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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突发环境事件与环境应急监测的定义与分类 ,详细介绍了环境应急监测中事前的技术贮备、事中的处

理处置及事后的评估 3个环节。指出环境监测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中发挥着重要的决策支持和技术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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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monitoring were discussed, especially the beforehand technique reserve, m iddle2ward treatment and afte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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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危机

管理 ,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

制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突发环境事

件由国务院统一指挥 ,环保部门综合协调 ,属地管

理 ,分级响应 ,环保部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环境监测是环保部门的一支重要力量 ,肩负着环境

应急监测的重要使命 ,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技术支持 [ 1 ]。

1　突发环境事件与应急监测响应

1. 1　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 ,及因意外因素的影响或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的事件 ,

以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次生、衍生的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分为 3类 :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生物物种安全环境事件和核与辐射事件。其中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包括重点流域、敏感水域水环境

污染事件 ,重点城市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危险化

学品、废弃化学品污染事件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溢

油事件与突发船舶污染事件等。

1. 2　环境应急监测

环境应急监测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 ,对污染物

种类、数量、浓度和污染范围 ,以及生态破坏程度、

范围等进行的监测。其目的是为了发现和查明环

境污染情况 ,掌握污染的范围和程度。

环境应急监测包括重大污染事故监测、突发性

污染事故监测、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等

事件的监测 ,以及在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过

程中发现异常情况时所采取的监测等 ,可分为定点

监测和动态监测。

2　技术贮备

2. 1　危险源的识别 [ 2 ]

危险源指使用和存贮超过临界量的危险物质

的单元。重大危险源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卫生与安

全委员会提出 ,我国重大危险源的控制研究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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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世纪 90年代 , 2000年颁布的《重大危险源

辨识 》( GB 18218 2000)为重大危险源的识别提

供了法律依据。

生产过程的危险和危害一般来自 3个方面 :一

是使用、加工、生产危险的物料 ;二是可能采用具有

危险性的工艺过程 ;三是可能采用危险的装置、单

元操作。储运过程是企业生产必须的环节 ,由于储

运的物质有不少是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

品 ,一旦发生事故 ,必然对大气、地表水和土壤造成

严重污染。

2. 2　应急监测、仪器设备和质量管理 [ 3 ]

2. 2. 1　应急监测分类

应急监测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监测是

为了准确查明造成事故的污染物种类 ,适用于突发

环境事件的开始阶段 ;定量监测是为了确定在不同

环境介质中污染物的浓度分布情况 ,确定不同程度

污染区的边界 ,并进行标志 ,也可以是为查明导致

污染事故的客观条件而进行的监测。

2. 2. 2　仪器设备

检测试纸 :使被测物质通过用试剂浸泡过的滤

纸 ,有害物质与纸上试剂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颜色

变化 ,根据产生的颜色深度与标准比色板比较。这

是一种成本低 ,操作简便、快速 ,测定范围广的方

法 ,但测定误差较大 ,是一种半定量的方法。

速测管 :将有关试剂做成细粒或粉状装入检测

管内 ,使用时将检测管打破 ,吸入测试样品 ,待反应

数分钟后 ,将其与标准比色卡对比 ,找出颜色最接

近的色阶 ,读出浓度值。速测管技术是一种实时检

测技术 ,既可以针对宽范围的有毒物质进行初步确

认 ,也可以针对特定物质进行测量。缺点是污染物

间会交叉干扰 ,并且很难提供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线

性的测量结果。它对污染物的测量是非连续的 ,测

量结果会受到湿度、时间的影响。

便携式分析仪器 :利用有害物质的热学、光学、

电化学、气相色谱学等特点设计的能在现场测定某

种或某类有害物质的仪器 ,有手持、肩背、车载等类

型。选购时要充分了解仪器的技术性能 ,如精确

度、分辨率、测量的增加值、重现性、线性范围、噪

声、漂移、响应时间、警报设置、校正等。

2. 2. 3　质量管理

应急监测要求快速显示分析结果 ,反映事故的

动态变化和处理处置效果 ,而在事故平息后 ,为查

明原因常常采用多种手段取证 ,这时注重的是分析

结果的精确性而不是时间。应急监测实行环境监

测质量保证制度。

2. 3　预测模型

2. 3. 1　泄漏量的计算 [ 4 ]

液体泄漏 :根据伯努利 (Bernoulli)方程建立小

孔泄漏的速度计算公式。

Q = CdAρ
2 ( p - p0 )

p
+ 2gh

式中 : Q———液体泄漏量 , kg/ s;

Cd ———排放系数 ,通常取 016～0164;

A———泄漏口面积 , m
2
;

ρ———泄漏液体密度 , kg/m3
;

p———容器内介质压力 , Pa;

p0 ———环境压力 , Pa;

g———重力加速度 , 918 m / s
2
;

h———泄漏口上液位高度 , m。

气体泄漏 :多数事故的气体泄漏是声速流 ,可

按下式计算。

Q = Cd pA
γM
R T

(
2

γ+ 1
)
γ+ 1
γ- 1

式中 : Q———气体泄漏量 , kg/ s;

Cd ———排放系数 ,通常取 1. 0;

p———容器内气体压力 , Pa;

A———泄漏口面积 , m
2
;

γ———绝热指数 ,是等压比热容与等容比热

容的比值 ;

M ———气体分子量 , kg/mol;

R———气体常数 , 8. 314 J / (mol·K) ;

T———容器内气体温度 , K。

2. 3. 2　泄漏后的扩散 [ 5 ]

污染物进入环境后 ,在水和空气介质中扩散 ,

对环境造成影响。在计算出物料的泄漏量后 ,可依

据相应的扩散模型预测污染可能造成的影响范围

和程度。

河流中的扩散 :假定河流是稳态的 ,定常排污 ,

污染物为持久性物质 ,在整个河段内均匀混合 ,运

用完全混合模型可估算受污染河流中污染物浓度。

C =
Cp Qp + ChQh

Qp +Qh

式中 : C———污水与河水混合后污染物的质量浓

度 , mg/L;

Cp ———河流上游污染物质量浓度 , mg/L;

Qp ———河流上游的流量 , m3 / s;

—5—

第 17卷 　第 2期 肖勇泉等.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监测支持 2005年 4月



Ch ———泄漏点污染物质量浓度 , mg/L;

Qh ———泄漏处的污水量 , m3 / s。

空气中的扩散 :泄漏源有效高度为 H,取其在

地面投影为坐标原点 , x轴指向风向。运用高架连

续点源的高斯模型估算下风向任一点 ( x, y)浓度。

高架连续点源地面浓度 :

C ( x, y, 0; H) =
Q

πuσyσz

exp ( -
y

2

2σ2
y

) exp ( -
H

2

2σ2
z

)

式中 : C———污染物质量浓度 , mg/m3
;

Q———源强 , mg/ s;

u———泄漏高度的平均风速 , m / s;

σy、σz ———用浓度标准偏差表示的 y轴及 z

轴上的扩散参数 ;

H———泄漏源有效高度 , m。

2. 4　应急监测预案 [ 6 ]

制定应急监测预案是为了适应突发性环境污

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的需要。应急监测预案包括

以下内容 :预案编制的依据 ;预案所适用的范围 ;不

同级别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案 ;事故处理原则和各机

构的职责 ;预案的启动、终止及信息报告的发布 ;保

障措施及监督考核等。

3　现场处置

3. 1　监测布点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发

地风向、风速或水深、流速等气象和地域特点 ,确定

污染物扩散范围 ,在此范围内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

点位。事件发生初期 ,根据事件发生地的监测能力

和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 ,按照尽量多的原则进行监

测 ,随着污染物的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的变化趋势

适当调整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

3. 2　监测报告

应急监测实行快报制度。快报采用文字型

“一事一报 ”的方式 ,报告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情

况 ,以及在监测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其原因分

析 ,并提出处理意见和对策建议。快报报送主管环

境保护局和上级环境监测站 ,同时报送负责事故处

理的环境保护局。污染事故发生后 24 h内应报出

第一期应急监测快报 ,并应在污染事故影响期间内

连续编制各期快报 ,编报要求、周期、上报时间及报

送对象由负责处理污染事故的环境保护局确定。

3. 3　预测预报

根据监测结果 ,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

化趋势 ,运用扩散预测模型 ,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

论的方式 ,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

污染物的变化情况 ,作为应急决策的依据。

3. 4　后评估

3. 4. 1　应急监测终止

事件现场得到控制 ,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污染

源的泄漏或释放已经杜绝 ,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已降

至规定限值以内 ,现场救援指挥部下达应急监测终

止命令。

3. 4. 2　后续监测

应急监测终止后 ,还应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工

作。配合有关部门及突发环境事件单位查找事件

原因 ;对事件造成的直接损失和生态破坏进行评

价 ,对受灾范围进行科学评估 ,提出补偿和对遭受

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 ;对事件可能引起

的中长期影响进行持续的监测和评价。

3. 4. 3　应急监测评价

环境监测站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

专业小组 ,需对应急监测过程进行总结 ,向主管部

门和上级环境监测站提交工作报告。对监测工作

的响应速度、监测点位的布设、数据的准确性和代

表性、报告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行评价 ;确定的监

测因子和采用的监测方法是否科学合理 ;选用的预

测预报模型是否适合现场情况 ,以及与最终监测结

果的拟合程度 ;分析仪器、防护装备、通讯设备、交

通工具及其他现场装备是否与应急监测任务相

适应。

根据总结和评价的情况及时修订环境应急监

测预案 ,更新应急监测仪器设备 ,更好地发挥环境

监测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决策支持和技

术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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