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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报告是环境监测部门为其承担的专

项监测任务出示的技术总结, 它对环境承受影响的

程度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是环境责任强有力

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环境监测报告的结论

措辞应该慎重。

1 结论必须简单明了

环境监测报告专业性较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

识才能理解,而结论是报告的关键, 当人们拿到监

测报告时, 很自然的是先看报告的结论。因此,出

示的监测报告必须做到阅者皆懂。但是, 基本符

合  标准!、基本达标!、总体上达标!等模糊用

语,却大大降低了报告的法律效果,若是将 绝大部

分达标,只有   超标  倍!修改为   超标  

倍,其他监测项目均达到   标准!,则一目了然。
多字、漏字、别字和错字是报告的大忌,轻则造

成语句不通,重则意思全反,这类情况在用微机打

印监测报告时容易出现,务必引起重视, 可采取多

次校对、审核的方法解决。

2 结论表达方式

最典型的是环境管理部门委托的监督监测和

外单位或个人要求的委托监测。环境管理部门委

托的监督监测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履行行政责任

的监督行为,监测报告上有关结论的内容由管理者

依据法律法规自行评价, 监测部门无须在出示的监

测报告上作结论叙述, 只需写上 监测结果见第  

页!。委托监测具有仲裁性, 仲裁作用是针对法律

责任状况的,委托对象往往是非专业人员, 他们既

希望确切了解样品状况,又对结论抱有较强的依赖

性。因此,报告的结论必须客观、准确、简明。由此

可见,虽然监测的目的不同, 但监测报告的法律效

力是相同的, 所以每一份监测报告的结论措辞都应

该重视。

3 结论应理清思路和避免时癖

结论是监测报告的主要部分,没有结论的报告

是不完整的, 但有些监测结果却不好下结论。例如

渔业污染纠纷的仲裁监测,其监测结果若执行渔业

标准,则超标, 若执行污水排放标准,则达标, 结论

出示对委托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何下结论让仲

裁者左右为难,其实在专业优先情况下将监测结果

与两个标准分别对照,分别结论则可以解决问题。

关于时癖, 比如 监测过程在质控状态下进

行!, 该次监测按照标准实验室程序要求进行!等
结论措辞都属于时癖行为,因为监测报告上的监测

结果是按照规范程序测得的,否则便是不合格; 还

有级别标志,如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证, 其本身就

是实验室出示报告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类似叙

述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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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汽车拥有量的增加, 非交通干线道路

上,一般至少也有 500 辆/ h ~ 600 辆/ h 的交通流

量,昼间标准定为70 dB( A)较为可行,但是夜间城

市道路交通流量已同昼间不相上下, 夜间 55 dB

(A)的标准显然定得过低。因此#类区夜间标准

应改为 63 dB( A)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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