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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改革 ·

我国环境监测技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胡冠九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 :从监测结果的科学性、监测方法的系统性及应急技术的实用性角度 ,提出了目前我国环境监测技术存在的问

题 ,指出应通过科学监测 ,反映真实的环境质量 ,研究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监测方法并使其标准化 ,加强突发污染事故的快速

监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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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ufficient of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was exp lained from the scientificalnes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ystem integrity of analyticalmethods aswell as p racticability for emergency monitoring. The solu2
tions should indicate the tru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by scientific monitoring, establish standardized monito2
ring methods for toxic and hazard pollutants determ ination, intensify fast monito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sud2
den pollution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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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我国环境与资源约束瓶颈加大 ,环境

污染呈加剧蔓延趋势 ,新污染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 POPs)的危害逐步显现 ,生态与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 ,风险更加巨大 ,环境问题成为新的外

交热点 ,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监管与应急

预警体系建设已成为“十一五 ”期间的环保工作重

点。环境监测作为环境保护的基础、环境管理的重

要手段、环境决策的技术依据 ,其主要工作是说清

环境质量现状、变化趋势及原因 ,说清污染源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 ,形成应急响应技术支撑 ,为我国

环境履约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与

污染防控对策 [ 1 ]。与环保工作的需要及国际先进

水平相比 ,我国的环境监测在体制和机制、经费投

入、整体能力、队伍整体素质、监测管理水平、监测

技术配套性、环境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 2 ]
,

呈现环境监测技术总体水平不高、环境污染事故应

急监测技术薄弱、生物监测技术尚未得到普遍应

用、环境监测信息技术落后的局面 [ 1 ]。

1　存在的问题

1. 1　监测结果尚不能全面反映环境质量

1. 1. 1　监测指标

目前我国的环境监测项目与环境状况并不完

全相适应。一是监测项目缺乏针对性 ,对某些污染

程度较轻的项目重复监测 ;二是漏测能表征污染状

况的有害参数 ,应该增加的污染指标迟迟未增 ,在

发达国家已经对特征有毒污染物进行控制之时 ,我

国仍以非特异性指标如化学需氧量、石油类、非甲

烷总烃等作为有机污染控制指标。由此造成按目

前的监测因子和指标体系评价 ,一些地区环境质量

“良好 ”,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群众对周边环

境质量并不满意。

1. 1. 2　监测频次

受人力、物力、财力限制 ,目前环境质量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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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监测的频次偏低 ,所得结果不能完整、准确地反

映实际的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 ,在环境质量评价、

企业排污行为判定等方面造成环境管理的被动。

1. 1. 3　监测要素

目前我国仅对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开展例行监

测 ,对土壤、底泥、固体废弃物、大气颗粒物、生物体

等诸多环境要素中的有害物质均未系统监测 ,缺乏

对区域环境总体质量的把握。

1. 1. 4　评价方法

环境监测的“产品 ”是大量的监测数据 ,目前

往往是对照有限的控制标准值 ,用超标与否来评价

结果 ,普遍缺乏对监测数据的深度加工 ,更缺乏相

应规范对监测数据本身的背景、相关性深入分析 ,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水平较低。

1. 2　监测手段落后 ,已有的标准监测方法不成

体系

目前我国污染物的采样和分析方法缺乏系统

性 ,不同类型的污染物采用不同的采样和分析方

法。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 3838 - 2002)

中的“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地特定项目 ”

为例 ,其中 80个项目需要采用近 20种国标或行标

方法、近 60种其他约定的方法 ,每种方法均有单独

的样品采集、保存、前处理及分析方法 ,光配齐所有

项目所需的试剂就耗时耗力 ,给现场样品采集和实

验室分析带来很大的麻烦 ,不利于监测项目的开展

和标准的执行。

再以环境中 POPs为例 ,国外对此已开展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 [ 3 - 4 ]
,近年来国内由于环境履约的需

要 ,也有一些高校、研究机构对 POPs的本底污染

情况作了研究 [ 5 - 6 ] ,但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及环境介

质均有限。由于缺乏适合国情的统一的标准监测

方法 ,加上人力、装备有限等因素 ,基层环境监测部

门无法对本地区的 POPs开展例行监测调查 ,造成

至今仅有的一些 POPs研究成果并不能全面反映

我国水、气、土壤、生物体中 POPs的污染现状 ,严

重制约了 POPs污染的来源和危害分析及污染控

制等后续工作。

1. 3　应急监测技术相对落后

目前 ,我国的应急监测技术还没有形成一套完

整的体系 ,针对突发污染事故 ,已有的标准监测方

法大多不适合现场快速、动态测定 ,且分析成本较

高。环境监测系统所配置的应急仪器、设备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而且应急仪器方法多为非

标方法 ,许多监测数据只能作定性或半定量使用。

加上我国地域辽阔 ,地形复杂 ,某些边远地区交通

很不方便 ,各地监测部门只能根据现有条件开展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　对策

2. 1　通过科学监测 ,反映真实的环境质量

2. 1. 1　合理制定监测因子

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污染源所产生的有害物

质种类和浓度 ,选取危害大、出现频率高的污染物

作为监测对象 ,删减长期未检出或在标准值以下的

项目 ,力争以单项、特征性控制指标替代综合性控

制指标 ,加强污染物的形态分析 ,使监测结果更加

真实、科学地反映环境状况。

2. 1. 2　强化自动、连续监测

应着力研究多种常见污染物的在线连续自动

监测仪器 ,并加强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空气、水、污

染源 )的联网与数据共享 ,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各

种污染物的动态状况和变化趋势。

2. 1. 3　重视生物、毒理学监测

环境中多种有毒物质共存时 ,其共同毒性往往

不是简单的加和 ,其间会发生协同或拮抗作用。作

为生态环境的综合表现者 ,生物暴露在化学物质中

所产生的反应可用来评价生物受害与化学物质之

间的关系。因此 ,除了用物理、化学手段监测外 ,还

应逐步将生物监测和环境毒理学监测纳入环境质

量监测体系 ,使用生物毒理学来检测污染物对环境

的影响及对动植物和人类的危害性 ,从而更客观地

反映有毒有害物质的毒性。对于不具备建立自动

监测站条件的水域 ,生物监测是对水环境连续自动

监测的一种非常适合的手段。应尽快发展相关测

试方法和技术 ,利用生物体的反应来提供有关污染

物存在和对环境影响的信息。

2. 1. 4　有效评价监测数据

在获得大量可信的环境监测数据的基础上 ,对

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深度加工 ,对监测数据本

身的背景、相关性进行研究 ,提高环境质量综合分

析水平。环境质量综合分析要有点有面 ,有现状分

析、趋势分析、规律分析 ,分析应具整体性、综合性、

预见性 ,既要有监测数据 ,又要有分析评价和对策

建议等。

2. 2　研究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监测方法并使其标

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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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种有毒污染物在环境中能积累、迁移、

转化的事实 ,要发展多环境介质 (水 /悬浮物 /沉积

物 /大气 /土壤 /生物界面 )污染物的监测方法并使

其标准化 ,以利于开展污染调查与研究。对于目标

有毒有害污染物 ,除了国际上已普遍重视的 POPs

外 ,还应关注各地特征性污染物及目前尚未重视的

新型污染物如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等。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环境监

测分析方法与检测技术体系建设 ”中 ,已开展了现

代采样制样、环境监测分析等技术研究 ,并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 ,应尽快将成果推广应用 ,并上升成系

列化的标准方法 ,使其与先进国家的分析方法具有

可比性。同时还应完善实验室内的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 ,强化全程序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为筛

选我国环境优先污染物名录、开展有毒有害污染物

长期环境监测调查、环境安全性评价和污染防治对

策研究等提供技术基础。在建立国家或行业标准

的基础上 ,还应加强我国环境标准国际化的研究 ,

以走出当前我国既不能有效采用国际标准 ,也不能

有效参与国际标准制订的困境 ,以增加我国在国际

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

2. 3　加强突发污染事故的快速监测技术研究

2. 3. 1　分清应急监测工作重点

环境污染事故初期首先需要快速确定污染物

的种类 ,再判别污染物的来源 [ 7 ] ,此时要求快速显

示分析结果 ,反映事故的动态变化和处理处置效

果。在事故平息后 ,为查明原因 ,常常采用多种手

段取证 ,此时注重的是分析结果的精确性而不是时

间 ,应加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 8 ]。

2. 3. 2　采取多种手段应急和预警

现场快速分析是应急监测的手段之一。应急

仪器包括流动监测车 ,应在应急监测“实战 ”之前 ,

充分做好准备工作 ,建立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法标

准 ,或掌握应急仪器所出具数据与经典标准方法的

差异性 ,以提高实际应用时对报出数据的把握性。

在日常情况下 ,可采用自动监测系统进行污染

物监控。另外 ,在交通及运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快速将样品送至有关实验室 ,结合实验室监测手段

对污染物分析 ,也可以满足应急监测的要求。

2. 3. 3　研制自动化程度高、便携式的监测仪器

设备

有研究实力的环境监测站可以联合企业开发

价廉实用的快速测试仪器 ,有经济实力的环境监测

站可以购置进口设备 ,但加快引进国外技术和国外

仪器国产化是环境监测仪器的发展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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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编辑部举办“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高级研讨会”
为加快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步伐 ,提高环境监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 IMS)管理能力与水平 ,为环境监测数据在节

能减排、环境预警、应急处置等环境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现代化信息支持 , 2007年 7月 25日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

术 》编辑部首次走出南京 ,在北京乔波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高级研讨会 ”。来自安徽、海南、哈尔滨等

24个省市环境监测站的 40余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了研讨。会上 ,主编朱琦琦、副主编张丹宁对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的目的、意义进行了宣讲 ,对系统建设技术经验的交流提出了希望。此次研讨共进行了系统建设经验、实例、国内外系统

简介与解决方案等 4个讲座 ,并进行了座谈。参会人员普遍认为理清了思路 ,吸收了丰富的信息与经验。

陈宝琳　喻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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