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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投入的加大和

自动监测技术的日趋成熟,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在全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其获取的大量、连续、完整

的基础数据,为政府管理和决策部门提供了及时、

全面的空气质量信息,也为制定空气污染控制计划

和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 GB 3095- 1996 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 !的要求, 有效空气质量日报内容
中可吸入颗粒物应有 12 h以上有效数据, SO2、NO2

应有 18 h以上有效数据。然而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常出现仪器故障、停电、通讯中断等突发性事故,造

成数据缺失而无法达到日报要求。因此, 应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的故障应急处置方案,保证数据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

1 目的

建立一套完整的故障应急处置方案, 总结历史

经验, 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发生故障后及时响

应,有针对性地对现场进行分析判断, 采取相应的

应急措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使系统及

时恢复正常。

2 要求

2. 1 人员要求

工作人员首先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确保发现

故障及时处理;其次要熟知现场各种线路和仪器操

作规程,掌握一般性仪器故障的处理方法。

2. 2 备品要求

按照质量控制要求, 储备充足的备品配件, 有

条件的可配置一套质控兼备用仪器。

2. 3 时间要求

值班人员每天按要求及时调取数据; 出现故障

后,相关人员 15m in内到达单位, 60m in内到达现

场;仪器故障 4 h内无法排除,应更换备用仪器;仪

器故障无法修复,应及时与供应商联系, 供应商在

24 h内响应, 48 h内修复。

3 组织机构与职责分工

3. 1 组织机构

良好的组织机构是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实施的

前提和保证。根据工作特点成立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系统应急处置小组,负责应急处置的实施与外部

协调。设组长、指挥员、第一分队、第二分队,人员

少的单位可交叉互换。

3. 2 职责分工

组长负责制定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故障应

急处置方案,并督促实施,现场应急指挥;指挥员负

责中心控制室的数据监控, 准备备品配件, 协调调

用车辆;第一分队奔赴现场,负责现场的事故处理;

第二分队原地待命, 为现场提供技术支持, 沟通供

电、电信等部门,搬运备用仪器至现场更换等。

3. 3 管理制度

为使应急处置工作规范化,应制定相关的管理

制度。各小组成员根据职责分工, 进行学习和培

训;值班人员按要求及时调取数据, 发现故障立即

启动应急处置方案; 小组成员间保证联络畅通;技

术质量监督保证备品配件齐全和备用仪器正常运

行;事故处理完毕填写应急处置报告备案等。

4 故障分析判断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故障通常由当日值班

人员发现。除中心机房电脑故障、软件故障能当场

发现外,各子站现场故障大都通过数据调取成功与

否,调取后数据正常与否来分析判断。

( 1)电脑故障。主要由于硬件损坏、病毒感

染、系统文件误删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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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软件故障。主要由于软件没注册、程序冲

突、有病毒、文件误删除等。

( 3)电话线无法连接。主要由于现场雷击、现

场停电、电话线短路或断线、调制解调器故障等。

( 4)电话线连接正常而数据无法调取。主要

由于调制解调器故障、数据采集器故障、分析仪至

数据采集器的传输故障等。

( 5)数据异常。 ∀ 数据持续偏低: SO2主要由

于紫外灯老化、光电倍增管老化、滤光片老化、限流

孔堵塞导致流量偏低、气泵故障或泵膜老化、电磁

阀漏气等; NO 2主要由于臭氧放电管老化、臭氧放

电管保险丝烧断、臭氧干燥器老化、光电倍增管老

化等; PM10主要由于电源板故障电源输出偏低、采

样头脏、气泵故障导致流量低、采样口机械故障无

法升降等。 #数据持续偏高: SO2、NO2主要由于反

应室污染、电磁阀故障导致渗透管释放、CPU板故

障等; PM 10主要由于 DAC电压输出故障、短时停电

造成满标显示等。∃ 数据不变或无序变化:主要由

于数据采集器故障、仪器程序设置混乱、PM10纸

带断等。

5 应急处置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分为预防措施和应急措施两部

分。预防措施指根据事故隐患调查, 提出相应的预

防措施,进行相应的整改并记录; 应急措施指根据

故障分析判断, 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理措施, 确

定常用应急备品配件。

预防措施包括电路检查、通讯线路检查、避雷

检查和仪器检查; 应急措施包括查、停、修、校、换、

记。查指技术质量监督到达现场查看故障原因;停

指查明故障原因后,停止站房供电或对故障仪器断

电断气,防止操作造成人员受伤; 修指对故障点维

修,因供电、电信等部门引起停电或通讯异常, 应及

时与其联系,确定恢复时间; 校指对维修后的仪器

适当调整参数重新校准;换指对于现场长时间无法

解决的问题,应考虑更换备用仪器; 记指将故障处

理经过与结果填写应急处置报告备案。

6 应急处置程序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故障应急处置程序见

图 1。

图 1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故障应急处置程序

7 实施成效

以连云港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系统为例。该系统由 1个中心站和 4个子站构

成,已正常运行 5年, 随着仪器及各线路老化, 不断

有故障出现。2004年系统共发生故障 16起, 其中

供电故障 5起, 通讯故障 2起, 仪器故障 9起。由

于应急处置方案的及时启动, 所有故障均顺利排

除,保证了系统的正常运行,数据捕获率达 100% ,

日报完整率达 100%。说明该方案合理性、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均较好, 达到了设置方案的预期目的。

总之, 当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发生故障时,

应急处置方案能否及时启动, 能否顺利实施, 取得

满意的效果,一看值班人员工作是否认真, 能否在

第一时间发现故障, 启动方案;二看现场工作人员

是否技术过硬, 是否熟知现场及仪器性能, 能否直

接找到故障原因并快速排除; 三看后勤保障是否到

位,备品配件是否齐全,联络是否及时,与相关部门

沟通是否顺畅。只有做好上述工作,才能保证应急

处置方案顺利启动与实施,在系统发生故障时急而

不乱,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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