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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南京市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营管理。指出应理清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关系 ,保证

排污单位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深入研究、探索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途径和方法。提出必须尽快明确

第三方社会化运营的新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 ,有必要强化对企业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 ,并出台相关强制性的技

术标准和规范 ,促使排污企业逐步规范管网和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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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system for pollution sources was briefly describ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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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环保系统经过几年对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的建设、安装与管理运营 ,目前已对 72家企业

安装了污染源 COD 自动监测仪 85台 , pH 计 39

台 ,流量计 82台 ;对 27家企业安装烟气自动监测

设备 65套。建设了集水、气、声等诸多功能于一体

的系统监控平台。通过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在环

境管理和现场执法中的应用 ,已有了比较系统全面

的思路及程序 ,取得了一些成果。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有两个方面 [ 1 - 2 ]
,

一是依托它的实时在线功能 ,强化执法监察 ,严查

超标排污 ,提高执法效率 ;二是依托它的自动连续

功能 ,说清排污总量 ,并应用在污染物减排、总量控

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 ,以及排污收费等工作中。较

之人工采样一次代表一个月或一个季度数据更具

科学性和合理性。

近年来 ,南京市围绕这两大方面工作 ,进行了

管理和执法的实践 ,对 SO2、COD浓度持续超标 ,对

超许可证总量排放污染物等违法行为通过补充调

查后分别给予依法查处 ,在污染物减排考核以及排

污费征收工作中 ,也充分应用了污染源自动监控系

统的成果和数据。通过应用 ,体现了污染源自动监

控系统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实现了污染源自动监

控系统的价值 [ 3 - 4 ]
;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的能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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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随之提高 ,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的公开、公正和

公平性得以体现。

1　理清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律关系

2005年 9月 ,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污染源自

动监控管理办法 》(总局令第 28号 ) ,明确了在污

染源现场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保局

监控中心联网是排污单位的义务 ,近几年污染源自

动监控工作的开展主要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和支撑。

但由于其本身只是一个部门规章 ,法律层级较低 ,

因此强制性较弱 ,使得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和

管理的成效受到一定影响。

最新修订并于 2008年 6月 1日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

统的建设和安装做了规定 ,从而在法律层面上明确

了在污染源现场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并

与环保局监控中心联网是排污单位的法定义务 ,保

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企业应

当对传送到环保局监控中心的数据负责。这必将

对今后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管理和应用起

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2　保证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是污染

源自动监控系统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证。

几年中 ,各地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运行和

运用都遇到许多困惑和难题 ,比如自动监测设备的

所有权 ,仪器性能不稳定 ,如何推进第三方运营 ,数

据的解释权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由于这

些问题的存在 ,排污单位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积极

性不高 ,即使安装了 ,在运行过程中也是消极对待。

加之仪器生产商售后服务的缺失和滞后 ,设备一度

运行率极低 ,故障率奇高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基

本形同虚设。对此 ,南京市环保局采取相应的措

施 ,认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法制教育 ,让排污单位

充分认识到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

是实现环境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依法行

政 ,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手段和措施 ;

(2)提高仪器选型的准入门槛 ,对仪器生产商

和经销商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提出严格的要求 ;

(3)要求环境监察部门和环境监测部门加大

现场检查和比对监测的力度 ,对消极应付、弄虚作

假 ,甚至故意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

位 ,从严从重处理 ;

(4)积极推进第三方运营工作 ,把排污单位从

烦琐的运行管理中解放出来。

通过努力 ,排污单位已经充分了解了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 ,从思想上真正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支持。

至此 ,排污单位的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率大大提高 ,

稳定运行率已达 80%以上 ,这为自动监控系统的

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深入研究、探索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途

径和方法

前面提到的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应用的两个

方面 ,两者的功能利用 ,从技术上到环保系统内部

的工作机制上都需要有规范的方法和程序来保证。

面对监控平台上的数据信息 ,随时变化的报警信

号 ,如何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筛选甄别 ,如何

既合理又有效地进行处置 ,面对每月、每季 ,乃至一

年下来的各种数据报表 ,如何用于总量控制等环境

管理工作 ,如何用于排污收费和环境执法等。如监

控平台显示排放浓度超标 ,马上安排人员去现场显

然是盲目和不可行的 ; COD 1 d产生 8个监测数

据 ,有部分超标 ,对其必须有明确的定性 ,才能作出

相应的处置 ;平台显示监测数据明显错误 ,也需有

规定的程序和规范进行甄别和取舍。为此 ,南京市

环保局首先规范内部工作机制 ,制定了《污染源自

动监控系统应用程序 》,明确管理、监察、监测等相

关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明确工作流程 ,建立信息互

通渠道。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又先后对数据甄别

和取舍、数据运用方法和途径 ,以及在线报警的调

查和处理等进行规范并试行 ,杜绝了数据管理和应

用的随意性。

目前 ,南京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在环境管理

和现场执法中的应用 ,正在逐步推开并深化 ,随着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实施 ,

相信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应用在今后会有一个

新的突破和飞跃。

4　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及管理运营的

建议

(1)排污单位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正常运

(下转第 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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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河流流经的地区有关 ,珠江 (广州段 )流经广

州市 ,苏州河流经上海市 ,广州与上海均为全国发

达地区 ,城市排污量大 ,各重金属含量表现出较高

的水平 ;长江 (下游 )虽然流经南京、常州、苏州、无

锡等大中等城市 ,但长江水流量大 ,对重金属有一

定的稀释作用 ,反而与渭河流经的宝鸡段含量情况

大约相当 ,处于中等水平 ;淮河 (江苏段 )地处苏北

欠发达地区 ,排污量小 ,重金属含量水平低 ,松花江

流经吉林市 ,吉林市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 ,但表现

出较低的重金属含量 ,可能与采样点的布设有关。

3　结论

渭河表层沉积物 3种重金属元素 Cu、Zn 、Pb平

均含量均远远高于当地土壤背景值 ,且元素含量沿

河流变化剧烈 ,其中 Cu、Zn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各元

素的富集因子均在 1. 0～3. 0之间 ,表现出轻微或中

等程度的富集 ;潜在生态危害系数表明 ,各重金属暂

时不会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危害 ;与国内其他河流

相比 ,渭河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水平居于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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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监控系统发挥作用的基本保证 ,现在运行比较

好的多是采取一家统一运营和管理的第三方运营

模式 [ 5 ]。第三方运营也是国家极力推行的污染治

理设施运营模式。这种模式能够较好地保证系统

正常和规范运行 ,但其改变了原有的法律关系 ,表

现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交叉与混淆 ,使得第三

方运营模式在行政管理上遇到问题。必须尽快明

确第三方社会化运营的新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

(2)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一般都和流量计

配套安装 ,以达到准确计算总量的要求。但由于大

多数企业没有做到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 ,甚至没有

独立的排污口 ,流量计往往不能反映企业的真正排

放情况。国家曾经对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提出过

“方便监测、方便计量、方便监督 ”的原则 ,但企业

的管网如何算是符合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 ,排污口

如何算是达到“三个方便 ”的要求 ,并没有作出过

强制性的规定。因此 ,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如果

和流量计配套安装使用 ,有很多不能满足计算总量

的要求。有必要强化对企业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的管理 ,并出台相关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

促使排污企业逐步规范管网和排污口。

(3)目前南京市要求企业 COD自动监测 1 h

产生一个数据 , 1 d 24个数据 ; SO2 每 5 m in产生一

个数据 , 1 d 288个数据。所有这些数据要完全达

标是难以做到的。现在一般是以均值是否超标来

评价 ,但是以一天的均值 ,还是一个月的均值。目

前认为以月均值是否超标比较合理和科学 ,因为企

业的生产和治污工艺都有可能发生不稳定的状态 ,

有时要几天甚至更多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但在以

月均值进行评价时 ,同时要附带一个条件 ,日均值

不得超过某一个数值。比如 ,以 COD排放浓度限

值为 100 mg/L 为例 , 那么 , 月均值不得超过

100 mg/L ,同时日均值不得超过 200 mg/L。当然

这需要有一个规范将其固定下来才能具备行政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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