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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环境自动监测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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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我国环境自动监测的现状 ,指出环境自动监测的发展势头迅猛异常 ,国产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发展前

景广阔 ,而仪器设备标准化和监测系统规范化问题比较突出 ,建议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发展速度适度控制 ,重视自动监测

信息建设与数据共享问题 ,加强监控管理 ,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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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described p resent situation about environmental automatic monitoring in our country,

and pointed out excep tionally fast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works of environmental automatic monitoring. The

homemade automatic monitoring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s have a happy market future, but many thorny p rob2
lem s on standardization of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 should be solved. The author makes

good suggestions to control the develop ing speed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construction, think much of share

information and monitoring data,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achieve adm inistrative

framework and operation within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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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现代自动控制技术、现代分析手段、先进

的通信手段和计算机软件技术 ,对环境监测某些指

标从样品采集、处理、分析到数据传输与报告汇总

全过程实现自动化的系统称为自动监测系统 ;应用

自动监测系统对需要测定的对象实时连续监测称

为自动监测。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包括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 (含酸雨、沙尘暴等 )监测系统、河流湖泊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城市区域环境和道路交通环境噪

声监测系统、工业污染源 (废水、废气、噪声 )自动

监测系统等。

1　我国环境自动监测现状 [ 1 - 2 ]

我国的环境监测站大都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建立 ,而环境自动监测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 ,最

早从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开始。当时根据国家环

保总局的安排 ,全国 30多个城市开始建设空气自

动监测系统 ,到 20世纪 90年代初 ,真正建成并运

行大气自动站的有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杭

州、大连、苏州、南通、合肥等 15个城市。

1997年 5月 ,在国家环保总局的组织下 ,南京

市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空气质量周报 , 1998年 5月 ,

上海、南京、大连、厦门等 4个城市又开展了空气质

量日报 ,大大推动了我国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工作的

开展 ,也加快了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建设。目

前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建成了城市空气自动监

测系统 ,一些较发达地区已在县级市中普及了大气

自动监测系统。

2000年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根据国家环保总

局的有关要求 ,组织 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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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和预报工作 ,监测项目为

SO2、NO2 和 PM10 ,发布形式为空气污染物指数、首

要空气污染物、空气质量级别和空气质量状况。

2000年 6月 5日实现了 42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

向社会发布空气质量日报 , 2001年 6月 5日 47个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全部实现了空气质量日报和预

报发布。到目前为止 ,全国已有 180个地级以上城

市 (109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实现了环境空

气质量日报 ,其中 90个地级城市 ( 83个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城市 )还实现了环境空气质量预报 ,并通

过地方电视台、电台、报纸或网站等媒体向社会

发布。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 ,一方面大大推动了

城市空气污染控制工作的进程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

其他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

1999年 ,国家环保总局在长江、淮河、黄河、太

湖、滇池等重要河、湖建立了 10个国家水质自动

站 ,并逐步推动了全国性的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

设。目前国家级的水质自动站有上百个 ,分布于全

国各大跨省的河流及国际交界河湖 ,各省市也逐步

建立了本省的跨区跨界水质自动站 ,以及城市重点

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站。

根据 2004年初的统计 ,当时国家已经建设并

运行了 82个水质自动站 ,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

海河、淮河、黄河、长江、珠江、太湖、滇池、巢湖等水

系的省界、国界、主要干流、支流、主要水利工程、饮

用水源等敏感水域 ,基本形成了国控地表水自动监

测网络。与此同时 ,各地也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 ,

分别在市界、饮用水源和污染事故频发水体建设了

省控或市控水质自动站 ,国家与地方已建设并运行

了 130多个水质自动站。

目前 ,各地均在开展水质自动站建设 ,不少城

市投入几千万元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南昌市

2005年投入约 800万元 ,建成了 4个饮用水水质

自动站 ;广东、福建、河南、山东、江苏都有较大规模

的水质自动站建设计划 [ 3 ] ,有些已经建成运行 ;江

苏省苏南地区的张家港市 (县级市 ) ,在自动监测

系统 (含水、气、污染源 )建设中的总投资超过千

万元。

环境空气、河流、湖泊及海洋水环境自动监测

站的设立 ,大大推进了污染源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的

建设。与大环境自动监测系统相比 ,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推进的阻力大 ,运行管理问题多 ,而在规模、

投资等方面 ,还将大大超过大环境自动站建设。污

染源在线监测的点位多 ,以江苏为例 ,占污染负荷

70%的重点污染源均要求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以实

施对重点污染源的实时监控。此项工作的推进虽

然存在一定困难 ,但近年来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污染源在线监测包括企业废水排放口在线监

测和废气排放口在线监测 [ 4 ]
,该系统一旦建成并

有效运行 ,将有助于环境管理工作 ,可以实时了解

企业的排放情况 ,从而有效控制污染排放 ,对企业

来说也是一种约束 ,并能真正实现环境管理的科

学化。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可追溯到 20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一些城市开始建设道路交通噪声显

示系统 ,可以算作较早的噪声监测自动站。近年

来 ,有些城市将原有的噪声显示系统改造完善 ,或

新建了一些噪声自动监测点 ,组成噪声监测网络 ,

噪声信息显示屏还同步显示环境宣传信息 [ 5 - 6 ]。

在此方面运作比较成功的有哈尔滨、南昌、苏州等

城市 ,还有不少城市也在开展相应的工作 ,噪声自

动监测系统的应用将逐步扩大。

2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面推进自动监测系统应用水

平的提高

自动监测系统包括自动采样系统、自动监测仪

表、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中心站数据收集与处理

系统等 4大部分。随着自动控制技术的进步、仪表

智能化的发展及网络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

发展 ,自动监测系统的发展也日新月异 ,新建的自

动监测系统日益完善。

一是体现在采样技术方面 ,适用不同场合、不

同目标的采样系统 (主要指水质监测 )及预处理系

统不断完善 ,为自动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必

要的保证 ;

二是监测仪器的可靠性不断提高 ,从仪器本身

来说 ,稳定性提升 ,智能化水平提高 ,使无人值守状

态下远程监控与故障远程诊断、反向控制成为

可能 ;

三是无线数据传输和网络技术的应用 ,为数据

传输提供了多种方案 ,并已发展到实时图像传输 ,

使自动监测系统的监控信息更加快捷、方便、可靠 ;

四是网络的应用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为数

据收集、处理和发布提供了极好的展示平台 ,自动

监测中心软件系统的迅猛发展使自动监测如同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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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腾飞的翅膀 ,也为自动监测信息的共享架起了

一个快速通道。

3　对我国环境自动监测发展的几点认识

3. 1　环境自动监测的发展势头迅猛异常

近 5年来 ,我国的环境自动监测实现了数量和

质量上的双飞跃。在数量方面 , 1997年前建设空

气自动站只有 10多个城市 ,现已发展到数百个 ,长

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监测已由地级市向

县级市普及 ,有些城市已在乡镇应用 ,仪器数量和

站点数量已属世界第一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1999

年前只有二三个城市 (天津、上海、深圳 )建设 ,现

已日益普及 ,成为全球最大、数量最多的国家。在

质量方面 ,随着自动化仪表的不断升级、智能化仪

器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现在的大气、水质和噪声

自动监测仪器质量较早期已有大幅提高。中国已

成为国际大气和水质监测仪器公司全球最大的销

售市场和最激烈的角逐市场。

3. 2　国产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发展前景广阔

无论是空气自动监测设备 ,还是水质自动监测

设备 ,目前主要以进口或合资生产的为主体 ,国产

设备的市场占有率明显不足 ,数量和产值估计都不

足 25% ,大中型城市建设的大气自动监测系统或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设备基本都依赖进口。从长

远看 ,发展和支持国产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前景广

阔。当前 ,国产的高精度在线监测仪器还存在着各

种问题和困难。因此 ,首先需要仪器生产厂商切实

加大技术投资 ,提高研发能力 ,研究攻关 ,解决技术

瓶颈 ,进一步提高国产仪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其

次 ,环保部门要支持国产设备的应用 ,从政策到系

统建设等各个方面 ,给基本成熟的国产仪器设备一

个良好的应用环境 ,扩大自动监测系统中国产设备

的比例 ;另外 ,由于每年购置进口备品备件的支出

非常巨大 ,建议有关厂家对进口设备备品备件的国

产化问题给予重视。

3. 3　仪器设备标准化和监测系统规范化问题比较

突出

国家环保总局已着手组织编制了新的空气自

动监测技术规范、污染源在线监测技术规范、水质

自动监测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一批监测仪器设

备标准也在编制之中 ,但明显滞后于自动监测应用

的发展要求。如今仪器的种类之多、各地差异之

大 ,以及针对同一监测指标因方法不同而造成数据

不一致等问题相当严重。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最基础性的工作。随着

自动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自动监测数据的

正确与否 ,自动监测系统能否真实反映环境质量和

污染状况 ,有可能影响到环境保护工作的根基。

空气质量的主要指标如 PM10 ,由于仪器不同、

原理不同和处理方法不同 ,带来的结果偏差可能超

过 30% ,这将使城市空气质量的相互比较成为问

题。有些城市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好 ,然而监测结果

的超标率却较低 ,这正是由于数据的质量管理出了

问题。近年来 ,从事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的人员常常

对数据的正确性问题深表忧虑 ,如果不加以重视 ,

极有可能成为隐患。

再如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监测 ,从常规法逐步

发展到自动监测 ,而自动监测的方法很多 ,有流动

注射法、电极法、紫外 UV法、生物法、TOC法等 ,对

于同一水体 ,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如何进

行统一比较 ,如何有效地为执法服务 ,如何让这些

数据具有历史价值 ,都是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因此 ,正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 ,解决自动

监测系统的质量问题尤为重要。

3. 4　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发展速度该适度控制

如上所述 ,自动监测系统的应用已越来越广

泛 ,在环境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但一

个城市 ,一个地区 ,究竟该如何发展 ,规模和数量是

不是越多越好 ? 从总体上说 ,应该量力而行 ,不可

攀比 ,发展的速度还是应该适度控制。

空气自动监测以大中城市为主体 ,不宜普及到

乡镇 ;地级以上城市可适度发展流动空气站 ,以弥

补监测布点的不足 ,不必大力发展固定空气自动监

测站。

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应以饮用水源地预警

监测及省、市边界河流以上断面为监测主体 ,不宜

急速扩展到市域内的各种河流 ;市级环保部门应考

虑适度发展水质流动监测实验室。

污染源排放在线监测应以区域内重点废水排

放源和废气排放源的监测监控为主体 ,适度控制安

装数量和监控面 ;噪声在线监测应以交通噪声监控

及执法性监控为主要目标 ,应该稳步发展 ,不可操

之过急。

3. 5　自动监测信息建设与数据共享问题

随着城市空气质量日报和预报的发展 ,多数城

(下转第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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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防止非授权访问 ,保障网络和系统的安全 ;

(2)建立管理和技术等多个层面的信息安全

保障体系 ,加强入侵检测和安全反应等技术管理 ,

采取内外网隔离、物理断开等方法 ,通过防火墙有

效阻止外部入侵者 ,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与合理利

用 ,有效维护整个数据库系统的安全。

6　软件系统的试运行

文档一体化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管理系统 ,涉

及很多工作流程和所有的网络用户 ,部分节点甚至

一个重要节点的障碍都可能造成系统梗阻。因此 ,

系统的实用性必须经过一定时期、较大范围的试运

行 ,深入考察与自动化系统相关的诸多方面的情况

及变化 ,分析存在的问题 ,寻求解决途径 ,以保证系

统数据的稳定和各项功能的充分利用 ,提高系统整

体运用水平 [ 5 ]。

环境保护科技档案文档一体化信息系统建设

必须结合实际情况 ,从提高工作效率、档案信息化

建设需求、传输技术的可行性及人力、物力等多方

面分析 ,从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方面全

面创新 ,提出系统建设发展的目标和指导方针 ,有

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并将其他自动化工作纳入信

息系统 ,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避免造成信息分割和

资源浪费 ,由可靠的技术措施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保

证信息系统安全和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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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气质量监测信息事实上已实现共享。随着国

家对环境监测定位的进一步明确 ,作为公益性事业

的环境监测信息 ,实现共享当是发展趋势。当环境

监测部门的监测经费得到充分保障 ,监测人员的各

项待遇能够完全参照公务员从政府财政列支时 ,环

境监测信息应该逐步做到免费向社会公布。

3. 6　加强对自动监测系统的监控管理

目前在自动监测系统中 ,质量问题较严重的是

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因此 ,国家重点城市如果

有一个空气自动站直接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管 ,

建设一个独立于地方政府的真正的国家控制的自

动监测网 ,必然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空气自动监测

系统的监测质量。可以说 ,规程再多 ,监督检查再

频繁 ,也没有建立一个完全属于国家环保总局的空

气自动监测系统所带来的成效明显。

环境水质及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的质量

管理正在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各级环境监测站

应当严格执行相关的质量控制要求 ,加大对自动监

控系统的质量监督巡查力度 ,重视质量控制工作所

需经费及人员保证 ,这也是让自动监控系统能够真

正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3. 7　理顺自动监测系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现代环境监测体系的改革 ,“监 ”与“测 ”分离 ,

“管 ”与“运 ”分离 ,“行政 ”与“技术 ”分离 ,是一个

趋势。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将影响自动

监测系统的发展。一些重点城市已经将自动监测

系统的运行维护以承包经营的方式让专业的运营

公司负责 ,监测部门主要负责质量监督和数据的收

集处理 ,这种分工有利于自动监测的发展。大力推

进第三方运营管理 ,将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

素 ,切实提高系统运行与管理水平 ,实现自动监测

系统运行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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