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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上海市环境监测行业质量管理工作在宏观管理和微观控制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制定了上海市环境监测

质量管理近期和中期规划。建立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和 QC指标评定体系, 组建质量与技术管理委员会, 建立环境质量

和污染源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 QA /QC体系。在全市环境监测行业内建立质量管理考核评价体系和法制保障体系,推进

L IM S建设并实现与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L IM S的无缝链接,探索构建 上海市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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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ort andm id- term p lanningw as estab lished for so lving problem about env ironmentalmonito-

ring qua lity managem ent in Shangha.i The plann ing dea ltw ith in format ion platform of qua litymanagement and e-

va luating system of QC, Qua lity and TechnicalM anagem ent Comm ittee and QA /QC system for env ironmental

qua lity mon itoring and continuous automat icmon itoring of po llut ing sources. The p lann ing plays a good demon-

strating role to estab lish exam inat ion and evaluat ion system of qua lity management and lega l security system, to

link w ith LIM S of Shangha iEnv ironmentalM on itoring C enter and to structure quality con tro lp latform o fw ater en-

vironmentmonito ring in Shangha.i

Key words: Env ironmen talmon ito ring; Q ua lity managem ent plann ing; Shangha i

收稿日期: 2009- 12- 23;修订日期: 2010- 02- 10

作者简介:王向明 ( 1966 ), 女,山东菏泽人,高级工程师, 大

学,从事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

通过持续的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上海市环境

监测质量管理的覆盖范围不断延伸和拓展,目前已

在地表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机动车排放气、

室内空气、土壤及固体废弃物、生物和噪声等主要

监测领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 QA /QC技术体系, 在

保证各项监测活动规范性和监测结果可比性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而言,上海市在努力实

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其环境监测工作的整

体水平比之政府和社会对环境管理的需求仍有较

大的差距和提升的空间。为此, 上海市环境监测

规划研究 项目于 2008年 11月正式立项,该项目

由环境质量监测系统规划、污染源监测执法系统规

划、应急监测能力建设规划、实验室检测能力规划

等十个子项组成,首次将质量管理规划作为独立子

项纳入整体研究中, 并成为整个规划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

1 现状

上海市环境监测已初步构建了以上海市环境

监测中心、19个区县监测站和 12个行业或大型企

业监测站为核心的环境监测网络, 以上监测机构是

当前上海市环境监测工作的主力军,是该次规划的

主要研究对象。在体系建设方面, 目前 32个监测

机构已全部取得认证资质,其中监测中心和 17个

区县监测站为认证认可 二合一 实验室, 12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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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企业监测站中已有 7个取得了认证认可 二

合一 资质。监测中心作为全市环境监测网络的

龙头单位,负责网络所有成员单位的人员培训和持

证上岗考核工作,配合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单

独组织对网络成员单位进行质量检查和比对考核,

体系运行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在日常监测活动能够

普遍采取基本通用的质量控制措施。

但长期以来,上海市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仍

然延续着传统简单的方式,在宏观管理和微观控制

两个方面仍有诸多问题。

1. 1 宏观管理

( 1)在当前环境监测逐步向社会化和市场化

方向运作的大背景下,上海市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

逐步发展起来,但即便是有主管部门的行业监测站

也大多需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求得生存和发展。虽

然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总局令第 39号 )中提及了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对社会监测机构进行资质认定的要求,但至今

无论是在国家或是市级层面上均无具有可操作性

的认定管理实施细则出台,对环境监测的市场运作

进行统一规范监管的机制尚未建立。激烈的市场

竞争、个别监测机构对利润的过度追求、业务范围

或业务量的过快膨胀等都会导致 QA /QC工作边

缘化; 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研究投入滞后于市场扩

张速度,管理层和监测技术人员的质量意识淡薄,

甚至有人为造假的事件发生,这些问题又进一步阻

碍了监测市场的健康发展
[ 1]
。

( 2)因人力资源和技术手段的匮乏, 在已有的

监测网络内尚未建成一个信息统一发布并且可以

互动交流的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平台, 对网络内的全

体监测机构实施有效的 QA /QC监管就显得力不

从心。

( 3)虽然 上海市区县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标

准 已经由市环保局批准发布,各区县监测站也在

努力按照该标准的要求加快能力建设步伐,但目前

看来, 各单位在能力建设进程中往往更多地关注硬

件条件建设,将较多精力放在争取财政经费和购置

仪器设备等方面,对人才引进培养和新项目开发的

重视程度不够, 这就可能造成仪器闲置率高、实际

应用能力不足的问题, QA /QC水平也无法随着能

力建设的推进而同步提高。

1. 2 微观控制

( 1)无论是在全市监测行业或上海市环境监

测中心内部,尚未建立一套适应不同监测领域、运

用不同监测方法、针对不同监测项目及浓度水平、

具有较强科学性和较高可信度的 QC指标评定体

系。目前情况下,日常监测工作中所采取的 QC措

施与实际工作的关联不够紧密, QC手段传统单

一,目的性和针对性不够明确, QC结果的准确性、

有效性和可信度也难以给出科学的判定。

( 2)空气质量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地表水连续

自动监测系统和固定污染源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是

目前环境监测领域中以自动化仪器仪表为监测手

段、以数据远程传输为实时监控方式的专业监测类

别, QA /QC要求和措施必定不同于其他现场监测

和实验室分析等常规监测手段,因此必须为各类连

续自动监测系统制定有针对性的 QA /QC操作手

册,不仅用以指导单个自动监测子站的运行管理,

也同时指导整个区域自动监测网络的运行管理。

而在目前情况下,虽然国家多个文件中对各类连续

自动监测系统的选址建站、仪器优选、运行维护、数

据审核与处理等方面的 QA /QC要求有所涉及,但

总体上不够系统完整,同时对于上海市而言, 尽早

针对自身的系统管理和运行模式建立有地方特色

的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QA /QC体系也理应列入规

划研究目标中。

( 3)虽然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 LIM S系统已

建成并能较为稳定地运行,但在全市监测网络内尚

未全面树立用 L IM S对实验室进行全方位管理的

理念, L IM S建设推进速度不快,在监测中心和各网

络成员单位之间尚未实现实验室内部独立运行而

宏观上由监测中心统一管理的 LIM S系统。

2 规划原则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划研究的原则是:质量管

理不仅要与各大监测领域的技术规划相呼应,更要

在质量管理方面引领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坚持先

进性、科学性、全面性、实用性的有机统一; 坚持质

量为先、兼顾现实性和超前性, 大胆设想, 勇于实

践,使质量管理成为构建科学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和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对提高全国环境监测行业 十二五 期间的质量管

理水平起到示范和指导作用
[ 2]
。

3 近期规划目标

根据规划研究项目的总体思路,将国家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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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规划年限即 2011年 2015年定为上海市环境

监测的近期规划阶段, 将 2016年 2020年定为中

期规划阶段。质量管理的近期规划目标包括: 在全

市监测网络内建立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和 QC

指标评定体系,组建一个具有行业共同管理性质的

质量与技术管理委员会, 先行完善地表水、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及污染源连续监测系统的 QA /QC

体系。

3. 1 建立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和 QC指标评定

体系

规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 2012年前建立一个能

够满足上海市环境监测质量管理需求的信息共享

平台。通过该平台,由监测中心即时发布国家及行

业有关认证认可管理、标准变更、能力验证、技术培

训、持证上岗考核、标准物质供应及其他质量管理

信息, 并对各网络成员单位需要反馈的信息建立填

写提交功能,由此实现对各成员单位的技术能力、

仪器配置、人员持证、标准管理等质量管理信息的

动态更新。其次是计划建立一个满足上海市环境

监测管理需求且与网络成员单位技术能力发展相

匹配的质控数据库及标准物质供应系统, 在国内率

先建立区域环境监测质控指标评定体系, 并优先考

虑建立地表水常规监测指标和空气质量常规监测

指标的质控指标控制限
[ 3]
。

3. 2 组建质量与技术管理委员会

为充分利用现有监测资源和发挥人才优势,计

划在建立质量管理信息共享平台的过程中,在全市

监测网络内同步组建一个质量与技术管理委员会,

从而为今后成立环境监测行业协会打下基础。

( 1)对目前监测工作中具有共性但尚无有效

措施的细节问题展开针对性研究,依据国家相关标

准规范并结合上海市工作实际制定更具可操作性

的地方系列技术规定,使之成为上海市环境监测网

络内共同遵守的技术约定,起到对国家标准规范细

化和补充的作用。

( 2)承担上海市环境监测网络内技术人员的

持证上岗考核工作, 充分体现该项工作的客观公

正性。

( 3)监督抽查各单位对各类标准、规范及规定

的执行情况,定期考核评估各单位的质量管理和技

术发展水平, 组织实施网络内的技术比对和质量

考核。

( 4)对社会监测力量予以规范管理, 促进社会

监测力量与政府监测队伍在体系管理、人员培训、

技术发展等方面的交流。

( 5)配合做好全市环境监测任务的协调性

事务。

3. 3 建立环境质量和污染源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

QA /QC体系

( 1)由于近十年来上海市地表水自动监测系

统发展速度较为迟缓,目前尚未形成能够全面反映

全市水环境质量情况的自动监测网络。因此, 2015

年前上海市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 QA /QC规划的

重点首先在于编制 上海市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手册 , 明确站点选址和建

站、仪器优选、运行维护、数据的审核和处理及记录

管理等 5个部分的 QA /QC技术要求, 制定自动监

测数据审核规范及子站管理评估办法;其次是制定

适用于上海市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的仪器技术认

定地方标准,并重点培养一批具备资质和富有管理

经验的系统运行维护人员,开展自动监测方法与实

验室经典分析方法之间的比对。通过以上工作,努

力使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成为上海市水环境监测

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水质预警预报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 2)对于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因监测网络

建设及其 QA /QC体系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水平,

因此该规划研究更着重于对现有 QA /QC体系做

进一步完善。针对上海市将在 十二五 期间基本

建成由常规监测、交通监测、工业区有毒有害污染

物监测到支持光化学烟雾监测和灰霾监测等关于

空气污染控制研究的全方位环境空气质量立体监

测网络的规划目标, 重点对系统运行中的远程校零

校标、数据传输、数据自动审核和数据最终处理等

过程予以更为严格的控制,加强远程校零校标和数

据自动审核软件开发的研究,编制 上海市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手册 , 制定 上

海市空气质量连续自动监测站建设和运行技术规

范 地方标准。最后,根据上海市废水和废气两个

污染源连续监测系统建设进程,以及国家和上海市

两级政府对污染源连续监测工作的管理需求, 十

二五 期间将重点围绕建立和完善连续监测系统

的标准化体系, 提高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及加强对系统运营方的质量审核等方面展开

QA /QC的工作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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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期规划目标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上海市环境监测行

业的法制化意识和实质性改革也将不断深化和提

高。因此, 在 2016年 2020年的中期规划中, 将

力求建立全市一体化的环境监测 QA /QC体系, 摈

弃以行政管理抓质量的方式,着力研究在法制保障

的前提下对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做出具有前瞻性

的发展规划
[ 6- 7]
。

4. 1 在全市环境监测行业内建立质量管理考核评

价体系和法制保障体系

( 1)作为在上海市环境监测行业内建立和完

善法制保障体系的基础,应在现有的监测网络内建

立一套科学、完整和实用的质量管理考核评价体

系,即根据各监测站的职责范围和工作特点,开展

体系运行、管理制度、能力建设 (人、财、物 )、体制

机制等多方面的考核评价,探索在现行的国家实验

室认证认可制度之外, 以上海市环境保护决策措

施、环境保护发展战略和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对全市

环境监测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为出发点,深

入研究能够将认证认可制度与环境监测行业管理

要求和技术特点紧密结合的有效方法,寻求实现认

证认可制度 环保化 的可能性。

( 2)加快制定 上海市环境监测 /检测机构资

质等级评估办法 排污单位检测数据管理办法

环保产品生产单位检测数据管理办法 污染源

连续监测系统运营商检测数据管理办法 等地方

性法规或管理办法,建立符合上海市环境监测行业

管理要求的法制保障体系,进一步理顺各级各类环

境监测 /检测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工作职能,进

而建立上海市环境监测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质

量事故责任追究体系,真正实现对上海市所有监测

力量的统一监管,培育一个质量为先、功能完整、优

势互补、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的环境监测市场。

4. 2 推进 L IM S建设并实现与上海市环境监测中

心 LIM S的无缝链接

在监测中心稳步实施 L IM S管理的基础上,

2020年前在全市监测网络内逐步推进 LIM S建设,

实现实验室内部为各自独立运行而宏观上由监测

中心统一管理的运行体系,从而既在人 (人员 )、机

(仪器 )、料 (样品、实验材料 )、法 (方法 )、环 (环

境、通讯 )等要素上实现单个实验室的全方位管

理,又可由监测中心统一管理及查询。既可纵向下

达监测任务和数据报告的采集,又可对网络成员单

位的监测分析工作进行全程质量控制,将上海市环

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工作的统一汇总、审核和

监控变为现实
[ 8 ]
。

4. 3 构建 上海市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平台

目前上海市水环境的管理和监测呈现环保、水

务、城建等多个部门多头管理的状况, 存在对同一

水系甚至同一断面进行重复监测, 而监测数据无法

实现共享, 在 QA /QC方面又不能达成一致等诸多

问题。因此,在中期规划阶段将重点开展构建 上

海市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平台 的专项研究, 探索

在市级层面上对全市水环境监测进行系统管理新

模式。

( 1)进一步明确上海市水环境监测工作的质

保要求,针对 109个地表水监测项目建立兼具全面

性和合理性的上海市水环境质控指标评定体系。

( 2)系统研究地表水连续自动监测、应急监

测、流动监测、遥感监测及生物监测等特定监测技

术的 QA /QC技术,对上海市不同水域实施全方位

多层次的监测质量管理。

( 3)建立区域水环境质量管理控制中心, 建立

统一的水环境监测数据审核模式和 QC数据审核

方法
[ 3 ]
,并对全市水环境监测的业务管理、点位布

局、表征技术、数据处理等实行统一管理,最终在上

海市范围内构建一个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水

环境监测综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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