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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简述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现状, 指出了目前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部分自动监测数据的合法性, 排污

企业直接付费方式及现场端建设规范、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应严格在线监测设备社会运营企业的经营许可与监督

检查, 采取必要的激励与处罚措施, 安装监控设备 �对症下药�, 积极制定地方法规、标准,为自动监测数据的应用清除障碍,

改变运营经费的收取与支付方式,理顺与运营企业的关系, 保证运营企业正常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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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 t situation of po llut ion source supervision and contro lw as described. Som e issuesw ere d is�
cussed such as QA /QC o f autom atic mon itoring data accuracy, leg itim acy o f some part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data, discharge enterpr ise directly payment and standard for on�site term inal construction, as w e ll as manage�
ment. It should take somemeasurements to ensure en terprise operating smoothly such as under soc ial superv ision

runn ing on�line monitors by strictly inspected social companies, taking the necessary incentive and pun ish ing

measurements, mon itor equipment insta llation under condition of � su it the rem edy to the case�, act ively develo�
ping loca l regu lations and standards, remov ing barriers for app lication o f autom atic mon itoring data, improv ing

the w ay o f co llection and payment for opera ting expenses, and Stra ighten out relationsh ip betw een po llutant d is�
charge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a l compan ies w ho run on�line mon 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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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在我国已开展多年, 已实

现对 IM n、NH3 - N、TN、TP、SO2、NOx 等主要污染因

子现场自动监测分析、无线传输、远程控制和实时

报警
[ 1]
。

1� 污染源自动监控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

投入逐年增多,系统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自动监

测产生的数据在环保预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节能减排、环保统计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
[ 2 ]

,但仍

难以作为 �排污费征收、排污许可证发放、排污总

量分配�等的硬性依据。

1. 1� 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从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的选型、安装、验收到

日常运行、数据传输等, 国家环保部门已建立了一

套严格的管理和技术规范体系,以保证自动监测系

统的正常运行和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但根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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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督核查情况看,目前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还

难以满足要求,例如 NH 3 - N在线监测仪的比对监

测合格率较低, COD在线监测仪比对监测合格率

为 60% ~ 80%, 见表 1。比对监测合格率低的主要

原因是地方在执行规范时还存在一些问题。

表 1� 2009年 3城市市国控企业 COD在线

监测仪比对监测情况

Table 1� Dev ice result comparison o f COD on linem on itoring at

state EPA monitor ing enterpr ises of 3 cities in the years of 2009

监督单位 抽查企业次数 不合格次数 不合格率 /%

A市环保局 54 23 43

B市环保局 43 10 23

C市环保局 20 7 35

1. 1. 1� 设备的选型、安装、验收

因相关规范多在 2007年出台, 许多之前安装

的设备难以符合规范要求。对不合格的设备, 由于

造价高,又没有相关的退出机制, 难以要求企业及

时更换。例如某市 2008年根据 �水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试行 ) �, 对 26家企业 COD

在线仪进行了验收,每台选用 6组数据比对, 13台

不合格。不合格原因主要是设备本身质量不过关,

设备故障等,见表 2。

表 2� 2008年 A市 COD在线仪验收不合格原因分析

Table 2� Acceptance unqua lified reason ana lysis for COD

on line m on itor ing dev ice of A city in the years o f 2008

不合格原因 企业数量

仪器本身有缺陷,测量误差大 4

仪器老化 1

仪器故障 3

因检测方法不同,参数转换时误差大 2

安装、维护不规范 2

不明原因 1

1. 1. 2� 设备的日常运行
自动监控系统设备种类繁多, 运行技术要求

高,故国家提倡应由有资质的社会运营机构来运行

和维护。社会运营机构应具备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运营资质 (自动连续监测类 ) ,并按照相关法规、规

范开展工作。但也有部分社会运营机构未按照规

范对设备进行运行维护。

( 1)无资质要求的实验室或实验室设备不全。

抽查了 5家社会运营企业, 其中有 2家总部在其他

市,在当地无固定的实验室;有 1家具备简单的实

验室,但只能检测总有机碳、pH值, 不能检测 IM n、

NH3 - N等项目。

( 2)未按规范要求进行比对监测与质控样试

验等日常校验工作。检查了 5家社会运营企业台

账,发现 3家无质控样试验情况记录; 1家历年比

对监测合格率 100%,数据明显不实。

( 3)其他问题。部分运营企业还存维护不及

时;污染因子浓度变化时未及时调整参数; 出现故

障未及时修复; 持证上岗的维护人员少、维护范围

广,难以满足运营维护需求;有的进口设备只有简

单说明书, 运营企业维护困难等问题。

1. 1. 3� 数据的传输

因地区监控中心建设时相关规范未出台,各地

区操作系统存在差异, 数据传输时容易出现 �串口

数据接收错误、读取采样数据失败、离线 �等情况。
解决这类问题一是需要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数采

仪进行更换,保证数据上传规范; 二是提高稳定联

网率,保证数据传输稳定; 三是加强现场端管理并

适时反控采样。

1. 2� 部分自动监测数据的合法性存在问题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规定, 自动监测

设备必须按 �国家规定强制检定 �并 �依法定期进
行校验�。要求在线监测设备数据应用于环保收

费或处罚时,需要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认

证,数据才具备法律效力
[ 3]
。

1. 2. 1� 计量标准不能满足要求
国家在流量计、COD、SO2等在线仪的计量方

面出台了计量检定规程, 但在 NH 3 - N、TN、TP、重

金属离子等在线仪计量方面, 国家暂未出台相应计

量标准。

1. 2. 2� 计量工作开展少

因为计量检定收费较高, 检定周期短,企业负

担重,故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暂未要求排污企业进行

计量认证。

1. 2. 3� 部分设备安装不规范, 无法检定

某市于 2008年对全市的 COD在线仪、流量计

进行了计量检定, COD在线仪不合格率约 11% ,经

维修或更换后全部检定合格; 流量计不合格率

33%, 维修后检定合格的 20% ,另有 13%的流量计

因安装不规范而无法检定。

1. 3� 排污企业直接付费方式有待改进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规定, 现场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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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仪器、设备都是污染治理设施的组成部分。作为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经费和运行经费应由排污单位

自筹解决, 财政可酌情予以支持
[ 4 ]
。所以许多地

区在线监控设备社会运营企业均是和排污企业签

订合同,受排污企业委托开展维护工作, 由排污企

业向运营企业付款。

让排污企业委托运营单位运行污染治理设施,

主要是为了体现 �谁污染谁付费 �原则, 这种模式

在城市污水处理厂、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方

面已经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因为排污企业与运营

企业目标的一致性,这种方式能充分调动治理公司

的积极性。

但在污染源自动监控方面,排污企业与运营企

业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排污企业觉得自己是 �花

钱买手铐�, 相当于在自己的厂区道路上装个自动

监控系统, 要花钱维护, 违章了还要去交罚款。所

以有的排污企业希望测出的值小一些,超标的时候

数据不要上传
[ 5]
。而运营企业本身的职责要求保

证设备正常运行与数据准确有效,其目标与环保部

门一致而与排污企业不一致。

由排污企业直接招标、委托及付费,容易让一

些不法企业进入市场。有的运营企业与排污企业

合作, 擅自更改设备参数或在设备上做手脚,使设

备失去监控的作用;有的运营企业为中标,采用低

价竞争的方法, 在中标后弄虚作假, 不按规范要求

开展工作,严重影响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

1. 4� 现场端建设需要规范,管理需要加强

设备未按规范要求安装, 设备间面积小, 空调

未运行,监测站房未专室专用, 排污企业有设备间

钥匙, 排污口建设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多发生在一

些老企业,因为建设时 �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能力建设项目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端建设规范

(暂行 )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 �等文件未

出台, 现在改造起来比较困难。

监测设备现场端建设规范,才能保证设备地正

常运行, 有效防止排污企业违规偷排。经了解,排

污企业偷排的方式主要有: 往雨水管偷排,囤积雨

水、河水稀释后排放, 在取样口加自来水稀释, 埋设

暗管偷排,囤积污水等下雨时偷排等。为有效地防

止企业违规偷排,地方环保部门采用了许多措施,

如重新装锁防止排污企业进出现场端,对现场端进

行封闭管理;在排污口安装摄像头; 在雨水管装在

线监测设备及电动阀门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 提高环保部门监管绩效

2. 1� 严格在线监测设备社会运营企业的经营许可
与监督检查

环境保护部门应通过实地检查的方式,核实企

业是否达到资质要求;依据相关运行与考核规范,

对运营单位进行监督核查和技术考核;督促运营单

位完善内部管理系统
[ 6 ]

;加强技术人员培训, 严格

持证上岗制度; 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监督运营企业的

日常维护情况; 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对屡

教不改的运营企业加重处罚。

2. 2� 必要的激励与处罚措施

环保部门可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来促使运营

企业更好地履行法律法规、经营许可、行业规范。

同时加大对违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现在环保处

罚比较轻, 对违法企业的震慑力不够。国外企业环

保意识较强,原因是环保处罚重, 企业对其后果承

担不起。而收取的罚款正好又可以用于监控系统

的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加重处罚在法律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规定地方 �可以
制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 但在处罚方面未作相应规定。这样,

虽然有的地方法规规定的处罚重, 但在具体执行

时,只能按法律效力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2. 3� 安装监控设备 �对症下药 �

有企业反映监控设备是 �该安装的没装, 不该

装的装了 �。指的是有的企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

为重金属离子或其他有机毒剂, 但安装的仍然是

COD在线监测仪,结果监测得出的数据很低, 达到

了地表水�类水质标准 ( < 15 mg /L )。

建议环保部门在相关的法规、标准出台后,根

据污染物的不同 �对症下药 �安装在线监测仪。如

主要污染物为砷, 安装砷离子在线监测设备, 主要

污染物为汞的, 安装汞离子在线监测设备。对次要

污染物,如浓度确实低的可考虑不安装相应的在线

监测设备。

2. 4� 积极制定地方法规、标准,为自动监测数据的

应用清除障碍

对一些特殊设备如 TN、TP、重金属离子等自

动监测仪, 因为缺少相关的计量检定规程或运行规

范,监测数据的应用受到局限
[ 7 ]
。且因该类设备

多为进口设备, 运营企业也不知如何维护, 结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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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后监测出的数据远低于排污单位日常检测

数据,比对监测合格率也多低于 50%。花很多钱

安装而起不到作用, 许多企业难以理解。对此,建

议积极制定地方条例、标准, 为自动监测数据的应

用清除障碍,让设备早日起到 �电子警察�的作用。
2. 5� 改变运营经费的收取与支付方式, 理顺与运

营企业的关系,保证运营企业正常开展工作

建议环保部门可以在计算、收取排污费时, 统

筹考虑监控设备的运行费用。由环保部门将相关

费用列入预算, 与运营单位签订合同, 由财政在收

取的排污费中支付运营经费。这样环保部门可以

更有效地运用市场手段对运营企业进行约束, 充分

保证运营企业的正常运行经费,防止运营企业与排

污企业之间的不法交易,更加公平地体现 �谁污染

谁付费 �原则,减轻污水排放量小的企业的环保支

出。在计算、收取排污费时, 进一步考虑监控设备

的购置费用。由政府统一采购监控设备, 选择质量

好的监控设备, 有利于监控数据的准确, 可以控制

设备的种类,有利于设备的维护, 有利于应急情况

处理
[ 8]
。审计发现,部分财政条件好的地区,已经

采用了政府统一付费的方式, 而这些地方的运营企

业也是工作最规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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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决定土壤中化学物质的化学行为
[ 8- 10]

, 主要

以累积、缓慢和间接方式影响不同的生物种群, 产

生不同的生态效应。土壤污染程度难以像水、大气

标准那样直接依据生态效应制定环境质量标准,而

要以土壤特有性质产生的生态效应为基础建立标

准。在国外各地区根据土地特征不同制定各自的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目前国内环保部门也鼓励各地

方制订地方性土壤环境保护标准。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调查土地利用性质

调整为居住、商用的场地污染土壤时, 缺乏土壤环

境质量评定标准。在相关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还

未制订出来之前,利用土壤环境背景值作为土壤环

境质量评价基准值是最好的方法。土壤环境背景

值既包括自然背景部分, 也包括少量外源污染物,

是当前的土壤环境背景值。用对比被调查场地污

染土壤中关注污染物与土壤环境背景值的异常值,

评估土壤环境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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