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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标准, 提出了 十二五 期间基层监测站能力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指出实现 三个说得

清 ,应以科研工作为先导, 以污染防治为核心,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强化对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和环境风险源筛分排查, 充

分发挥基层监测站的作用,更好地为环境管理提供准确有效技术支持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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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rd ing to ability bu ilding standard, ob ject ives and requiremen ts w ere proved for basic level

env ironm enta lmonitoring stations during the 12 th 5 years p lan period. The stat ions should regard scientific re

search as precursor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as a key task and informat izat ion construct ion as d irection to exp lain

env ironm enta l quality situation, trends and poten tial env ironmen tal risks. The stations shou ld p lay the ir fu ll ro le

and provide a strong techn ica l support for env ironm enta lmanagementw ith full aid o f comprehensive env ironmen

tal qua lity ana lysis and environm enta l risk sourc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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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 环境监测管理

办法 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 , 从政策上、法

律上重新确定了环境监测的属性、定位、职责、标

准、体制与机制, 明确了各级环境监测站人员、监测

经费、监测用房和仪器配置等要求。基层监测站应

把握历史机遇, 明确发展方向, 为解决复杂环境问

题做好技术支持,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管理需求提供

服务
[ 1]
。

基层监测站 十二五 能力建设应以科学发展

观为统领,密切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发展

实际, 以适应和满足环境保护需要为工作方针, 以

科研工作为先导,以污染防治为核心, 以信息化建

设为载体,围绕 三个说得清 ,着力提升 测得准

说得清 的能力, 坚持分段实施和突出重点的原

则,力争在 十二五 期间建立适合于区域环境保

护要求的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为新形势下政府决策

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技术依据和基础保障。

1 以科研工作为先导,提升环境监测服务水平

监测科研是环境监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

力量,也是环境决策科学化和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

保证
[ 2 ]
。基层监测站工作在一线、服务于一线,多

年的工作积累了详实的监测数据, 这些数据不仅反

映了环境变化的趋势,而且为开展科研工作奠定了

基础。但长期以来, 由于受到基础条件的限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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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监测站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具体数据的监测上,

而未能系统地发展基层监测站的科研能力。 十

二五 期间, 基层监测站应以科研工作为先导, 以

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为突破口,将理论研究

与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深化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科

研工作,提升环境监测整体服务水平。环境监测多

学科、多技术交叉的工作特点, 要求监测人员不仅

要有多学科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具备较高思想认识

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深入实际,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环境问题提

出准确的见解。这也要求监测站重视开展和实施

科研工作, 从而为技术人员能力提升提供良好条

件
[ 3]
。基层监测站可围绕环境状况的时间 空

间变化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 开展环境状况纵

向、横向对比研究; 结合政策措施、经济发展、能源

消耗与生态环境等社会、经济、自然状况因素, 对环

境状况的变化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为环境管理提出

对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加强污染物排放变化规律

和环境质量发展趋势的分析工作;结合区域实际情

况,利用污染物迁移、扩散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分

析区域排污总量和环境容量,积极开展环境质量模

型研究,预测未来环境质量的发展趋势
[ 4]
。

2 以污染防治为核心,说清环境污染状况

近年来,环境监测部门在完成污染源监测任务

的同时,还承担了环境统计、污染源普查等污染源

管理的技术支持工作。 十二五 期间, 国家仍然

会通过总量控制的方式, 实现环境形势持续趋

好
[ 5]
。这对环境监测的业务范围和工作要求提出

了更高的标准,也将突出监测部门在环保工作中的

地位。基层监测站应适应新形势下的变化,围绕污

染防治这个核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进一步整合

资源, 从两个方面着手说清环境污染状况。一方面

要提升监测层次、提高监测定位, 在完善污染源监

测的基础上,加强对重点污染源排放总量的监督性

监测, 及时跟踪重点监管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变化

情况, 为减排任务顺利开展提供数据依据。同时,

进一步严格环保竣工验收监测,不断丰富和拓展验

收监测内容和领域,提高验收监测质量,为全面、准

确说清污染源排放状况奠定基础
[ 6]
。通过制定和

完善监督监测、验收监测等污染源监测的检测项

目、采样频率和分析方法等技术规范
[ 7]

, 满足污染

防治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应围绕污染减排工作

的总体部署,全面整合污染防治资源。监测系统通

过多年的污染源监督监测,对企业的生产工艺和生

产周期有所了解,对污染物排放数据的波动比较敏

感。因此, 基层监测站应积极参与污染源普查及环

境统计等污染源管理工作, 完善污染源监测和监

控,深化环境统计数据审核,提高统计数据的科学

性与规范性。在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的同时,利

用环境统计数据配合总量减排工作,全面分析评价

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污总量,参与对污染源的全方位

管理,达到污染防治的管理要求。

3 以信息化为载体, 完善环境监测综合管理能力

建设

信息管理系统是采用科学的管理思想和先进

的数据库技术, 实现分析数据自动采集和传输、在

线过程控制和权限管理的专业信息系统
[ 8]
。 十

二五 期间,环境监测的发展方向仍是从人工采样

到自动连续采样;从常规手工分析到大型仪器自动

分析;从现场值守仪器到远程监控设备; 从人工计

算填报纸质报表到网络系统的电子报表。这些基

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对环境监测部

门的综合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基层监测站应

在环保部加大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前提下,以信息

化建设为载体, 整合资源、优化流程,要应用先进仪

器设备,实现样品采集及分析的自动化; 要完善区

域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监控及传输的网络化; 要开

发信息应用模块, 实现数据分析及上报的信息化,

即将环境监测综合管理由对 结果 的控制向对

原料 加工流程 和 运行机制 的控制方向发

展
[ 9]
。这不但有利于优化岗位工作内容、提高岗

位工作效率、强化上级站对基层站的质量控制
[ 10 ]

,

而且能实现对日益增加的工作任务处理的规模化

和批量化, 避免将基层监测站有限的人力物力陷入

日常流程、制度管理等完善的、重复的工作中去,转

而为环境管理提供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持,进而从根

本上提升环境监测综合管理能力
[ 11 ]

, 这也是实现

周生贤部长提出的 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一盘棋、监

测队伍一条龙、监测技术天地一体化 发展战略的

有效措施。

4 强化环境质量综合分析,说清环境质量状况及

变化趋势

经过多年的积累,许多基层监测站已建立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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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环境质量月报、季报和年报制度, 能够系统

地总结回顾过去一段时期内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

状况, 并通过一定的形式上报主管部门。但随着政

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重视,更加希望对

特定时期内的环境质量变化原因或发展趋势有直

观的了解,这就要求基层监测站在健全监测能力,

拓展监测项目、扩大环境质量在线监测的基础上,

以编写环境质量报告为抓手,进一步拓展环境质量

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强化环境质量的综合分析, 说

清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内容上,应逐步

建立由基本环境质量报告和专项监测报告组成的

环境报告体系, 在明确报告种类、要求和时间节点

的基础上,加强对指标选取与评价方法的学习, 强

化对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判读,对数据出现明显异

常或显著变化的,应及时分析原因并提交异常报告

或者预警信息报告
[ 12]
。

在提供基础环境质量信息的前提下, 完善和丰

富环境监测成果的内容,满足地方环保部门要求和

公众环境诉求,提高环保工作的公众认知程度。形

式上, 应不断突破已有的报告模式, 不断创新综合

分析和丰富表征方式
[ 13 ]

,增强环境质量表征能力,

提高环境质量报告的可读性和直观性, 为全面、准

确说清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奠定基础, 为环

境管理、政府决策和公众知情提供服务、为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和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

考核评比活动的环境质量指标检查提供技术支持。

5 筛分排查环境风险源,说清潜在的环境风险

十一五 期间, 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有中

国特色的 一案三制 应急管理体制, 对突发环境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也逐年重视,基层监测站的应

急监测能力已得到了迅速提升。 全国环境监测

站建设标准 对应急监测仪器设备提出了明确的

配置标准,一些监测站也将应急监测队伍的演练常

态化, 但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类型的多样化使被动式

应急监测疲于奔命。基层监测站在完善突发环境

事故应急监测预案及演练的基础上, 应根据区域实

际情况结合自身特点, 化被动为主动, 做好环境风

险源摸排调查工作
[ 14 ]

,配合环保管理部门逐步建

立环境风险源数据库和分级分类动态管理平台,明

确区域内的重点风险源和环境风险因子, 做到重点

风险重点防范,应急处置有的放矢。

基层监测站还应根据风险源和风险因子不同

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监测点位布设、应急仪器配

备和分析方法选择方案
[ 15]

, 为环境管理部门提供

可行的应急处置建议;明确不同风险源应配备应急

物资类型, 从区域统筹的角度出发, 对风险类型相

似、地理位置相近的风险源应急处置物资储备统一

规划,确认区域应急处置物资总储备量, 协调可行

的应急处置物资调配线路,实现区域联动应急处置

物资的充分利用, 以及突发环境事故的快速处置,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多区县应急监测力量整体

协调和配合的新模式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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