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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法在工业污染核算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董广霞，景立新，周冏，董文福，王鑫，安海蓉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摇１０００１２）

摘摇要：简述了监测数据法应用于污染核算的工作流程。指出了监测数据法使用中监测数据本身、环境统计中以及动

态更新中监测数据使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应加强监测管理、钻研监测技术，提升监测数据质量，为污染核算奠定基

础；修订、完善监测数据法的相关技术规定并督促严格执行；正确处理监测数据，从技术层面改进污染核算质量；加强监测

数据法核算的审核、培训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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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在污染源排放量核查核算中，监测数据法是国

家环境统计管理部门相关技术规定中认定的污染

物排放总量核算方法之一，得到广泛应用。现以

２０１０ 年全国环境统计和更新调查数据为例，对监

测数据法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

从管理、技术等层面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１摇监测数据法应用于污染核算的工作流程

随着“十一五”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

体系建设的推进，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自动在线监

测空前加强
［１］，监测数据从质和量上不断得到提

高。原国家环保总局将占全国主要污染物工业排

放负荷 ６５％ 的污染源确定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成为监督性监测、执法监督、污
染 治 理 等 的 重 点，并 成 为 总 量 减 排 的 主 要 抓

手
［２ － ４］，根据《主要污染物减排监测技术规定（暂

行）》，环保部门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废水和废

气主要污染物每季度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除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外，条件好的地区还对省控、市控

乃至县控重点源开展监督性监测。
目前国控重点监控企业基本上都安装了自动

在线监测系统，监测部门每季度对其进行比对监

测。监督比对监测的前提条件为自动在线监测设

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并已纳入环保部门在线监

测系统
［５ － ６］，根据《国家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

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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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动监测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环保部门定期对

自动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进行审核 。利用监测数

据核算污染物排放量已具备基本条件。
监测部门将监督性监测数据定期提供给环境

统计部门，再由环境统计部门向调查对象布置报表

时提供（有的调查对象也会直接从监测部门获得

监测数据）。调查对象根据监测数据使用的相关

技术规定，选用监督性监测数据或自动在线监测数

据核算污染物产排量，之后将污染物排放量和核算

使用的监测数据同时上报环境统计部门，以备审

核。环境统计部门在收到调查对象上报资料后，在

监测部门的协助下开展审核并反馈，工作流程见

图 １。

图 １摇监测数据法核算污染排放流程

Ｆｉｇ． １摇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

２摇监测数据法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并行的环境统计和动态更新

两大调查制度，均把监测数据法作为污染物排放量

核算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监测数据本身存在的

问题，以及 ２ 个调查制度关于监测数据法的规定不

同，导致监测数据法用于污染核算时出现不同问题。
２． １摇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在目前主要的排放源中未能全覆盖，

只针对工业源开展，农业源、生活源的监测基本空

白；污染源监测频次低，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排污行

为；监测数据系统性差，只关注排放浓度，很少监测

进口浓度，对核算污染物产生量无能为力；污染源

在线监测技术存在诸多问题；监测数据的质控技术

不到位，数据有效性差，认定困难
［７ － ８］。

２． ２摇环境统计中监测数据法使用方面

根据“十一五”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关于现行环

境统计制度关于监测数据法规定：“……常用的污

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有实测法（即监测数据法），

为保证监测数据能够准确地反映全年污染物排放

实际情况，需多次测定样品取值，并经同级污控、监
察、监测等部门共同认定。不得用一二次监测数值

来推算全年排污量……”。环境统计对监测数据

适用于污染核算的有效性要求以及存在 ２ 种以上

有效数据时如何使用没有统一规定，即使有规定，

也不明确，加之各地对监测数据在污染核算中的认

识不一，定位不同，导致不同地方在使用监测数据

时，走向两个极端：随意“滥用”，或全盘否定。
（１）监测数据类型多样，准入门槛和优先顺序

缺乏统一规定，实际中使用过于随意。目前监测数

据类型主要有监督性监测数据、自动在线监测数

据、“三同时”竣工验收监测数据、调查对象委托监

测数据、调查对象自行监测数据等。在环境统计对

监测数据适用于污染核算没有明确“准入门槛”的

情况下，监测数据使用呈现出高度的随意性。如不

管何种类型监测数据，不考虑其监测频次的代表性

和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均可用于污染核算。对存在

两种以上类型监测数据时，如监督性监测数据和自

动在线监测数据，有的地区只用某种符合利益的监

测数据；有的地区将 ２ 种监测数据随意给予一定比

重取值：监督性监测数据占０． ６，自动在线监测数据

占 ０． ４，有的则取 ７∶３ 的权重；有的地区直接取 ２ 类

监测数据中的“最小值”。存在 ２ 种以上有效性监

测数据时，各类监测数据的使用边界条件、优先使

用顺序不一，导致各地污染物排放量不具可比性。
（２）部分地区因监测数据目前存在的问题而

“因噎废食”，全盘否定监测数据使用。部分地区

认为监测数据仅代表当时工况、原辅材料使用和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水平下的瞬时产排污情况，即使监

测数据完全有效，用几次监测数据来核算污染源全

年排污量，与实际情况也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何

况上述各类监测数据不同程度存在某些问题，如监

督性监测数据存在监测频次代表性不强、数据准确

性较低、工况不符合监测要求、因污染源达标排放

考核失真等问题；自动在线监测数据存在设备校准

频次过低、经常出现故障、数据可以人为修改及传

输准确性不高等问题；“三同时”竣工验收监测数

据和调查对象委托监测数据一般反映了工况、治污

设施运行等均处于最好状态，而代表性不强的问

题；调查对象自测数据因不具备监督性不宜作为核

算依据的问题。在环境统计制度未对监测数据使

用制定统一规定的情况下，这类地区往往因上述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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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因噎废食”，全盘否定

监测数据使用。
２． ３摇动态更新中监测数据使用

根据“２０１０ 年工业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技术

规定”，动态更新调查制度关于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要求和优先使用顺序规定为：“……调查年度内，

由县（区）及以上环保部门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进行监测得到的数据。废水污染物年监测频次达

到 ４ 次以上，废气污染物年监测频次达到 ４ 次以

上；并且任意 ４ 次监测数据不能在同一个月，任意

３ 次监测数据不能在同一个季度。监测项目和监

测分析方法符合规范要求。……监测数据优先采

用顺序：①历史监测 ＞ 在线监测；②历史监测数据

优先采用顺序：监督监测 ＞ 验收监测 ＞ 委托监测 ＞
企业自测……”。由此可见，更新调查虽然对监测

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使用顺序等有所规定，但在

实际中，大量不符合有效性要求的质量较低的监测

数据被用于污染核算，且核算原理不清，方法不当，

严重影响了数据质量。
（１）大量代表性差、准确性低的监测数据被不

规范使用，导致污染排放核算量失真。动态更新调

查虽规定了监测数据的有效性要求，但由于调查对

象未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监测数据、环保部门审核把

关不严等原因，大量代表性差、准确性低的监测数

据被用来进行污染核算，导致污染排放核算量失

真，在现行污染减排核查核算体系下，减排空间受

到影响。根据 ２０１０ 年更新调查数据，全国用监测

数据核算污染物排放量的调查对象近 ３ 万家，约占

全部重点调查对象的 １３． ６％，监测数据法占数据

来源（数据来源主要有监测数据法、产排污系数法

和物料衡算法 ３ 种方法）比重最高的省份达到了

６１％，＞ １０％以上的有 １２ 个地区，其中 ８ 个地区是

污染物排放量大省。通过对近 ３ 万家利用监测数

据法的调查对象随机抽查，发现有一半左右存在监

测数据不符合有效性认定要求，未严格遵照使用规

定的情况。
更有甚者，不管何种类型的单次监测数据，调

查对象都拿来进行污染核算。例如，某省一纸业有

限公司，监测数据表中只有一次监测数据，据此核

算的 ＣＯＤ 排放量为 １ ００９ ｔ，若用产排污系数法或

物料衡算法校核，该企业的 ＣＯＤ 排放量约为上述

核算结果的两倍。
（２）监测数据法原理理解不清，处理多次监测

数据方法不当。监测数据方法原理理解不清，存在

核算混乱现象。利用监测数据核算时，在有多次监

测数据的情况下，仅采用单次数据核算，或简单计

算算术平均值。同时存在单位换算等低级错误。
核算时未考虑监测工况与全年平均工况的差

异。监测数据核算量代表瞬时工况下的排污情况，

计算全年排污情况未考虑全年平均工况，特别是瞬

时工况与全年平均工况有较大差距时，污染物排放

量会出现较大偏差。

３摇监测数据法在工业污染核算中的改进措施

３． １摇加强监测管理，提升监测数据质量

只有监测体系提供给统计体系以高质量的监

测数据，才能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体系”
奠定科学基础。监测部门应借助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监测体系建设考核、监测技术大比武、监督性

监测质量控制抽测、自动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

等手段，强化监测管理，努力钻研监测技术，大力提

高监测数据质量，实现污染减排基础数据的合理

核算。
３． ２摇修订、完善监测数据法的相关技术规定

在更新调查中关于监测数据法使用的有关规

定的基础上，根据监测数据的监测频次、监测因子、
数据保存时限、比对审核等，制定监测数据的有效

性认定新要求；对符合有效性认定要求的各类监测

数据的边界使用条件及优先使用顺序等方面，修订

监测数据法使用技术规定，以便规范监测数据在污

染物核算中的应用。在国家出台新规定前，严格遵

守现行制度关于监测数据的相关规定。
３． ３摇正确处理监测数据，改进污染核算质量

（１）对有多次监测数据的，用浓度平均值来核

算污染物排放量。有流量的，计算加权平均值；无

法计算加权平均值的，则计算算术平均值；多次监

测数据中有未检出的，视作异常值剔除后再计算平

均值。
（２）根据“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

使用有效性自动在线监测数据时，可以暂不考虑工

况；其他监测数据必须考虑监测时的工况，并根据

工况折算污染物排放量，以废水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为例。

Ｐ ＝ Ｃ × Ｑ × １
Ｆ ×( )Ｔ × Ｇ × １

１ ０００ （１）

式中：Ｐ———计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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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某污 染 物 监 测 当 日 平 均 质 量 浓 度，

ｍｇ ／ Ｌ；

Ｑ———监测当日废水排放量，ｍ３ ／ ｄ；

Ｆ———监测当日生产负荷，％；

Ｔ———计算时段内对应的企业生产天数，ｄ；

Ｇ———计算时段内企业平均生产负荷，％。
（３）对于季节性生产等全年非连续正常生产

的企业，若使用瞬时流量与监测浓度核算时，需根

据当年实际生产时间确定年排污量；若使用生产时

间内的累计流量，则在考虑工况的情况下用累计流

量与平均浓度核算即可。
（４）原则规定调查对象必须使用调查年度当

年的监测数据来核算污染排放。对于有多年监测

数据的企业，若产能、治污设施没有明显变化，监测

数据突变，可用历史监测数据来校核，利于查找原

因，排除异常值。
３． ４摇加强监测数据法核算的审核、培训与研究

加强审核，建立联合会审制度，统计、监测、总

量等部门共同把关。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面，

培训对象至少涵盖国控污染源。管理部门研究建

立监测数据法使用技术规范、审核办法和考核评价

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利用监测数据法核算污染排放

数据质量。研究基于监测数据的工业污染源排污

定量模型的建立与率定，实现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的

精准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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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各国碳税和排放权交易之比较

人民网消息摇澳大利亚近期推出了一个激进的碳排放税方案，那么中国、美国、欧洲以及印度又将如何呢？英国《卫

报》做了相应的分析。
中国：中国已经宣布计划到 ２０１３ 年在 ６ 个地区全面推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到 ２０１５ 年扩展至全国。中国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

将 ＣＯ２ 排放量削减 ４０％至 ４５％，该目标受到了全世界广泛称赞。《卫报》称，中国的这一承诺却显示出美国在碳排放限制

问题上的优柔寡断。
美国：美国无论是 ＣＯ２ 排放总量，还是人均碳排放，均位列世界前列，然而至今，美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碳税政策。

诸多试图推行碳排放限制的议案也都因为遭到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反对而搁置了。
欧洲：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最大的跨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它要求排放大户将其排放控制在其特定

的范围之内。否则，企业必须从其他排放单位购买盈余排放权或者面临严厉的处罚。
推出 ６ 年后，该体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未能减少 ＣＯ２ 排放量而面临批评，还因为未能刺激非欧盟国家采取限额和贸易

体系而饱受诟病。因此，环保人士呼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甚至号召解散这一体系，以便实施碳税等更有效的措施。但该

体系总体上还是具有减排效果，欧盟也因建立了大范围的气候倡议受到称赞。
印度：印度对全国 ５６３ 家污染最严重的企业设定了排放标准，包括电厂、钢厂和水泥厂等，因此，能耗多的企业将从能

耗较少的企业购买减碳证书，此交易将在 ２０１４ 年开始实施。从全境范围看，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印度对国内生产和进

口的煤炭征收 ５０ 卢比 ／ ｔ（约 ７． ２７ 元 ／ ｔ）的碳税。
印度人口是美国的 ４ 倍，每年经济增速达到 ８％到 ９％，能源需求急速膨胀。印度已经承诺到 ２０２０ 年时将在 ２００５ 年的

水平上减少 ２０％到 ２５％ ＣＯ２ 排放量。但印度目前缺乏有效数据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且对拒绝遵守减碳提议的公司处罚

不够严厉。此外，印度对煤炭的征税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全国范围实施的碳税。
摘自 ｗｗｗ． ｊｓｈｂ． ｇｏｖ． ｃｎ摇２０１１ － ０７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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