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环境监测发展战略思考

张涛，沈红军，董圆媛，范清华，邓爱萍

(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 简述目前环境监测发展的基本形势，回顾了江苏省环境监测发展历程，分析目前江苏省环境监测面临的挑战

和压力，提出了江苏环境监测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并对江苏环境监测发展采取的战略措施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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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监测发展的基本形势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环境监测事业从

无到有，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从监测对象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以工业“三废”( 废水、废气、废渣) 为主要监测

对象阶段; 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监测阶

段; 三是以区域、流域为中心的环境质量监测阶段;

四是以污染监测与生态监测并重的监测阶段［1］。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环境监测建立起较为完整的

监测网络体系、监测管理体系、监督技术体系和监

测技术保证体系等。尽管如此，环境监测工作仍存

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性质、地
位、作用、职责等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监测数据使

用率仍然较低，缺乏有预见性的剖析处理; 部分地

区监测手段落后，监测范围未能全覆盖; 高层次专

业人才缺乏，人才队伍结构不太合理; 监测市场没

有界定和规范; 排污者自身排污监测意识淡漠等。
欧美等国家的环境监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大体上经历了以典型污染事故调查监测、以污

染源监督性监测和以环境质量监测为主 3 个阶

段［2］。当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已具有较为

成熟的环境监测机制和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未

来国际环境监测发展将呈现宏观化和微观化两端

发展的态势。宏观化主要表现为环境质量综合分

析将更加注重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和区域环境质

量变化规律监测的研究; 环境监测内容将扩展至多

维度、长序列的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研究; 环境监

测方法将继续深入，卫星遥感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

中将深入推广应用。微观化主要表现为环境监测

分析精度将向痕量乃至超痕量分析的方向发展; 环

境监测项目将向新兴产业和领域拓展; 环境污染物

监测将由常规污染物监测扩展至新型的、低浓度的

有害污染物监测［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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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环境监测发展及面临挑战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成立环境监测机构以来，

江苏省环境监测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经历了

三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 一是 20 世纪 70 ～ 90 年代

初，以优质实验室创建、计量认证为标志的起步阶

段; 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十五”期间，以全

省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为标志的调整巩固发展

阶段; 三是“十一五”以来，以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

为标志的充实提高深化阶段［5］。
30 多年来，江苏省环境监测能力不断提升，监

测体系逐步完善，为环境保护决策和环境管理提供

了大量科学、准确、及时的监测信息。全面具备水、
气、土壤、生物、噪声等各要素检测能力，减排监测

体系建设、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地表水有机污染物

深度分析、生态遥感监测、应急监测能力等均达到

全国领先水平。建成覆盖全省的各要素环境质量

监测网; 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等多种措施保障监

测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重大专项研究助推监测技术

能力不断提升; 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力度不断加大，

逐步满足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状况的知情权; 开展

全方位监测技术培训、引进专业人才，环境监测队

伍不断壮大。
目前江苏省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

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加剧，环境压力加大，环境管理

与社会公众对环境监测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环境监

测工作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一是环境保护新形势

和社会公众新需求对环境监测提出了新的要求。
顺应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新期盼，围绕呼吸清

洁空气、喝 上 干 净 的 水、吃 上 放 心 的 食 品 等 重

点［6］，要求环境监测领域进一步拓展，增强环境预

警与应急监测能力、保障群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二是监测事业新发展对环境监测改革创新提出了

新的挑战。随着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各类监测任

务与日俱增，需要不断拓展监测领域、提升监测能

力，找准发展定位，创新发展思路，推进全省环境监

测事业的全面发展。

3 江苏环境监测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

江苏省环境监测发展以全面实现环境监测发

展转型，建成与基本现代化相适应的先进的环境监

测管理体系与业务模式，实现环境监测的多元化、
社会化、一体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全方位支撑江苏

环境保护和现代化发展为战略目标。战略重点考

虑五个方面。
3． 1 以创新体制机制为重点，引领环境监测多元
化发展

创造有利于环境监测发展的政策环境与体制

机制，建立环境监测部门统一管理，其他行业部门

分工协作的互相沟通、互相支持、信息共享的和谐

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完善环境监测职能

分工协作机制，界定排污者和管理者的监测责任，

推进环境监测专业市场的形成，加快社会监测机构

的发展，实现监测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3． 2 以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促进环境监测
社会化发展

加强环境监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环

境监测的社会化效能。拓展公众了解环境质量状

况、参与环境监测政策制定与问题处理等方面的渠

道，加大环境监测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力度。实

时公开水、气、声、土壤、生物生态、污染源等各类环

境质量数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共享，维护公

众的环境知情权和监督权。
3． 3 以建立先进的监测预警体系为重点，推动环
境监测一体化发展

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说清污染物排

放情况，对突发环境事件和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有

效预警与响应，形成监测管理全省一盘棋、监测队

伍上下一条龙和监测网络天地一体化的环境监测

格局。
3． 4 以深化科研技术创新为重点，加快环境监测
智能化发展

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以监

测科研为平台，全面拓展实验室监测、自动监测、移
动监测及遥感监测等领域技术创新。健全成果推

广应用机制，充分依托基础性、前沿性应用领域的

创新技术，加快环境监测智能化发展，基本形成符

合我省省情的智能化、业务化、现代化、信息化的环

境监测技术体系。
3． 5 以提升国际履约能力为重点，推进环境监测
国际化发展

扩大环境监测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国外

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提升环境

监测对环境保护国际履约的支撑能力。针对国际

履约要求，以现代化的仪器装备为载体，加强持久

性有机物履约监测能力、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履约

监测能力、危险化学品监测能力、生物多样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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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等能力建设，提高履约监测能力水平。

4 江苏环境监测发展战略措施建议

4． 1 建立环境监测法规体系
以国家及省有关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法律法

规、条例为指导，加快环境监测法制化、制度化、程
序化进程，结合江苏实情将环境监测纳入法制化轨

道，明确环境监测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等，为环

境监测活动提供执行依据和法律保障［7］。以地方

立法形式出台一批法律法规，如《江苏省环境监测

管理条例》和《江苏省环境监控设施监督管理办

法》等，用以规范环境监测行为，形成与江苏省社

会经 济 发 展、环 境 保 护 事 业 相 适 应 的 监 测 法 规

体系。
4． 2 完善环境监测管理体制

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实现环境监测行政管理与

业务技术分离。监测行政管理工作重点放在完善

监测体制机制、制定各项监测制度、编制规划计划、
加强环境质量监督管理、协调解决重大环境监测问

题。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监

测事业。出台《环境监测机构资质管理办法》《环

境监测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环境监测信息统

一发布制度》《环境监测业务协作制度》等，建立和

完善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多部门分工协作、社会资

源合作的现代化环境监测模式。进一步发挥环境

监测分中心的整体监督管理效能，优化系统内部资

源配置，强化流域、区域环境监测监督力度，构建流

域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4． 3 强化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以加强灰霾预警监测为重点，优化空气质量监

测指标、点位，构建区域联防联控监测体系，形成覆

盖城乡、类型全面、预警应急的环境空气监测站网。
以强化流域、海域污染监控监管为重点，优化调整

监测点位，提升流域水环境监测能力，提高地表水

优先控制污染物、重金属监测等新型监测能力，提

高湖泊全分析、综合评估和预测预警能力; 加强重

点敏感区域流域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大的污染物监

测。以拓展声环境自动监测能力为重点，优化调整

监测点位，完善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加强噪

声自动监测监控系统建设。依托基础性、前沿性应

用领域的创新技术，加强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卫星遥感在水体富营养化、秸秆焚烧、沙
尘暴、灰霾、赤潮等遥感监测中的作用。强化总量

减排监测能力建设，建设全省各类污染源专项监测

网络，加强机动车、畜禽养殖等减排监测能力建设。
完善应急监测与预警能力建设，提升环境应急监测

手段，提高应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能力。
4． 4 推进环境监测信息化

按照环境保护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

推进环境监测信息一体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监测

管理创新和流程再造，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控

制。建立贯通省 － 市 － 县三级环境监测部门的高

宽带、安全适用的信息传输专网; 推进环境质量自

动监测系统集成建设，形成覆盖全面的、完善的空

气、水质、噪声、生物、生态等全要素的环境质量自

动监测网络体系; 加强实验室 LIMS 系统、环境监

测核心业务系统、环境监测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

现例行监测、自动监测、应急监测、污染源监督监测

等各类监测数据的共享与分析利用; 强化网络安全

建设与集中运维管理，保障监测数据安全［8］。完

善环境监测信息管理与发布体系，建立健全环境监

测信息公开目录，加强环境监测门户网站建设，实

时、动态发布各类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4． 5 加强环境监测科技创新

增强科研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开展基础性、前
沿性的环境监测科学技术研究，实施重大科研专项

重点推进计划，围绕有机分析、大气预警、水质监

控、生态遥感等优势监测领域，集中突破具有全局

性的核心监测技术。组织实施国家水体、大气污染

控制与治理重大科技研究专项，吸引国家级环保科

技资源向江苏布局，争取各级环保科研基金等对监

测科研的支持。拓展监测科研平台建设，推进“城

市空气污染预警”“水环境生物监测”“土壤有机物

监测”等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及科研基地建

设。加大科研基金支撑力度，逐步增加省级环境监

测科研基金额度，鼓励市级、县级设立专项科研基

金支撑监测技术研究。创新监测科研协作模式，围

绕全球性、区域性等重大环境问题，开展监测系统、
高校、研究院所、企业等国内外的科研协作。
4． 6 打造环境监测人才队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立有利于引进与留住人

才的发展制度，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与培养工

程，依托重大项目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组织实施

“123”人才培养工程，培养 10 名江苏省环境监测

“拔尖人才”、20 名环境监测“新秀”、30 名环境监

( 下转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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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随着氧浓度的提高，表现最为明显的是 NOx 总

释放时间提前，但 NOx 转化率提高不大。

图 6 氧含量对累积转化率影响

Fig． 6 Effect on the cumulative conversion
from oxygen content

3 结论

( 1) 煤燃烧的动态实验结果表明，NOx 的释放

是伴随着煤的挥发分的释放和焦炭的燃烧而产生

的，在燃烧初期挥发分的释放比较迅速，所以 NOx

释放比较激烈，然后 NOx 释放逐渐放缓。煤的挥

发分含量越高，初期释放的 NOx 强度越大。煤燃

烧过程产生的 NOx 是挥发分释放形成的 NO 和焦

炭燃烧形成的 NO 的叠加。
( 2) 煤粒的粒径越小，燃料氮转化为 NOx 的效

率越低; 温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燃料氮向 NOx 的

转化率; 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加，燃料氮转化为 NOx

的效率提高明显，释放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随

着氧浓度的提高，NOx 总释放时间提前，但燃料氮

转化为 NOx 的总效率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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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卫士”。不断拓宽人才培养途径，以环境监测

业务和科研项目为依托，以培养专业拔尖人才、综
合管理人才为重点，实施“监测人员再培训工程”，

建立环境监测人才教育、培训和实习基地，促进和

带动监测技术人员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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