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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B /S模式构建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的结构和使用功能,以及业务数据集中存储于省站数据库, 便于

统计查询和汇总分析 ,同时省、市、县各级站的用户可直接在 IE浏览器下操作使用。该系统的应用有助于 QA /QC信息共

享, 提高环境监测规范化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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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环境监测的管理水平,采用 M icroso ftV isual

S tudio . NET技术开发 B /S模式环境监测 QA /QC

信息系统,实现人员持证考核、质控考核、考核结果

自动评判、证书和报告自动生成、全省 QA /QC信

息共享、快速查询等功能,对于提高环境监测的规

范化管理有重要意义
[ 1- 4 ]
。

1 需求分析

1. 1 执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

根据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 第 7条规定,

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以实验室为中心,将全

省各级监测站人员、仪器、标准物质、分析方法和考

核数据等影响分析结果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采用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技术, 实现质量信息动态管理。

1. 2 强化上级站对下级站质量管理

省级监测站承担对设区市监测站质量管理工

作的业务指导,设区市监测站承担对辖区内县级监

测站质量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全省各级监测站按

照统一的标准化的格式填报监测项目名称、仪器配

备类别、分析方法,实现管理系统标准统一、应用方

式统一。全省各级监测站人员持证、培训、考核及

监测能力等质量管理信息汇总在 QA /QC信息系

统中,便于上级站统计、评判、决策, 使高质量信息

服务于管理。

1. 3 促进监测站内质量管理规范化

建立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 促进了监测

站内部管理条理化、规范化。站领导、科室主任、质

量管理员、监测人员可直接从系统上查得自己需要

的信息,提高了工作效率,数据的安全性得到保证。

1. 4 实现环境监测质量信息共享

环境监测质量信息包括人员、仪器、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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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居民。

( 2)污染物排放导致水体污染, 主要受体有:

农作物、畜牧、水产品、旅游 (从景观角度 )、水生生

态 (包括底泥 )、供水水源 (包括集中供水水源和分

散供水水源 )。

( 3)经济损失包括: 经济活动损失、维护健康

支出、恢复水质支出和生产安全事故损失。

建议完善事故信息通报和搜集制度, 加强突发

性水污染事件损失评估方法的研究, 以便为决策部

门提供科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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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项目、考核和培训等内容。建立环境监测

QA /QC信息共享平台,避免资源的浪费,增进站与

站的相互沟通, 促进监测工作的开展, 尤其是加快

应急监测工作的响应速度
[ 5]
。

2 系统设计

2. 1 系统物理架构

管理系统总体设计为:在省监测站设置两台服

务器, 一台为数据库, 另一台提供 W eb服务。操作

系统采用 M S 2003 Server版, 数据库使用 ORA-

CLE9I, W eb服务采用 IIS。系统的软件模式采用

B /S模式,全省的业务数据集中存储于省监测站数

据库, 便于查询统计和汇总分析, 同时各级站的用

户直接在 IE浏览器下可操作使用。系统结构见图

1, 系统模式见图 2。

图 1 系统结构

图 2 系统模式

2. 2 系统建设原则

2 2 1 系统的伸缩性

系统既能在省监测站局域网的环境下使用,也

能在互联网或 VPN广域网的环境下使用。应用软

件系统既能处理省站的业务数据,又能汇总处理全

省各级监测站的业务数据。

2 2 2 系统的易用性

系统的易用性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方面是操作

简单直观, 保证使用者易学易用, 减少日常操作及

培训工作的难度; 另一方面是做好各种文档的编

写、维护工作,减少系统维护人员的难度和工作量。

2 2 3 系统的可靠性

应用系统在设计上要保证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录入的资料自动校对、纠错。

2 2 4 系统的扩展性

对系统功能的扩展、流程的修改等能方便进

行,能做到平滑扩展和升级。

2 2 5 系统的安全性

系统的安全包括操作系统的安全、网络的安

全、资料的安全、应用系统的安全。

2 2 6 系统的先进性

系统采用先进的、有生命力的技术, 确保长期

有效,尤其在操作系统升级时不会发生改变, 最大

限度地保护用户的软件系统投资
[ 6]
。

3 系统功能设计

管理系统主要包括: 公告管理、地图查询、短消

息管理、人员管理、指标体系管理、标样库管理、考

核管理、统计管理、用户管理和系统管理若干个模

块。管理系统的内容见图 3。

图 3 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信息档案及管理内容

4 主要流程及功能实现

4. 1 基本信息查询与监控

各级监测站通过各自的工作站将单位概况、人

员信息、业务培训、仪器配备、监测能力和标样配备

等信息填入系统, 建立各类档案, 出现新增、调整等

情况及时更新。利用档案库内的有关指标,可进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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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区域、项目等全方位、多功能的查询,如省监测

站查询全省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到期情况, 以便

统计当年需要持证考核的单位和人员。还可以监控

各级监测站仪器检定及日常标准物质使用情况。

4. 2 标准库的建立与使用

福建省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 建立了监

测项目、分析方法、仪器设备、标准样品 4个标准

库,由省站统一维护, 各级监测站在填写相关信息

时,必须从标准库中选取。监测项目库根据全省各

级监测站申报的监测能力及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控制的项目汇总形成; 分析方法库则

是根据全省各级监测站申报的监测能力汇总形成;

仪器分类库依据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要求的仪

器设备基本配置、海洋监测仪器设备配置、应急监

测仪器设备基本配置建立;标样库主要根据国家环

保总局标样研究所提供的标准样品及国家标物中

心、进口标样汇总而成。

4. 3 质量考核系统的功能

4. 3. 1 质量考核流程

质量考核包括人员持证考核和质检考核, 分为

准备考核、考核申报、确定标样、等待结果、考核结

束 5个步骤。省站录入考核类别、参加考核的单

位、考核时间等信息后,各单位申报考核人员及考

核项目,省站在标样库中选择考核标样, 分别由省

站质控员及各设区市质控员对设区市及县级监测

站实施现场考核,考核结果通过系统上报,自动判

断合格情况,结束考核。采用流程式考核实现了质

量考核分级实施,统一管理,见图 4。

4. 3. 2 考核情况统计查询

系统可以统计查询全省参加考核的单位数、人

数、项目数、项次数,可了解各级监测站薄弱的监测

项目, 比较各辖区的考核成绩, 为省站组织培训考

核工作提供依据。

4. 4 其他功能

4. 4. 1 评审报告与证书管理

通过数据输入、输出的交换格式,可以根据需

要采用 Excel格式导出,形成人员持证上岗考核评

审报告与考核合格证书的格式,打印输出。

4. 4. 2 资料查询

资料管理中项目资料包括环境监测常用的监

测项目 335项,输入项目名称查询, 可下载该项目

的监测方法及所需要的仪器设备,便于实验室资质

认定或实验室认可申请表的正确填写。

图 4 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统质量考核流程

4. 4. 3 应急监测增援

通过地图与监测能力链接,可直观查询突发性

污染事故现场附近的监测站, 把握应急监测的最佳

测试时间。

5 结语

采用 B /S模式构建环境监测 QA /QC信息系

统,形成以省站为核心的省、市、县 QA /QC信息网

络,具有较强的使用价值, 可为全国环境监测 QA /

QC的系统化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储备, 逐步实现环

境监测质量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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