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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应急监测装备的配置形势 ,提出了应急监测装备的配置思想和配置原则 ,剖析了配置的关键点在于实

现快速响应功能 ,准确、快速监测数据获取功能 ,快速解析、准确判断污染趋势功能 ,图像和声讯实时双向传输功能 ,以及安

全保障和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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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应急监测在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 1 ]
,几乎所有的处置工作都围绕

监测数据开展 ,监测数据成了事故处理的中心。在

事故处理过程中 ,快速、准确地获得监测数据成为

应急监测的首要目标 [ 2 ]。然而国内一系列环境污

染事故应急监测响应充分表明 ,我国环境监测的原

有装备已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的

需要。因此 ,应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 ,准

确预警各类环境突发事故 ,完善事故应急预案 ,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 [ 3 ]。

先进的应急预警体系建设除了先进的软件

(法规、条例、标准等 )建设之外 ,还包括先进的应

急监测装备体系建设。应急监测装备体系建设是

现代快速监测仪器 [ 4 ]建设、现代通讯信息系统建

设、现代交通与安全系统建设之集成 ,各个系统建

设既有自己的特殊要求 ,又相互呼应 ,形成有机、和

谐的一体。

1　应急监测装备的配置思想

江苏省应急监测装备体系配置的思想在于实

现以下功能 ,即快速响应功能 ,准确、快速监测数据

获取功能 ,快速解析、准确判断污染趋势功能 ,图像

和声讯实时双向传输功能 ,以及安全保障和防护功

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功能 /配置见图 1。

图 1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功能 /配置

2　应急监测装备的配置原则

2. 1　适合本地区污染事故类型

各个地区在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因此 ,在配置应急监测设备时应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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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本身的局限性和该地区污染物排放的特异

性 [ 5 ]
,避免配置的设备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作用。

2. 2　功能上要有层次

无论是车辆、通讯和防护设备 ,还是应急监测

仪器 ,都要充分考虑其功能。如监测同一种污染物

的仪器有很多种 ,根据功能不同 ,有的是定性分析 ,

有的是定量分析 ,在定量分析中 ,有的是微量分析 ,

有的是痕量分析。因此 ,在配置仪器时应考虑不同

的功能需求 ,使配置的仪器互为补充。

2. 3　类别分明

水、气、声和固废监测仪器各有专属 ,有些仪器

专门测定水中污染物 ,有些仪器专门测定气体中污

染物 ,有的则是测定固废和土壤 ,当然也不能排除

一种仪器可以测定两类或两类以上介质中的污

染物。

2. 4　平战结合

在购置应急监测设备时 ,应结合平时的日常监

测使用需求 ,尽量配置日常能用的设备。当然也有

很多应急监测设备不适宜作为日常监测使用 ,此类

仪器购置后应制定严格的保养制度。

2. 5　量力而行

应急监测设备种类繁多 ,价格差异也相当大 ,

即便是同一类应急监测设备 ,价格也有天壤之别。

资金充裕时 ,可购置性能好价格也相对较高的设

备 ;如果资金不足 ,也可选择价位低但基本能满足

使用需求的设备。

3　应急监测装备配置的关键点

3. 1　实现快速响应功能

快速响应功能需要通过交通、信息传输、通讯

诸方面的配置来实现。该功能要求应急监测人员

接到任务后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事故发生地 ,包括如

下环节 :应急监测指挥中心接报 ,应急监测相关人

员 (无论在何时、何地 )接到指令后赶到指定地点 ,

在指定地点准备应急设施 ,开赴应急监测现场 ,到

达现场监测的整个过程保持与应急监测指挥中心

的双向通讯畅通。一般来说 ,整个过程都要在承诺

的时间内完成 ,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响应 ,每个环节所配置的设施都应满足快速

响应功能。

3. 2　实现准确、快速监测数据获取功能

准确、快速监测数据获取功能需要通过相关的

仪器配置来实现。要求配置的应急监测仪器需具

备以下特点。

3. 2. 1　实现准确定性、快速定量功能

应急监测仪器配置是应急监测装备的核心 ,应

急监测其他配置都围绕该核心服务 ,没有合理配置

的应急监测仪器 ,再好的配置设施只能是摆设。现

代化的应急监测依靠数据来说话 ,数据的来源只能

依靠先进的应急监测仪器。当污染事故发生后 ,首

先引人关注的是污染环境的究竟是哪些物质 ,这就

要求配置的仪器能够快速定性。快速定性是快速

定量的前提 ,选择的仪器必须能够快速定量 ,因为

污染事故发生后 ,安全区依靠数据来界定 ,定量数

据也是应急监测中动物一次性吸入剂量的重要依

据 ,是判别短时死亡和致残、致癌等损伤的重要

依据。

3. 2. 2　满足便携或车载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应急监测仪器一定要在最

短时间内 (一般不超过 10 m in)出具数据。因此 ,

选择应急监测仪器时首先考虑便携式 ,要求仪器比

较轻 ,直流电池供电 ,可以方便地进行单人作业 ;其

次是车载式 ,此类仪器要求耐颠簸 ,适宜在较为恶

劣的实验环境下作业 ,交、直流两用供电 ,能固定在

车辆上 ,当然也要求仪器轻便。

3. 2. 3　满足国标方法或有一定的可比性

选择的仪器 ,其方法原理应尽量满足现行的国

标方法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现有的标准所

对应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国标方法 ,只有采用国标方

法监测得到的数据才有可比性 ,特别是污染事故后

期监测 ,要评价环境是否得到恢复 ,环境质量是否

适合人和生物正常生活 ,都必须依靠国标方法监测

得到的数据。

3. 2. 4　满足安全性要求

仪器本身应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应急监测现

场有许多潜在的危险 ,有易燃、易爆等物质 ,如果仪

器本身在使用时会发生放电等现象 ,有可能引发爆

炸等极度危险事故。另外 ,如果仪器本身排放的物

质为高氧化性或高还原性等物质 ,也容易引发事

故。因此 ,应急监测仪器本身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因素。

3. 2. 5　满足通讯系统的开放性要求

仪器通讯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适合于数

据采集、集成及传输 ,这样才能提高应急监测效率 ,

使应急监测指挥中心及时掌握数据结果。

3. 2. 6　满足操作系统简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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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操作系统应简单明了 ,考虑的修正参数应

简单 ,定性和定量不必过分复杂。传统的实验室要

求仪器操作软件界面友好 ,应急监测仪器不仅要求

界面友好 ,而且要求界面简洁。

3. 2. 7　满足交、直流电两用的要求

环境污染事故现场经常会断电、断水。因此 ,

应急监测仪器必须自备供电系统 ,而且要求交、直

流电两用 ,否则仪器在现场不能发挥作用。

3. 3　实现快速解析、准确判断污染趋势功能

现场监测数据的快速解析和污染趋势分析判

断功能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系统配置来实现。该功

能要求配置的软件和数据库系统结构简洁、完整 ,

能从宏观和微观上给出原生污染物及其衍生物的

环境危害。应用环境综合数值模拟 ,及时对污染物

浓度、污染范围、污染团 (带 )移动速度预测 ,从而

对给环境造成的危害趋势作出判断。

3. 4　实现图像和声讯实时双向传输功能

应急监测现场和指挥中心的图像和声讯实时

双向传输功能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系统配置来实现。

该功能要求配置实时图像采集、传输和声讯设施 ,

具有足够的清晰度、传播速度和储存量 ,能及时获

取新的监测指令。同时 ,指挥中心通过有效的声像

系统 ,可快速了解污染事故现场状况。

3. 5　实现安全保障和防护功能

安全保障和防护功能主要针对应急监测人员

而言。该功能要求配置的防护和保障设施足够安

全 ,有良好的密封性 ,能有效防止有毒物质侵入。

呼吸供给系统要保障气体品质、流量和持续供应时

间 ,如采用过滤面罩 ,其材质尤为重要 ,避免因防护

不当或防护设施的原因造成意外。

4　结语

应急监测装备配置还包括交通配置、通讯及图

文数据传输配置、安全防护配置和其他辅助功能配

置等 ,它们都有各自的性能特点和配置要求 ,与主

要的应急监测装备一起构成统一的应急监测系统。

总之 ,应急监测装备的合理配置 ,最终是要实现高

效快捷的应急响应 ,为保障环境安全服务 ,为建设

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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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

全国环境监测站站长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2007年 3月 20—21日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主持的“全国环境监测站站长座谈会 ”在上海召开 ,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环境监测站站长、总站领导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环保局徐祖信局长致欢迎辞 ,

国家环保总局吴晓青副局长作了重要讲话。

开幕式上 ,总局吴晓青副局长作了“以建立总量减排监测体系为突破口 ,全面带动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的讲

话 ,要求环境监测部门正确看待当前环境监测的形势和任务 ,夯实环境监测的基础 ,努力适应历史性转变要求 ,建立和完善

总量减排监测体系 ,为国家总量减排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总局将尽快颁布《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适时召开全国环境监测工

作大会。

会上 ,总站综合室、大气室、水室、生态室分别就《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监测质量管理暂行规定 》《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质量管理暂行规定 》《国控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质量管理暂行规定 》和《生态遥感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暂行技术

要求 》作了说明 ;总站污染源室介绍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方法 ”,并对“全国污染源普查监测工作方案 ”作了

说明。会议对 2007年全国环境监测计划作了进一步的落实 ,总站魏山峰站长作了会议总结。

摘自 www. semc. com. cn　2007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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