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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 (简称系统 )已

达 116个,遍及江苏省 13个省辖市 (区 )、34个县

(市 )。在这 116个监测点中, 既有反映市县城区

空气质量的监测点,也有代表不同地区不同污染水

平的农村空气质量监测点、生态点和省级空气质量

背景点等。系统每天的监测频率极高,一个子系统

每天可获得数万个监测数据,确保如此大量数据的

准确性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做好系统的质量保证

工作,是摆在各级环境监测站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江苏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的质量保证工

作覆盖着系统的技术、制度和人员素质等方面, 它

们起着相互促进、影响和制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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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优化监测网络,严格监测点位管理

江苏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曾经过两次点位优化、调整, 最终形

成了以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为主,以小城镇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网、酸雨监测网为辅的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网络,网络的结构、功能见图 1。

图 1 2000年江苏省环境空气监测网络的结构和功能

在 江苏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布设 研究

中,通过对江苏省环境空气监测历史、现状的调研,

结合全省特点, 借鉴国内外经验, 提出在保持全省

环境空气网络现有连续性、代表性的基础上, 通过

筛选重点监测点、填补空白功能性监测点, 建成省

级空气自动监测网络,改变原有环境空气监测网络

类型单一、技术结构简单、功能不全的局面, 以及

时、准确地掌握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变化趋势

和规律,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程度。经过各方

论证,确定了反映某一地区 (某城市 )空气质量变

化趋势,代表全省城市、农村、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污

染水平的重点监测点 40个;全省空气污染浓度最

高控制性监测点 77个, 其中有 15个是为 十五

期间加大对人口高密集区和交通污染控制力度而

增设,还有沙尘暴预警、农村点和生态点 10个,见

图 2。

图 2 十五 期间江苏省环境空气监测网络构成

2 建立健全质保制度, 强化子站和中心站质量

管理

为保证整个系统监测数据准确和可靠,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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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和可追踪性,该省环境监测系统根据国家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

定,于 1999年制定了《江苏省大气自动监测质量保

证实施细则》, 2003年该省又针对不断发展的自动

监测技术和管理需求, 对其作了修改和完善,制订

了《江苏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保证实施细则》

(简称《细则》)。该《细则》对子站质量保证、中心

站质量保证、系统质控室质量保证、数据审核和岗

位责任制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细则》要求子站必须保证采样系统和监测仪

器的正常运行,发现故障立刻处理,子站无法排除,

送质控室维修,重大故障及时报告。

《细则》要求省中心站对数据有效性、异常值、

负值、零值或满标值等问题进行判别、舍取、处理和

编辑, 监测数据报系统负责人审核后要存储、传输。

省中心站每天需统计、汇报省控网络站 24 h自动

采集的数据,并随机核查部分监测点, 如发现数据

异常, 立即通知该子站查找原因, 同时将检查结果

反馈省中心站。此外,省中心站要对各市上报监测

结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详细记录、统计,

并作为该市县站年度目标考试的内容之一,以推动

江苏省空气自动监测质量保证的顺利实施。

质控室还要对系统使用的各种标准、标准样品

进行量值追踪和传递。

为了加强制度管理, 《细则》规定了仪器建档

制度、系统运行记录制度、仪器操作制度、子站巡检

制度和数据上报审核制度,并对涉及系统的各主要

环节进行记录监控。

3 加强人员管理,提高人员素质

《细则》对系统负责运行、维护的技术人员以及

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和技术都有明确的要求,需经

过培训、考核, 做到持证上岗,对有关人员担任的工

作内容也有严格规定,做到责任明确,责任到人, 以

保证质量保证工作的整个环节顺利进行。

4 问题与建议

江苏省环境监测系统约有 85%实现了自动监

测仪器的联网, 但对部分安装了 TE、沈阳大西北、

铜陵蓝盾等仪器的子站尚未做到统一监控。全省

空气自动监测网络仪器类型多样, 数据采集、传输、

加工、处理格式各异,造成数据采集速度慢,运行成

本高、效率差。建议制订 环境自动监测网络系统

通信技术规范 ,以加快联网步伐, 提高效率。

书讯

《环境评价方法与实践》

ISBN 7 5025 6314 8,金腊华 邓家泉 吴小明 编, 16开,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年 1月出版发行, 48 00元

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环境评价的基本理论方法,广泛并有重点地讨论了水体、大气、土壤、噪声和固体废物等要素的

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其减缓措施和策略,以及生态环境和区域环境影响评价, 并扼要介绍了评价文书格式和环境影响评价

收费预算方法。全书共分 10章,主要介绍了环境评价的基础知识和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地表水、大气、土壤、噪声和固体

废物污染影响预测方法、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环境风险评价、环境影响的减缓措施和策略、区域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

环境影响评价文书格式和评价收费预算方法等内容。全书以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 注重应用实践, 同时

注重内容的先进性, 各章末附有思考练习题。该书适合作为水资源、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硕士生、本科生

的教材, 亦可供相关专业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环境质量评价原理与方法》

ISBN 7 5025 5393 2,李祚泳 丁晶 彭荔红 编,大 32开,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年 5月出版发行, 30 00元

该书较详细地介绍了环境质量评价的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内容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模糊集理论、灰色系统理论、

物元可拓集、人工神经网络、投影寻踪技术、遗传算法、蚁群算法、集对分析和粗集理论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用于环境

质量评价的基本思想、模型、方法和实例分析。基本反映环境质量评价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本书尽可能做到思想

与概念、理论与方法、模型与应用三个层次兼容,并注意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内容深入浅出、清晰易懂。

该书适用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分析与监测、环境与资源保护、环境系统分析、环境信息系统、水文水资源、水利

水电、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等多种不同学科、专业的需要,可作为研究生、本科学生的教材或教学

参考用书, 亦可供广大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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