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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试行 ) 》(HJ /T 75 - 2007)分析实际监测中遇到的问题 ,提

出了该技术规范在适用性方面需要明确的事项。指出应事先规范比对监测中可能遇到的数据处理及结果判断问题 ,从规

避法律风险的角度出发 ,对比对监测进行文件控制和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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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HJ / T 75 - 2007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Fixed Polluting Gasous Sources Continuous E2
m 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 draft) ”was discussed for p ractical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The key in the techni2
cal specifications was required for clear and the data p rocessing and the results of judgment in the comparative

monitoring should be standardization to avoid legal risks of the comparative monitoring by the document control

and record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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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

规范 (试行 ) 》( HJ /T 75 - 2007 ) (以下称《HJ /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

求及检测方法 (试行 ) 》(HJ /T 76 - 2007) (以下称

《HJ /T 76》)规定在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系统 (CEMS)的适用性检测、技术验收、比对监测

中 ,国家专门机构负责适用性检测 ,有资质的第三

方技术机构进行技术验收。对日常运行的 CEMS,

《HJ /T 75》规定当地环境保护技术主管部门 ,每年

不定期地对其技术性能指标至少进行 1次比对监

测。当 CEMS数据与参比方法监测数据不相符合

时 ,用参比方法监测数据替代 ,直至 CEMS数据调

试合格为止。若“当地环境保护技术主管部门 ”与

“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等同 ,则当地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的 CEMS比对监测结果 ,

将成为 CEMS运行期间数据有效与否的法定判据。

1　比对监测

比对监测是以国家或行业发布的标准方法为

参比方法 ,对日常运行 CEMS的颗粒物准确度、气

态污染物准确度、烟温绝对误差、流速相对误差、氧

量相对准确度等技术性能指标进行不定期的抽检 ,

并依据《HJ /T 75》中的 7. 2进行监测。

2　比对监测方法讨论

(1)为保证监督效果 ,对非 CEMS验收监测的

比对监测 ,宜不通知验收单位进行抽检 ,这需要地

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政策及程序上作规定。

(2)比对监测是用参比方法验证 CEMS同步

的监测数据。因此 ,应使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

在稳定排放状况下测试 ,不宜调节设备状态 ,避免

人为干扰。在对污染源的日常监督监测中 ,采样期

间工况应与运行工况相同 ,排污单位和监测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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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变运行工况 [ 1 ]。因此 ,《HJ /T 75》中 7. 2. 2

“调节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 ,使之达到某一稳

定排放状况下测试 ”的规定不适合比对监测。

(3)在颗粒物及气态污染物的准确度考核指

标评价中 ,应了解参比仪器与 CEMS的各自定量范

围及测量的不确定度 ,才能进行两者的比较 ,在污

染物排放浓度接近定量下限时 ,尤应注意。作为

CEMS的技术标准 ,《HJ /T 75》和《HJ /T 76》有必要

规定仪器生产厂家在提供 CEMS定量范围时 ,不能

以“0”表示定量下限 ,该定量下限及测量不确定度

应在“适用性检测报告 ”、“技术验收报告 ”中反映。

CEMS仪器的检测灵敏度长期漂移会影响其定量

下限 ,定期评价有实际意义 ,对参比仪器也不例外。

(4)《HJ /T 75》中 ,气态污染物 ( SO2、NOx )准

确度考核指标参比方法检测浓度分 3 挡 , 即

< 20μmol/mol、20 μmol/mol ～ 250 μmol/mol、

> 250μmol/mol,分别用绝对误差、相对误差、相对

准确度评价。用于评价的数据对不能少于 6。相

对准确度计算可描述为 :参比测试平均值与对应的

CEMS分钟平均值的数据对之差与其置信系数 (基

于 t - 检验的计算 )之和与参比测试平均值的比

值。这些规定 ,易导致对排放波动大的污染源评价

混乱。

(5)比对监测的参比数据应有双重意义 ,一是

与同步 CEMS数据比较 ,看其是否符合《HJ /T 75》

考核指标的要求 ;二是判断 CEMS数据是否能用于

评价达标排放。后者在《HJ /T 75》中未表明。现

行气态污染物的达标排放限值 ,有的以任意 1 h测

定的平均值评价 [ 1 ]
,有的以小时平均值评价 [ 2 ]

,还

有的要求测试时间不得少于 2 h[ 3 ]。测量烟道中

SO2 ,则要求是同一工况下连续测定 3次 ,取其平均

值 [ 4 - 5 ]。比对监测时 ,应首先按适用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取值要求选定 CEMS的同步数据组成数据

对计算 ,否则 ,存在比对监测数据的法律适用性的

隐患。另外 ,《HJ /T 75》技术性能考核指标中颗粒

物准确度的绝对误差、气态污染物绝对误差、相对

误差计算方式应明确 ,否则会因理解不同产生

偏差。

3　建议

CEMS比对监测的复杂性高于污染源“手工 ”

监测 ,鉴于比对监测数据的作用 ,法律风险大。且

《HJ /T 75》是试行标准 ,本身有待于改善的要求。

因此 ,比对监测特别需要强调从管理层面、技术层

面规避风险。

(1)建立 CEMS比对监测的管理文件并纳入

监测站的质量手册体系。比对监测结果的判断宜

有统计学的依据 , CEMS可视为是对烟道内随时间

分布不均匀的样品进行“海量 ”的测量 ,用 3对 ～6

对数据评价 ,势必因数据量大而存在风险。应以适

用性检测报告、技术验收报告为基础建立 CEMS动

态的校准、比对监测的信息管理档案。当比对监测

结果不符合时 ,检查原因。比对监测结果落在

《HJ /T 75》CEMS检测技术指标考核值附近的 ,评

价应结合参比法及 CEMS的测量误差考虑 ,避免

误判。

(2)以审核证据为要求 ,逐个建立 CEMS服役

档案。档案包括 : CEMS检测指标及安装信息 ,验

收检测及历次比对监测信息 ,运行质量信息 ,故障

与维修前后的质量信息 ,比对监测方案、CEMS数

据与比对监测数据挖掘等。

(3) CEMS的“法定 ”使用 ,为大气污染物排放

控制提供了可靠的技术途径。同时 ,也丰富了“手

工 ”监测设备能力比对的手段。监测站应说明对

不同人员、不同参比仪器的比对监测数据的一致性

受控。不建议对 CEMS的比对监测只使用相同的

一台参比仪器 ,而是有计划用不同的参比仪器对比

对监测的可靠性抽查复核 ,尤其是对比对监测结果

异常的数据。参比仪器的数据应提供现场打印单 ,

若使用手抄数据 ,应请客户现场确认 ,否则 ,存在数

据作废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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