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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境监测点位管理的思考

———以江苏省“十二五”环境监测网络调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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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江苏省“十二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优化调整工作，指出监测点位设置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点位

优化调整的原则和思路，总结监测网络调整结果，并开展点位优化调整的成效分析，提出进一步优化监测网络设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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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管理工作。

　　环境监测工作包括确定监测位置、确定监测方
法、开展监测评价 ３个部分。环境监测的准确性、
科学性取决于监测点位及断面设置的科学性和代

表性
［１－２］

。“十二五”期间，国家对环境空气、地表

水监测点位进行系统性调整，江苏省对地表水、地

下水、环境空气、近岸海域、土壤等要素的省控点位

进行优化，并利用 ３Ｓ等数据管理技术建立了地理
信息和监测数据关联更加紧密的点位管理系统，提

高了管理效率
［３］
。

１　“十一五”环境监测点位设置及问题
１．１　点位设置情况

“十五”国家环境监测网设置了环境空气、地表

水两个要素类型，用于评价国家和地方自然环境质

量的总体状况，自发布后沿用至“十一五”末。期

间，江苏省设有国控空气点位５２个、地表水点位１２４
个，省控空气点位７２个、地表水点位４９９个。土壤、
近岸海域等其他环境要素未设置国控、省控点位。

１．２　点位设置主要问题
从技术角度看，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因素的

影响，沿用 １０年的监测点位要素单一，覆盖面不
足，难以满足公众知情权

［４］
；从管理角度看，存在

未根据功能细化分类、点位调整审批流程不明、技

术依据不充分、地理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１）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覆盖面不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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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江苏省有 ４个地级城市未设置国控空气
质量监测点位；能够监测区域性大气移动与扩散的

环境监测点位不足，未在省界区域、常年主导风向

区域上设置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２）太湖流域地表水国控点位过于密集。江
苏省 “十 一 五 ”地 表 水 国 控 点 位 密 度 为

１２．１个／１０４ｋｍ２，太湖流域点位密度达 ４７．６个／
１０４ｋｍ２，大大高于全国七大水系点位密度，且高于
同属于太湖流域的浙江省、上海市１．５倍以上。

（３）区域补偿等专项监测点位布局不全面。
“十一五”期间，江苏仅在太湖流域设置了 ３０个区
域补偿监测点位，全省 ８１％的国土面积尚未实施
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尤其是淮河流域跨界污染监

控力度不足。

２　监测网络调整优化思路
２．１　完善点位管理制度

点位调整工作开展前，首先制定完善管理审批

程序，根据环保部《环境监测点位管理办法》等规范

性文件，制定国、省控点位管理的业务流程（图１）。

图 １　环境监测点位管理业务流程

２．２　确定点位调整原则和策略
设立国控、省控监测点位主要是为了评价总体

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预警潜在风险。要能

满足说清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的要求，又能保

持监测结果的连续性。设点要在时间变化、空间分

布、服务管理 ３个维度上关注点位调整带来的影
响

［５］
，应具有连续性、代表性、导向性。

（１）保持监测管理连续性。按照国家“十二

五”国控网调整方案，制定全省性的国控点位调整

技术规范，并在国控网调整工作结束后，依次开展

省控、市控点位调整，确保下级行政机构监测网络

包含上级监测点位。

（２）提高监测点位代表性与合理性。通过优
化监测网络，根据最新的城镇区划网格，设置和取

消一些点位，增加环境监测点位在空间尺度上的代

表性和完整性；扩展土壤、海洋等公众日益关注的

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新建行政区交界

监测站点，在污染转移交换角度上，提高污染纠纷

处理的代表性、合理性。

（３）突出目标导向性。“十二五”期间，国家发
布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增 ＰＭ２．５等与人群
健康密切相关的污染因子，因此在空气监测点位调

整过程中，要以人群健康为导向
［６］
，增加大中型城

市、人群聚居区的布点数，设置区域点、边界点，形

成基于人口密度分布的空气质量监测评价网。

（４）强化 ＱＡ（质量保证）和 ＱＣ（质量控制）可
达性。空气中的臭氧等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需要

进行量值传递和逐级质控，为此，新建向下级传递

测量标准、可以评估地方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的空气质控点。

３　监测网络调整优化结果
江苏省“十二五”期间环境质量例行监测网

络、专项监测网络调整总体情况参见表１。
３．１　例行环境监测点位调整结果
３．１．１　空气质量监测网络

空气国控点位从 ５２个增加至 ７２个，地级市实
现全覆盖；省控点位定为１２６个，农村监测点位保持
１０个不变。省控点中开展酸雨监测的点位调整为
１１１个，降尘、硫酸盐化速率监测点位基本保持不变。
３．１．２　水环境监测网络

全省水质国控点位从 １２４个减少至 ８３个，其
中太湖流域河网地区国控点位有５１个降为省控点
位；省控点位从 ４９９个调整为 ４７８个，饮用水源地
测点调整为１１３个。
３．１．３　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专项“８ｋｍ×８ｋｍ”普查
布点和“４ｋｍ×４ｋｍ”加密布点基础上［７］

，构建土

壤例行监测网络，设置 ６１个企业周边、２００个粮食
生产基地、２０５个菜篮子种植基地监测点，饮用水
源地周边、规模化养殖场周边及污灌区监测点位交

—１５—

第 ６卷　第 ５期 张瞞等．加强环境监测点位管理的思考———以江苏省“十二五”环境监测网络调整为例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由地方设置后报省级审核。

表 １　江苏省“十二五”环境监测点位调整总体情况

网络类型 环境要素 点位类型 “十一五” “十二五”

环境质量
例行监测
网络

空气质量 国控点 ５２ ７２
省控点 ７２ １２６
农村点 １０ １０

地表水 国控点 １２４ ８３
省控点 ４９９ ４７８

近岸海域 海水水质 ２５ ２４
环境质量功能区 １２
海水浴场 ２

土壤 例行监测 ①

网络类型 环境要素 点位类型 “十一五” “十二五”

环境质量
专项监测
网络

空气质量 质控点 ２６
区域点 ３
省界点 ５

铅、苯并［ａ］芘 ２６
温室气体 ２

地表水
小康社会和基本实
现现代化评价点

５２９ ５４８

太湖流域区域补偿 ３０ ３０
通榆河区域补偿 １５

近岸海域 海水浴场 ２

①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５年中，依次分别对企业周边土壤、粮食生产基地、菜篮子种植基地、饮用水源地周边土壤、规模化养殖场周边及污灌区共

５种类型的土壤开展例行监测。

３．１．４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络
在原有２４个近岸海域监测点位基础上，增设

１２个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功能区、２个海水浴场等监
测点位，设定３１个主要入海河流监测点位，并每年
对直排海污染源污染排放情况进行调查更新。

３．２　典型专项网络调整结果
３．２．１　大气复合污染物监测网络

从以下 ５个方面建设了大气复合污染物专项
监测网络：①为评价各市大气质量监测的质量水
平，建设了２６个城市大气质量监测质控站；②为系
统观测大气有毒有害物质，建设了１个省级多参数
站，多个市级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物监测站；③为反
映江苏省区域大气质量总体状况，在苏南、苏北、苏

中各建设了１个区域大气质量监测站；④为反映周
边地区大气污染扩散情况，建设５个省际跨界污染
监测站；⑤为评估温室气体、环境空气中Ｐｂ等重金
属污染，设置了若干阶段性的专项评估监测点位。

３．２．２　基本现代化考核监测网络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

监测统计组织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办发［２０１３］
１５号）要求，在“江苏省小康社会环境质量综合指
数”评估断面基础上，优化构建基本现代化考核水

质监测网络体系，确定 ５个方面调整原则：①河流
长期断流或已改道的，取消或移动断面；②断面过
于密集，５ｋｍ河段内有多个断面的，适当归并；③
太湖湖体断面按照水面行政隶属关系，分别考核对

应的城市；④断面所在河流流向不定，争议较大无

法明确考核主体，取消或移动断面；⑤新增断面应
位于该地区主要水体上，优先增加国家流域考核与

评估断面。经过调整，共设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地表水考核点位５４８个。

４　点位优化成效分析
４．１　科学表征江苏省自然社会属性

江苏省国土面积仅占全国 １％，但原地表水国
控点位数占全国 １６．３％，占比过高。经过调整后
降至８．６％，更接近东部省份平均水平。与华东六
省一市比较结果表明，江苏省地级市空气质量国控

点位平均数量（每市５．５４个）、地表水国控点位国
土密度（８．０９个／１０４ｋｍ２）仍居于前列（表２），与江
苏省人口密度、水网密度在华东六省一市居于前列

的自然社会属性相一致。

４．２　有效提升新型环境污染预警功能
（１）通过建立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网络，及时

通过海量数据快速筛选捕获污染异常事故。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水质监测站网共筛查数据超过５万条，
捕获水质异常事故 １１４起，为国家和省、市环境监
察机构排查污染区域提供了支撑。

（２）通过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提高大气复
合污染立体观测能力。在指标上，强化大气复合污

染事件的深度污染因子的观测能力；在覆盖面上，

从单一性的城市布点拓展至城郊主导风向位置、背

景区域、农村区域，为细颗粒霾污染的形成、演化、

长距离输送和消亡提供全过程的监测数据，为大气

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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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十二五”华东六省一市国控点位调整情况对比

省份
面积／
１０４ｋｍ２

地级市／
个

地表水点位数／个

“十一五” “十二五”

空气质量点位数／个

“十一五” “十二五”

调整后国控监测点位密度

每市空气质量

点位／个
地表水点位／

（个·１０－４·ｋｍ－２）

山东省 １８．７１ １７ ４３ ５０ ４７ ７４ ４．３５ ２．６７
安徽省 １３．９６ １６ ６８ ７３ １４ ６８ ４．２５ ５．２３
浙江省 １０．１８ １１ ３６ ４０ ２４ ４７ ４．２７ ３．９３
上海市 ０．６３ ３ ３ １０ １０ ４．７６
江西省 １６．６９ １１ １７ ３８ １７ ６０ ５．４５ ２．２８
福建省 １２．４０ ９ １８ １７ １２ ３７ ４．１１ １．３７
江苏省 １０．２６ １３ １２４ ８３ ５２ ７２ ５．５４ ８．０９

　　（３）水质监测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减少人
力投入成本。由于在“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太湖

流域建成了覆盖全部国控断面、行政交界断面、入

湖断面、国家考核断面的水质自动监测站网，因此，

在“十二五”期间，国家批准江苏省减少人工监测

国控断面。与“三湖”（太湖、巢湖、滇池）水环境保

护地区相比，江苏省太湖流域国控断面数量降幅最

高，由９３个调减为４２个，减少了５１个。浙江省太
湖流域、巢湖流域国控断面数分别减少 ４个和 ５
个；滇池流域增加了７个。
４．３　全面支撑环境保护监管目标

（１）服务区域补偿，促进水质改善。构建跨界
补偿监测网络，开展主要水污染物补偿监测。自

２００９年以来，江苏省累计收缴环境资源补偿资金
超过２．６亿元，全部用于环境污染防治。各市主要
出境补偿断面的水质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善。

（２）升级质控手段，倒逼政府减排。优化调整
大气质控站网后，使得省级站点与地方站点监测数

据误差大幅减少，通过省级质控网监测数据，倒逼

地方政府加大总量减排力度。据抽样统计，部分重

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与省级质控站数据误差

降至５％以下。
（３）简政放权，突出重点。原１６９６４个农村地

表水断面由省级管理降为市、县直接管理；噪声监

测点位由省级管理降为地市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进

行调整设置，并报省级复核。省级环境监测管理部

门将重点放在国控、省控点位的管理以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监测点位监督监

测工作上，监控群众生活区域的环境质量变化。

５　对优化监测网络设置的建议
一是要加强监测点位分级管理。要“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基层环保部门及时反馈

地方自然环境状况及水文、地表状况的变化，上级

环保部门统筹管理需求和技术规范，制定完善行政

审核程序，抓好点位调整技术审查。二是要及时适

应形势需求。根据环境形势变化及时优化调整监

测网络，针对重金属、雾霾、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

污染防治等环保工作重点设置专项监测网络，充分

利用成效价格比更高的技术手段优化网络监测技

术。三是要完善新型环境要素点位布设。充分利

用生态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强生态地面监测、

生物多样性的宏观监测，全面反映生态环境质量，

以弥补单个监测在区域环境评价与预警方面的不

足；基于生物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依据不同生态

功能分区特征
［８］
，以生物的生活习性、分布和运动

特征，确定生物监测的布点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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