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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模式探讨
喻义勇 1

,董艳平 1
,孟磊 2

(1.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 　南京 　210013; 2.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 ,江苏 　南京 　210019)

摘 　要 :简述了目前环保部门两种污染源在线系统管理模式 ,并以南京市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建设与运作管理为例 ,

总结了以监测部门为核心的系统运作管理模式在环境管理、环境执法、污染减排、总量控制上的优势与取得的成绩。同时

提出该模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并展望在线监控管理模式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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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management models for pollutant sources online system s in use of p resent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departments were briefly described. For building and operating management of Nanjing pollutant

sources on2line monitoring system s as examp les, the core function of monitoring department was discussed to op2
erate the system fo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environment law enforcement, pollutant reduction and total pollu2
tant control. The p roblem s and solutions of the models were p roposed for the development p rospects of on2line

monito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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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的通知 》明确将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作为

总量减排的首选依据 ,在线监控成为加强环境监管

能力的重要手段。国家、省、市甚至区县都在花巨

资建设在线监控系统 ,其系统数量成倍增长 ,但是

在线监控系统应由哪个部门负责管理的问题尚未

得到妥善解决。原国家环保总局 2005年颁布的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从有利于数据应用

的角度出发 ,明确环境监察机构作为建设和管理在

线监控系统的主要责任部门 [ 1 ]。但是由于各地出

发点不一 ,目前约有 60%的监控系统是由监察部

门负责管理 ,其余则由监测、污控、信息等部门负责

管理 ,显得相当混乱 ,已经影响到政策执行力和行

政效率。目前业内普遍认可的是济南管理模式 ,该

市在线监控中心设在监测部门。

1　两种代表性管理模式

监控中心由谁负责建设运行存在监察和监测

两种代表性管理模式。何种模式更合理 ,要从在线

监控的根本价值来分析。

在线监控包括“监 ”和“控 ”两项主要功能 ,

“监 ”是对污染物浓度与总量的在线监测 ,“控 ”是

对污处设施运转状况的在线控制。在《污染源自

动监控管理办法 》中将在线监控管理职责放至监

察 ,原因即是系统包含着对污处设施的监控功能 ,

体现了对污染源的监管 [ 1 ]。

但随着环境管理思路的转变 ,监测数据成为环

境管理的基础 ,在线监控的重点已明显转移到“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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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上 ,这以在线监控在总量减排中的应用最为显

著 ,减排需要总量数据。在新颁布的水法中 ,也不再

以污染处理设施停用作为违法排污的前置条件 ,废

水超标即认定为违法行为 ,这除了体现管理的加强 ,

也表征着环境管理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因此 ,在

线监测获取的数据在整个系统中显得更为重要。

在线数据应用是系统生命力的保障。在线监

控建设初期 ,对数据应用的基础技术工作 ,如质控

检查、数据审核等重视不足 ,但实现现代化的污染

源监管手段后 ,在线监控更多需求是监测的技术

性 ,可以说以监测为核心的在线监控管理模式更能

顺应环境管理的需要 [ 2 - 4 ]。

2　南京市在线监控管理模式

2. 1　南京市在线监控管理模式 (以下简称“南京

模式 ”)

2002年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以下简称市

站 )成立了在线监测管理室 ,主要职责是建设和运

行市级在线监控中心 ,以及与在线监控有关的所有

技术工作。为理顺在线监控管理体系 ,南京市于

2004年颁布了《南京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

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 ,

于 2007年初对原办法进行重新修订 ,补充了对在

线监控设备社会化运营的要求。在《办法 》的基础

上 , 2008年南京市环保局 (以下简称市局 )以文件

形式 ,具体明确了部门职能分工和管理流程 ,见图

1 (南京市环境监察支队简称支队 )。

图 1　南京市在线监控部门职能分工和管理流程

　　由图 1可见 ,“南京模式”与国家要求的不同之

处 ,一是由局污控处总牵头 ,二是监控中心设在

市站。

2. 2　“南京模式 ”的优势

2. 2. 1　在线监控体系运行顺畅、高效

在线监测与手工监测都属于对污染源的监督

性监测 ,只是技术手段不同 ,没有本质区别 ,而且在

线监测发展成熟后 ,必将成为常规手段 ,纳入监督

监测范畴。因此 ,南京市沿用了原有环保系统内部

分工方式 ———由市局下达任务 ,市站生产数据 ,支

队应用数据 ,在线数据与手工数据执行相似的生产

流程。在线监测延续传统的分工原则 ,更利于体系

运转顺畅 ,数据应用便利 ,提高行政效率。

2. 2. 2　部门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1)管理优势的发挥

市局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制定建设计划、调配

资金 ,更利于系统建设 ;市局污控处牵头 ,可以协调

计财处为系统建设获得资金支持 ,可以协调监科处

来获得技术支持 ,可以协调法规处来获得法律支

持 ,可以协调开发处解决新建项目问题 ;市局可以

通过文件方式来规范部门之间的分工 ,避免相互推

诿 ,发挥管理优势。

(2)监测技术优势的发挥

在线监测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强的技术工

作 ,需要掌握仪器分析原理、数据传输技术、仪器质

量控制、数据审核规则等 ,这些工作正是监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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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项。

(3)监察执法优势的发挥

在线设备的安装运行中 ,由于排污单位主观上

的抵触 ,必须由监察部门应用其执法权限来推动。

而监察依法使用在线数据用于收费和执法正是推

进系统发展、体现价值的最有效手段。

2. 2. 3　相互监督、公正严明

南京市在线监控体系中 ,市局污控处负责建

设 ,市站负责提供有效数据 ,支队负责应用数据 ,三

方分工协作 ,相互制约 ,而不是由一家独立操作 ,这

种方式更有利于公平使用资金、公正使用职权、公

开使用数据 ,相互监督 ,避免渎职和腐败。

当然 ,这种模式要发挥作用 ,前提是环保系统

内部以整体利益为重 ,齐心协力、协调管理。南京

市在 2007年 7月份下达了 26套废水和 31套废气

在线监控设备限期建设的任务 ,仅用 4个月完成了

所有设备的安装和验收工作 ,并着手使用数据 ,充

分体现了“南京模式 ”的优势。

2. 3　南京市在线监控系统建设现状

2. 3. 1　监控范围

截至 2007年底 ,建设的监控点数达 149个 ,包

括 72家企业 86套废水 , 27家企业 63套烟气在线

设备 ,覆盖全市国控重点源、主要污染物重点减排

企业和市、区管重点企业 ,且以上点位均已完成比

对验收工作 ,启动数据应用。

2. 3. 2　集成监控平台

建成了一套基于 W eb Service结构、GIS界面

管理、GPRS无线实时通讯 ,集成废水、烟气、噪声

和视频的在线监控综合应用平台。平台具备了现

场数据收集、GIS和图形化展示、视频集成、数据审

核、事件处理、统计报表和报告发布等功能。

2. 3. 3　管理和技术规范

在国家技术规范的基础上 ,发布了《南京市污

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办法 》《南京市固定污染源

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南京市废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安装技术规范 》《南京市污

染源在线监控管理规范实施细则 》《南京市污染源

在线监测数据审核规则 》等 ,并正在着手制定在线

仪表和数采之间通讯协议 ,解决下端信息传输不规

范的问题。

2. 3. 4　计量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中第九条要求 ,在

线监测仪器列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为了解决在

线数据合法性问题 ,由质监局和环保局联合发文 ,

市局安排专项检定经费 ,市站配合南京市计量院具

体实施在线仪器的检定工作。

2. 3. 5　数据应用

市局以文件形式 ,要求监察部门对均值超标的

数据必须应用于执法处理 ,并在监控平台上登记处

理结果、编制监察月报。

2. 4　“南京模式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

2. 4. 1　系统内上下级沟通渠道还不畅

(1)问题

就江苏省而言 ,全省在线监控由江苏省环境监

察局统一负责 ,除南京市外 ,全省其他各市的在线

监控均由监察部门负责。由于监察与监测属于两

条业务线 ,因此往往出现省与市、市与市之间在线

监控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工作衔接不到位的情况。

(2)改进方案

南京市成立了在线监控工作组 ,市局分管领导

任组长 ,污控、支队和市站各有一名分管领导任副

组长 ,建立了在线监控管理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

沟通机制 ,并在支队设立与省监察局的专线联系

人 ,负责将省监察部门的要求及时传递到污控处和

市站 ,保证上情下达的效率。

2. 4. 2　监察部门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1)问题

一是监察对在线系统可靠性和数据准确性信

心不足 ;二是即使在线系统保证数据准确可信 ,由

于排污方迫于在线监控的压力 ,会逐步加大环保管

理和投入 ,降低排污强度 ,虽然这正是在线监控的

最终价值目标 ,但因在线数据不能提高排污收费额

度 ,影响了监察部门应用的积极性。

(2)改进方案

一是市站从保证在线数据质量做起 ,提高数据

可用性 ,让支队可以放心地使用数据 ;二是丰富监

控项目 ,包括特征污染因子、污染源运行工况、污处

设施运转情况、视频监控等 ;三是由市局用制度来

规范数据应用和信息反馈。

2. 4. 3　在线数据的多头上报

(1)问题

由于在线数据关系到总量减排的指标 ,监察和

监测部门均被要求向各自的业务上级报出在线数

据 ,从而出现多个部门交叉索要和多头上报的局

面 ,导致数据可能的不一致性和工作的重复性。

(2)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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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监科处是负责监测数据的部门 ,统一掌控

数据的收集和发出 ,所有在线数据的上报均要得到

监科处的认可和审核 ,以保证数据的安全和一致

性 ,避免出现混乱。

3　在线监控管理模式发展方向展望

3. 1　监控中心纳入信息中心

随着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的提

出 ,各地都在建设各类指挥中心 ,这也直接关系到

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的走向 [ 5 ]。就个人理解 ,各

类中心都将围绕着环境数据中心来建设。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中心应该负责数据中心的

建设 ,系统内其他部门作为用户共享数据 ,这样可

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统一性、共享性和应用

性 [ 6 ]。同样 ,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在渡过艰难的

建设、发展和成熟期后 ,也应归并到市局信息中心 ,

包括数据传输、监控平台、数据应用的链路都可转

移到该中心 ,污控、监测和监察等都作为用户在软

件平台上履行各自的职责。而原有在线监控中心

的概念逐渐弱化 ,最终形成的格局可能是 :

(1)污染控制部门

负责在线监控计划和建设 ,基本与目前的职能

相似。随着建设工作接近尾声 ,建设工作程序化 ,

管理职能开始向宏观转移 ,包括协调部门运作、管

理、第三方运营等。

(2)监测部门

负责数据质量 ,包括从现场端的仪器选型、安

装技术指导、比对验收、质控监督检查、数据审核、

数据统计、出具报告等一系列工作 ,这是整个系统

的基础环节。

(3)监察部门

负责数据应用 ,监察部门运用其执法权 ,结合

日常监察管理 ,保障在线仪的正常运行 ,并负责全

面、深入地应用在线数据。

(4)信息中心

承担数据中心建设 ,汇集系统内包括在线监控

中心的所有环境数据 ,负责全局网络化和信息化建

设 ,最终通过整合内部信息资源和共享外部信息资

源 ,建成可为环境管理所用的决策支持系统。

监控中心纳入信息中心 ,前提是全局对环保信

息化要在思想上予以重视、资源上予以保障、制度

上予以健全 ,就目前全国省市级信息中心建设现

状 ,尚难担此重任。

3. 2　监测部门内部的优化重组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关于印发全国工

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总站源字

[ 2008 ]14号 )中提出“对已经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的企业 ,监督性监测的目的是与自动监测数据进行

比对 ”。这暗示着监督监测的发展趋势 :在常规项

目的监测上 ,在线将成为首要监测手段 ,手工监测

成为辅助性的质控比对手段。

经过多年的积累 ,在线监测将从后台走向前

台 ,发挥出应有的实时监控作用。市站已着手对内

部的资源重组 :计划将污染源手工监测与在线监测

进行合并 ,考虑工作的延续性 ,今年先将已安装在

线仪器企业的监督监测转移到在线部门 ,从而将手

工采样和在线比对高效融合。伴随在线仪器安装

面的扩大 ,再逐步将监督监测职能全部移到在线部

门 ,并以在线数据作为监督监测数据上报 ,充分发

挥其价值。

3. 3　在线数据的广泛应用

最初国家要求在线监控中心设在监察部门 ,考

虑到监察是“系统直接使用者 ”,随着与之配套的

系统安装、运行和统计规范的出台 ,在线数据已开

始应用于总量控制和减排 ,今后可望进一步应用于

环境统计、排污申报、排污许可证核发等管理环节 ,

在线数据将达到与手工数据相同的广泛应用。因

此 ,在线监测更有理由与手工监测执行相同的工作

流程 ,由监测部门负责。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类似于南京市的以监

测部门为核心的在线监控系统管理模式 ,可以更有

效地发挥其应用价值 ,更具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 1 ]　魏山峰. 试论环境监控中心在总量减排中的作用 [ N ]. 中国

环境报 , 2008 - 02 - 01 (2) 1

[ 2 ]　柏仇勇. 审时度势　创新发展　全方位推进环境监测现代化

建设 [ J ].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 2006, 18 (1) : 1 - 5.

[ 3 ]　陈建江. 对我国环境自动监测发展的思考 [ J ]. 环境监测管

理与技术 , 2007, 19 (1) : 1 - 3.

[ 4 ]　夏苇 ,马瑞 ,宗亚杰. 推进污染源自动监控提高环保工作水

平 [ J ]. 黑龙江环境通报 , 2007, 31 (2) : 1 - 2.

[ 5 ]　张丹宁 ,许立峰. 浅谈环境预警应急指挥中心的构建与运作

[ J ].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 2007, 19 (2) : 1 - 3.

[ 6 ]　李国刚. 从传统走向现代 - 发展中的中国环境监测 [ J ]. 环

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 2005, 17 (6) : 1 - 31

—8—

第 20卷 　第 5期 喻义勇等. 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模式探讨 2008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