environm enta lmanage-

ment system standard should be focused on. A llw ou ld g ive the techn ica l support to build ing a new N anjing w ith

harmonious coex istence o f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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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 南京市环境保护工作无论从理

念上还是从整体规划上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在落

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高度文明社会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环境监测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及环境管理的重要手

段,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紧随环境建设的步调, 时

刻把握其脉络走向,加强递进监测观念, 加强能力

建设, 提升监测手段, 充分发挥环境监测主观能动

作用, 在新型环境功能的城市建设中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是环境监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

课题。为此,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以下简称南

京站 )将集中精力, 攻坚克难, 紧紧围绕生态南京、

绿色南京、发展循环经济的宏伟蓝图, 进行新的探

索与实践,争取在构建环境友好型新南京中作出更

大的贡献,并勇于实现环境监测新的飞跃。

1 大力推进生态监测,支持生态城市建设

一个地区环境的好与坏, 主要看这一地区的生

态环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提出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切实保护好自然生

态的指导意见。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推进生态市建设的决议 , 提出用 10年 ~ 15

年的时间, 分三步将南京建设成经济生态高效、社

会发展和谐、城乡环境优良的现代生态城市的奋斗

目标。江苏省市环保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建设的工

作要求催生了南京站加速生态环境监测的决心,将

生态环境监测作为重点发展项目, 制定出 南京市

生态环境监测试点工作方案 , 确定了分四步 积

1

第 18卷 第 2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6年 4月



极推进、分步实施 的方针, 以及符合实际的工作

目标, 即积极启动以生态监测评价为研究方向的生

态监测实验室建设;针对生态市建设考核指标形成

生态标志物、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毒性监测能力; 在

已全面开展陆地遥感及大规模生态调查工作的基

础上, 探索生态遥感解析技术, 逐步建立和积累全

市生态遥感数据库和多因子库,探索半定量的生态

监测思路; 通过调查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

度、环境质量和污染负荷指数进行生态环境质量评

价;通过对森林覆盖率、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

例、退化土地恢复率、城镇人均公共绿地等指标的

遥测分析,科学预测生态环境变化趋势; 通过建立

生态监测专家支持系统,开展人居生态环境监测技

术体系研究,确立人居环境生态监测标准。基于上

述手段,为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动态的科学依

据,为创建国家生态市发挥先导作用。

与此同时,加强已形成的国家环境标志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室内环境及装饰装修材

料等检测能力与资质, 进一步扩大监测规模,拓展

监测项目,提升监测手段, 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创

造优良人居环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建设发挥

积极作用。

2 结合现代化站建设,全力发展信息化、自动化监

测技术

江苏省及南京市环保委员会相继出台的环境

监测现代化建设方案,为我国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设信息化、自动化环境

监测体系成为现代化环境监测站的标志性内容。

2. 1 建立现代化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以数字地图为平台的环境监测信息管理

系统和专用网络通讯系统, 采用 W eb SERVER技

术完成监测数据录入、统计分析、审核、查询、传输

上报等程序,实现系统内部信息共享, 发布公共信

息;逐步建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 L IM S) ,将实验

室工作程序化、网络化;建立数据处理、综合分析及

发布系统,应用全省通用的环境监测数据查询、统

计汇总、模型分析、G IS软件系统, 为迅速、定量、准

确分析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提供软件环境; 建设办公

自动化 ( OA)系统,实现行政工作计算机管理。

2. 2 改进和完善自动监测系统

完善现有的空气与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拓展监

测项目;根据城市扩建规划,在江宁、高淳等重点区

域及区县扩建 9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及流动监测点;

开展 PM10、PM5、PM2. 5等不同粒径颗粒物监测, 扩

大 O3、CO、HC监测面; 逐步建立钢铁、石化、电力

等行业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系统; 在长江上下游的

市界断面和主要水源地扩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将全

市环境纳入自动监测网,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市环

境自动监测。

2. 3 提高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应用能力

南京市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工作自 1999年

11月启动,目前已在 34家重点企业建立污染源在

线自动监控点位 142个, 十一五 期间还将扩大

监控范围和监控项目,对占全市 70%以上 COD排

放量、SO2排放量的市控以上重点企业及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实施相应的 COD、pH、流量、氨氮和烟气

污染在线自动监控, 覆盖面将达到全部市控以上企

业;实现系统 VPN专网联网, 改善系统软件支持,

完善以 G IS技术为基础的监控模式,提高显示与操

作的统一性、规范性, 在广域联网与标准通讯基础

上进行技术开发与储备;加强质量管理, 提高系统

反应能力, 实现不同排放条件下随机采样或等比例

采样功能, 以此提高系统应用实效; 建立企业及主

要交通干道噪声自动监控系统,完成机动车尾气简

易工况自动检测系统建设,实现与中心控制系统的

联网和应用,全面发挥自动监控系统在环境管理与

执法、排污收费及总量监测统计中的作用。

2. 4 强化全市环境安全应急处置系统建设

环境安全应急处置系统包括组织机构、工作程

序、地理信息、重点风险源动态库、应急预案、处理

技术、专家支持、决策支持等。要求能运用决策系

统形成应对各种应急污染的处置救援方案;形成以

市环境监测站为中心,各区县环境监测站参与的应

急监测网; 配置生物采样器、沉积物采样器、多普勒

流量仪、光闪乱式数字粉尘仪、便携式 VOC s监测

仪、水质多参数测定仪、车载式 GC- M S仪,形成现

场支持系统;与南京市化学灾害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密切联系, 形成联动,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损失,体

现环境监测的作用和服务效率。

3 以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实施科学长效管理,建

设和谐中心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改革是永恒的主题。不

断革除阻碍进步的桎梏,赢得获取优胜的先机,是

改革的主要目的。随着改革观念不断深入,改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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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断成熟,用人机制不断完善和科学,人才优势、

综合实力将不断显现。

3. 1 合理设置科室,形成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在南京站即将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中,将根据

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和需要形成管理层、职能层、

执行层三级运行程序。为加强技术质量管理、项目

开发、生态监测及自动监测与监控,设立技术室、项

目管理室、生态物理室、自动监测室和在线监测管

理室, 实行大现场、大分析的运作模式;为科学配置

人力资源,建立竞争上岗、双向选择、能上能下、富

有生机活力的用人机制; 为体现民主集中原则, 充

分考虑民意,科室正副职录用竞聘高分者,以此强

化科室领导的核心作用; 一般岗位按脑力与体力、

复杂与简单等原则划定系数,突出知识与能力的作

用,让想干事的有机会,会干事的有地位, 干成事的

有实惠。

3. 2 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深化学习型单位建设

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 的方法, 学习先进经

验;聘请有名望、有专长的专家授课, 增强专业知

识;采取长效与短期、个性学习与共性学习相结合

的方式,对基础性、实用性的计算机应用、英语等进

行定时、长期培训, 对亟待解决或缺乏的专业知识

进行短期培训; 利用与大学院校建立实习基地, 实

行双向培养的办法, 对技术人员进行能力提高培

训;定向培养 3~ 5名学科带头人,以此带动监测技

术、监测地位的提升; 建立以老带新的工作机制,培

养一批技术骨干, 以多种形式深化学习型单位

建设。

3. 3 制度建站、科学建站, 切实提高工作效率

根据环境监测发展形势,配合质量管理体系的

运行, 对行政管理制度进行行之有效的重大调整。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 积极推进督办制

度、工作讲评制度。根据年、季、月及临时性工作计

划,按进度与完成时限逐月逐项检查工作完成情

况,通过声像系统对各项工作的完成质量逐项讲

评,并与当月奖金挂钩,通过 以绩定金 的方式建

立评估体系,以此树立争先进位的理念, 争创一流

的工作业绩。

3. 4 以队伍建设为主题, 积极推进和谐中心建设

积极推行服务型单位、诚信单位、和谐中心的

创建目标。树立监测为民的理念, 全面提高监测服

务质量和水平; 制定 文明窗口、文明岗位 实施方

案,要求尾气监测、业务、监督等对外科室争创文明

窗口、诚信窗口;明确七项行为规范,开通网上业务

洽谈、业务咨询和委托手续办理; 建立客户回访制

度,向每位客户征询意见和建议; 对被测企业作出

六项承诺; 加强民主管理,畅通交流渠道,开通网上

站长信箱。通过上述创建活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

风,提高执法形象,树立文明风貌, 努力营造和谐中

心的氛围。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连续监

测、定时监测和严格的管理相结合, 才能准确地反

映环境质量状况, 才能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管理。

当前环境管理的中心工作是全力推进循环经济和

生态城市建设, 环境监测的头等任务就是围绕省市

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一如既往地开展各项环境标

准指标体系的综合分析研究, 建立和制定相应的监

测指标体系,在积极打造绿色南京、生态南京的大

跨越中全面发挥环境监测的支持作用,努力在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面实现环境监测新飞跃。

简讯

江苏省首次对高速公路网规划做 环评

2006年 3月 26日, 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审会在宁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近 10位专

家, 对江苏省首次高速公路网规划 环评 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2005年, 在江苏省现有高速公路网规划已逐步实施并将于 2010年基本形成的前提下, 交通厅组织开展了江苏省第二

轮高速公路网规划。此次规划至 2020年, 最终形成 "五纵九横四联 "的江苏省高速公路网, 路线总里程达 5 080 km。

为充分考虑高速公路网规划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根据省政府关于强化规划 环评 的要求, 交通厅决定委托江苏省环

境科学院对该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环评 人员从环保角度对规划的环境可行性进行了评价,并提出防治污染和减缓

对周围环境不良影响的可行措施。规划草案将根据 环评 意见进行适当修改,再上报审批。 (杭春燕 )

摘自 www. jshb. gov. cn 2006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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