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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后期全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丁中元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北京 　100029)

摘　要 :回顾了“九五”期间全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取得的成绩 ,指出“十五”后期能力建设的基本原则是 :近期需求与远期

发展相结合 ,集中力量建立优势与提高整体水平相结合 ,现代化监测手段与常规监测分析能力相结合 ,国家与地方相结合 ,总

体规划、分步实施 ,网络能力建设与网络运行管理并重。总目标是 :抓住大好机遇 ,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能力建设 ,以《全国环

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为基础 ,以空气、地表水和污染源自动监测为龙头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手段 ,全面提高全国环境监

测的现代化水平。介绍了“十五”后期能力建设的项目计划 ,提出了地方各级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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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环境监测手段是现代化环境保护事业

的基础。自 1973 年以来 ,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经

历了 30 年的历程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和发

展 ,环境监测工作的思路和战略也在不断地调整和

深化 ,以适应环境管理和决策的需要。

“九五”期间 ,国家和地方十分重视环境监测能

力建设 ,将其作为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

自 1995 年以来 ,相继组建了国家长江、淮河、海河、

辽河、近岸海域、太湖流域环境监测网络和沙尘暴

监测网络 ,2002 年又成立了黄河、松花江和珠江流

域监测网 ,安徽省和昆明市组建了巢湖、滇池流域

监测网。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环境监测

能力建设的投入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九五”期

间 ,全国相继建成 130 多个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系

统 ,80 个重点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站 ,800 多个烟气

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990 个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系

统 ,全国环境卫星传输网络 ,30 个省、125 个城市局

域网 ,以及总站卫星遥感监测系统 ,形成了淮河、太

湖、长江、松花江、巢湖流域网络站应急监测能力 ,

发布了 97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47 个城市空

气质量预报、43 个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淮河等

4 个流域月报、重点城市饮用水源水质月报 (内

部) 、部分沿海城市海水浴场水质周报 ,以及若干期

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沙尘暴监测和赤潮监测快报

等 ,为环境保护决策和管理提供了切实准确的数

据 ,对提高全民环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

在环境监测网络的组建和管理中仍存在一定的不

足 ,监测整体能力与环境保护的“十五”要求尚存在

较大的差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目标 ,应以

新思维、新举措创造新成就 ,抓住重点 ,集中财力 ,

上下结合 ,提高能力 ,形成优势 ,建设一支现代化的

环境监测队伍。

1 　能力建设的基本原则

1. 1 　近期需求与远期发展相结合

能力建设既要针对“十五”环境保护工作重点

的需要 ,又要为环境监测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1. 2 　集中力量建立优势与提高整体水平相结合

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集中财力 ,建设

一批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骨干监测站 ,同时兼顾

全国环境监测系统整体能力的提高 ,形成技术梯度

结构。

1. 3 　现代化监测手段与常规监测分析能力相结合

以现代化技术能力为方向 ,以自动监测手段为

重点 ,以常规监测分析能力为基础 ,根据环境监测

站功能与任务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建设方案。

1. 4 　国家与地方相结合

国家与地方共同投资 ,共同负责 ,共同组织实

施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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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在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总

体规划的基础上 ,分年度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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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网络能力建设与网络运行管理并重

在继续加强国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的同时 ,应

注重网络运行能力的建设 ,既要改革网络管理机

制 ,也要争取落实网络运行经费 ,保证能力建设出

成果、出效益。

2 　能力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十五”期间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总目标是 :抓

住大好机遇 ,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能力建设 ,以《全

国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为基础 ,以空气、地表水

和污染源自动监测为龙头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和

新手段 ,全面提高全国环境监测的现代化水平。

具体目标和任务是 :

(1)完成 267 个地级市、6 个背景站、约 50 个农

村站组成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体系建设 ,形成空气

质量日报、预报能力 ;部分重点城市增加 2 个有机

污染物和 O3 监测设备 ;建成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遥感监测、45 个城市地面监测站和 2 个低空雷达

监测点相结合的沙尘暴监测业务系统。

(2)提高 263 个国家地表水网络站的实验室分

析能力 ;提高重点省界和入河 (湖、海) 口污染物总

量监测能力 ,发布十大流域监测月报 ;建设并且完

善国家 98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发布水质自动监测

周报。

(3)建成以酸雨控制区为主 ,兼顾其他地区由

174 个城市、53 个县、7 个国家背景站和 31 个省站

组成的国家酸沉降监测网络 ,形成自动采样、成分

分析的能力 ;加强东亚酸沉降监测网 4 个站的生态

影响监测能力。

(4)建成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生态遥感中心与

3～5 个生态分站和 9 个典型生态地面站相结合的

生态常规监测网络体系 ,初步形成常规监测能力。

(5)以 7 个海洋分站为重点 ,全面提高 63 个近

岸海域监测网站的采样和分析能力 ,形成与国际接

轨的海洋环境监测优势 ,建成 3～5 个浮标式海洋

水质自动监视试点站。

(6)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建成一批重点污染源

自动监测监控网络系统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逐步

对所辖区累计污染负荷占 65 %以上的排污大户实

现自动监测 ,将国家直接控制的重点污染源在线监

测信息实时与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联网。

(7)实现全国环境监测信息网络化、数字化 ,提

高监测信息授权共享水平 ;建成市环境监测站 (市

信息中心) —省环境监测站 (省信息中心) —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 (国家环保总局信息中心) —国家环保

总局的卫星数据传输通道 ;制定监测信息规范化标

准 ;统一自动 (在线) 监测系统数据传输软件 ,形成

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污染源排放在线自动监

测系统 —空间综合分析系统相结合的环境实时监

视系统。

(8)完善环境监测技术路线 —规范 —方法标准

化体系。

(9)培养出一批思想作风好、技术水平高的监

测专家。

通过以上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实

现 ,初步形成目的明确、技术先进、布局合理、层次

分明、运行统一、信息畅通的现代化环境监测网络

体系。

3 　能力建设的项目计划

组建和完善国家环境监测网应与环境监测能

力建设相辅相成 ,在调整与完善国家环境监测网的

同时 ,应继续加大能力建设的步伐。

3. 1 　组织实施好国家计委批准的“国家水环境监

测网络能力建设”项目

该项目于 2002 年启动 ,主要建设内容是 :

(1)建设 10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

(2)更新国控网 167 个站的仪器设备 ,提高污

染事故应急监测能力和实验室分析能力 ;

(3)更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仪器设备 ,提高污

染事故应急监测、数据处理、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

分析能力。

3. 2 　组织实施好国家计委批准的“国家辐射监测

网能力建设”项目

重点加强国家辐射监测网 32 个站、国家辐射

应急中心和辐射监测技术中心的核事故应急监测 ,

以及重点核设施对环境影响的监视能力。

3. 3 　组织实施 2002 年、争取落实 2003 年财政事

业专项经费计划项目

国家财政部对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十分重视 ,并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2002 年和 2003 年度事业专项

经费的主要建设内容是 :

(1)建设 70 个 (2002 年 40 个、2003 年 30 个) 地

级市大气自动监测系统以及 3 个大气酸雨国家背

景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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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部地区 80 个地级环境监测站数据处理

能力建设 ;

(3) 10 个敏感河流 (省界、国际河流) 水质自动

监测站建设 ;

(4)建设一二个近岸海域浮标式水质自动监测

试点站 ;

(5)落实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站、国家流域网、海

洋网、大气背景站、生态站的运行补助费 ;

(6)开发大气、水自动监测数据统一传输管理

软件 ;

(7)增加各省和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质

量审核仪器和设备等。

3. 4 　争取落实国家计委“国家大气监测网能力建

设”项目

继续做好大气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是 :

(1)已建自动站的重点城市中仅布设一二个点

的补齐到确定的国控点数 ;

(2)未建自动站的地级市 ,完成空气自动监测

系统建设 ;

(3)重点城市增加一二套有机污染物、O3、CO

自动监测仪器 ;

(4)国家空气监测网站实验室分析仪器设备和

省环境监测站大气自动监测仪器质量控制设备的

配置 ;

(5)西部地区省级环境监测站大气自动监测车

的配备 ;

(6)国家酸雨监测网站自动采样仪器和成分分

析仪器的配置及大气酸雨国家背景站建设 ;

(7)沙尘暴监测网站仪器设备、低空激光雷达

监测仪等的配置。

3. 5 　争取三峡库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三峡库区污染防治规划要

求 ,拟订“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

设方案”。主要内容是 :

(1)配备 122 网络站应急与常规监测仪器 ;

(2)建设一二个三峡库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

(3)建设省界、支流口和主要库区水质控制断

面的水质自动站 ;

(4)建设重点废水排放源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

(5)完善库区生态常规监测与研究能力 ;

(6)提升环境监测信息传输、处理能力。

3. 6 　争取生态环境监测网能力建设项目

认真贯彻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 ,落

实全国生态保护纲要 ,形成国家生态监测网络能

力。主要建设内容和目标是 :

(1)完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卫星遥感接收与解

析系统 ,建立全国生态背景和卫星影像数据库 ,以

形成每年局部调查、5 年更新全国数据的正常业务

系统 ;

(2)建设 3～5 个属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生态

监测分站、23 个地区和典型生态监测站与研究基

地 ,形成空中与地面结合、骨干站与基本站结合、监

测与科研结合的国家生态监测网络系统 ;

(3)加强国家近岸海域监测网能力建设 ,重点

加强 7 个海区分站仪器设备、网络骨干站的功能区

达标和污染物入海总量监测能力和赤潮监视能力。

3. 7 　继续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测能力建设

加强污染源排放达标和总量监测工作 ,通过各

地的示范工程 ,继续加大污染源自动监测建设的步

伐 ,形成对污染源实时监视的网络。建设内容

如下 :

(l ) 逐步建成 COD 排放负荷占全国总负荷

65 %的 l6 384 个废水排放企业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

(2)逐步建成 SO2 排放负荷占全国总负荷 40 %

的 1 033 个火电厂烟气在线自动检测系统 ;

(3)逐步建成工业粉尘排放负荷占全国总负荷

65 %的 1 940 个企业的烟尘在线自动检测系统。

3. 8 　争取环境监测系统数据传输与处理能力建设

项目

在现有环境监测信息系统能力的基础上 ,进一

步完善地市级以上的环境监测站数据传输、储存、

处理和发布能力 ,形成全国环境监测信息网络。主

要建设内容有 :

(1)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及分站、省级站、网络

中心站、重点城市站作为卫星信息网络的重要发端

和终端 ,纳入建设计划之中 ,尽快建成环境监测站

与地方信息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通道 ;

(2) 31 个省级站和 240 个地市级站局域网建设

和数据处理、传输能力建设 ;

(3)开发全国统一的大气、流域、污染源自动监

测实时远程监视、查询软件 ;

(4)建立全国、地区、重点城市环境监测地理信

息系统 ,提高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空间分析能力。

3. 9 　建立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由于环境监测内容、项目、方 (下转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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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船舶排污判别

排污要素 特点 来源 识别要点 分析结果

机舱污水 浮油呈褐色 ,夹带黄色 ,味
浓 ,颜色新鲜

拆修主辅机尾轴盘根漏油 机舱水位下降 , 泵拉杆动
过 ,泵温增高

共同管系 油膜呈彩色 ,量大 ,颜色不
太新鲜

压舱水 ,洗舱水 ,机舱水 通海阀开着 ,铅封损坏

排口位置 浮油出现在右舷水面 ;浮油
出现在左舷水面

设备放在右舷 ; 设备放在
左舷

大吨位船舶 ;小吨位船舶

溢油 油膜颜色新鲜 ,量大 甲板油桶、液压盖、油炉
灶、垃圾桶、尾轴、舵盘、舵
柱、排水阀等

尾轴轴封损坏、舵盘松动等
所产生的溢油迹象

油轮、油驳 油膜新鲜 ,量大 假油位 , 换舱转驳、装卸
油等

操作规程紊乱 ,油位计失灵

燃油 颜色新鲜 , 量大 , 污染时
间长

燃油 柜 ( 舱 ) 管 泄 漏 , 油
轮、驳船加油等

输油管系漏油 ,燃油舱 (柜)
漏油

其他 船舶到港时间长 ,机舱舱底
污水口的直角泥箱上有新
鲜污染物

机舱 到港时间长 ,机舱污水水位
下降明显 , 泵浦外壳有余
热 ,泵浦底盘上有新鲜积
水 ,泵浦活塞杆上有被磨迹
以及沾上水珠

油种定性定量
分析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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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术、数据报告的要求均有较大的变化 ,原有的

监测技术规范已不能满足需要 ,急需尽快制定或修

订有关监测技术要求 ,需要修订、制定技术规范 35

项 ,标准分析方法 83 项 ,仪器技术条件 25 项。

4 　地方各级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

为提高全国环境监测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除国

家争取并实施有关建设项目之外 ,地方各级环保局

应根据各地环境管理的需要 ,争取资金 ,加快能力

建设步伐 ,逐步达到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全国环

境监测站能力建设标淮化》的基本要求。近期的基

本要求是 :

(1)配合国家项目计划 ,实事求是地拟订项目

需求 ,积极落实配套资金 ,保证项目实施的进度 ,提

高项目的实际效益 ;

(2)尚未建立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或已建

有自动监测系统但点位不足的城市 ,应尽快落实计

划 ,完善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 ,提高日报、预报的代

表性 ;

(3)尚没有形成空气、地表水、噪声、污染源常

规监测能力的城市 (含县级市) ,应尽快形成基本监

测能力 ;

(4)“两控区”内的市、县环境监测站应形成酸

雨常规监测能力 ,开展酸雨监测工作 ;

(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城市及有条件的

县 ,应在辖区内确定的重点废气、废水排放源安装

在线自动监测装置 ,实现实时监视 ;

(6)加强监测信息网络建设 ,尽快完成当地环

境监测站与环境信息中心卫星数据传输系统间的

通道 ,形成省、市级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共

享网络系统 ;

(7)继续建立并完善区域环境应急监测网络 ,

提高对环境污染事故及时响应的能力。

·简讯·

青岛市环境监测站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为更好地宣贯和落实国务院 2002 年新颁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从根本上杜绝使用危险化学品所可能产生

的不安全隐患 ,青岛市环境监测站于近日举办了“环境监测系统危险化学品管理培训班”。培训班除学习“条例”外 ,还根据

环境保护实验室及仓库管理的专业要求 ,编写了培训讲义 ,对该站及青岛地区的 12 个区 (市) 环境监测站的有关人员进行

了培训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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