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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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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结合实践工作,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前期准备、现场监测、样品交接与分析、数据处理及报告

编制、验收监测超标情况的处理等方面简述了的经验和体会。指出目前验收监测规范执行中存在的验收条件、管理检查、

现场质控、监督管理等方面问题, 提出尽快制定或修订相关标准、验收技术规范及详细的实施细则, 确保验收工作规范化、

程序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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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ing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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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ence by practica l wo rk w as briefly described from preparation o f monitoring for env iron�
m ental acceptance check ing o f construction pro jects, field m on itor ing, samp les handover and analysis, data pro�
cessing and repor,t and dealing w ith po llu tant test result ou t of lim its. A ccording to problem s ex isted in im ple�
m ent o f environm enta l acceptance check ing regu l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 jects such as condition of acceptance

check ing, m anagem ent and exam ination, qua lity con tro l of field m on itoring, and superv ision and m anagem en,t

suggestion w as proposed for m odify o f evaluat ion criteria, im plem ent ing regulat ion o f env ironm enta l acceptance

check ing o f construction pro jects to insure standard izat ion and prog ramm ing of the env ironm ental acceptance

check ing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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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是执行建设

项目 !三同时 ∀制度的重要环节。做好验收监测工

作,对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验收监测前期准备

1. 1� 项目负责人安排

由于验收工作涉及的行业、工艺较多, 监测人

员很难全面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工艺的污染物排放

特点。因此, 在验收监测工作中, 对较重要或相对

复杂的建设项目, 可以选择 2位 (必要时 3位 )项

目负责人同时负责,其中对本行业、工艺相对熟悉

的人员作为第一负责人组织验收监测工作,其他人

员作为第二负责人协助工作。

1. 2� 点位布设及验收监测方案编写

1. 2. 1� 点位布设

1. 2. 1. 1� 污水处理设施的验收监测布点
除了在处理设施的进水和出水处设置点位外,

还应在中间流程的主要工艺单元适当增设点位。

通过测试中间处理单元的处理效率,确定验收监测

时污染处理设施的实际处理效率。

1. 2. 1. 2�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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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气象参数在上风向、下风向同时布点采

样。监测过程中, 应根据风向、风速现场变化情况

及时调整;静风天气时,应在污染源四周同时布点

采样。

1. 2. 1. 3�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布点
着重考虑声源对外环境影响较强的位置和距

敏感点最近的位置布点。当界外有特殊敏感建筑

物 (如医院、疗养院、住宅小区 )及多层或高层住宅

时,除边界点外, 还要考虑在不同建筑物及不同层

高建筑物室外布点。

1. 2. 2� 验收监测方案编写

必写内容包括: 验收监测的内容 (监测因子、

频次、断面或点位的布设情况, 必要时附示意图;采

样、监测分析方法;验收监测的质量控制措施 ) ;现

场监测操作安全注意事项;对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检

查的内容等。

选写内容包括: 任务的由来、建设项目实施概

况、现场勘查发现与环评及审批意见的不同之处;

验收监测执行标准;现场验收监测人员安排等。

2� 现场监测

2. 1� 验收工况把握

验收监测规范中只提出工况达到设计能力的

75%以上,未明确实际监测时各行业生产工况把握

方法或具体条款
[ 1]
。可通过如下方法把握企业的

生产工况。

( 1)监测期间,对企业实际能源或生产原材料

的消耗、产品产量与相关的设计指标进行比较, 计

算其生产负荷。

( 2)污水集中处理排放的企业,可按监测期间

流量计记录的排放量与实际处理能力对照,计算废

水设施的运行负荷。

2. 2� 污染物去除效率

2. 2. 1� 废水
对于入水水质比较稳定 (浓度变化不大 )的项

目,处理前、后可同步采样; 如果入水水质变化较

大,则应全面调查、了解相应的处理工艺, 掌握废水

在各处理单元的停留时间, 在采集处理前水样后,

根据废水在各单元停留时间, 确定排放时间,采集

处理后的水样。

2. 2. 2� 废气有组织排放
评价处理设施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时,废气处

理前、后样品的采集必须同步进行, 并应采用相同

厂家、相同分析方法的监测仪器。

2. 3� 质控样品采集
( 1)水全程序空白样品的采集: 将实验室分析

用纯水带到采样现场,用采集实际样品的方式进行

采集,然后带回实验室分析。

( 2)气全程序空白样品的采集: 将装有吸收液

的采样瓶或称重后的空白滤膜 (筒 )带到采样现

场,除了不进行样品采集, 其他操作方式和采集实

际样品的方式完全一致。比如在废气采样前,将空

白滤筒放到采样枪中安装好, 数分钟后取出, 带回

实验室分析
[ 2]
。

2. 4� 环境管理检查
验收监测规范中没有环境管理检查的工作细

则,实际工作中,环境风险检查的范围和深度难以

界定,导致环境风险检查内容及范围的不明确,对

验收监测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带来一定的责任

风险
[ 3 ]
。

一是要了解相关部门对该项目验收的要求;二

是了解环境监察部门在企业试生产或试运行阶段

的检查与整改内容, 包括工程环境监理的情况,必

要时可请环境监察部门协助验收监测工作,帮助监

测人员掌握生产状况及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3� 样品交接与分析

样品交接过程应有文字记录, 记录内容应包

括:样品的类型、采集的数量、需要分析的项目、应

采用的分析方法、采样时间、要求上报数据的时间、

采样中异常情况及需要分析人员在分析过程中注

意事项的说明, 以及样品交接过程相关人员的签

字、交接时间等。

在分析过程中注意事项的说明非常重要。如

监测企业废水中氯离子的浓度超过 10 000 m g /L,

对 COD的分析造成干扰, 由于项目负责人没有向

分析人员说明情况, 造成其分析结果严重偏离。

项目负责人在样品交接时,一定要告知分析人

员应采用的分析方法。分析人员如在分析过程中

发现异常问题, 也应在第一时间向科室负责人或项

目负责人汇报。

4� 数据处理及报告编制

4. 1� 监测结果评价
废气 (包括厂界无组织排放 )评价用小时均

值,废水用日均值。废气只要有一次小时均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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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即使日均值达标, 也视为超标;废水只要日均值

达标, 即使一次或数次测定值 !超标∀也视为达标。
4. 2� 总量的核算

4. 2. 1� 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 1)企业排放口安装符合规范的流量计时,可

按污染物日加权平均浓度 #监测期间废水实际排

放量均值 #年生产时间核算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 2)没有安装流量计的, 在进入监测现场第一

天或现场勘查时,记录企业用水水表读数,验收监

测结束时,再记录一次,通过两次水表计数,核算出

一段时间内企业的用水量, 扣除水耗, 测算其排水

量,进而测算出全年的排水总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监测的日均浓度均值 #测算出的全年排水总量。

4. 2. 2� 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通过监测的瞬时排放量 (均值 )和年生产时间

进行核算。

4. 3� 等效排气筒的计算

同一排气筒组以不同高度的排气筒作为初始

点计算等效排气筒参数。依据保护大气环境质量

和严格执行标准的需求,在项目环保竣工验收中选

择最低等效排气筒高度所对应的污染物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作为考核是否达标的标准是合理的
[ 4 ]
。

4. 4� 异常数据的处理
监测结果中出现异常高值或低值,应核查监测

全过程,不能简单地用统计检验方法来决定舍取,

原因不明的异常值不得轻易剔出。

5� 验收监测超标情况的处理 [ 5- 6]

对超标现象要先分析原因,后进行补测。若是

突发性生产事故或是监测单位的原因造成的, 可以

给企业一次补测机会,但监测报告应予注明。

若因处理设施设计、施工、管理等原因造成污

染物超标排放, 为保证验收监测结论准确与公正,

应在企业通过全面的整改后,重新进行完整的验收

监测, 而不是部分项目的补测。

6� 问题与建议
( 1)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受行业规范限制,

需作不同的方案安排,对验收监测条件的把握存在

一定的障碍,除要加强自身学习外, 必要时需请行

业专家把关。

( 2)依据目前评价标准、方法和采用手段, 在

实际监测中出现接近标准 (如略超标 )的情况时,

如考虑采样误差、分析误差及不确定度等因素,很

难判定评价项目是否合格,由此可能引起的争议还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 3)验收监测规范确定了管理检查方面的要

求,超越了监测站的工作职能,如何协调关系,收集

不同部门的检查和管理台账资料等,成为一些重点

项目实施验收监测工作的难点。

( 4)目前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控制手段、措施

主要针对实验室分析进行,而对监测全过程的质量

控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实施细则, 采样过程的误差

很多情况下远高于分析过程可能的误差,因此重视

监测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更为迫切、重要。

( 5)验收监测合格后,如不按照相关要求加强

环境管理检查, 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维护,仍可产

生超标排放现象。此外,企业在验收监测期间,一

般将治理设施调整到最佳状态,有时企业为了通过

验收,采用弄虚作假的方式,包括调低生产负荷,进

行稀释排放等, 造成监测结果虚假达标。因此验收

监测结束后,应追加不定期污染源监督监测, 作为

验收监测的补充和验证,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需

查清原因, 限期整改
[ 7- 8]
。

( 6)鉴于目前的监测、分析手段、标准及规范

的制定与环保工作的发展不协调, 国家应组织力量

尽快制定或修订相关标准,制定操作性强的验收技

术规范及详细的实施细则,确保验收工作规范化、

程序化,更有力地支撑环境管理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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