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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建立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必要性 ,提出了设计性能要求、使用功能要求 ,以及信息要素和主要结构 ,建

议由省级环保主管部门组织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设计编制工作 ,设计时考虑基层环境监测工作特点 ,预留扩充数据库使用

功能和变换数据输入输出格式的接口 ,包含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制定适应监测数据计算机管理的技术规范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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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 ,如何使用先进的计算

机数据库系统取代原有的手工方式管理污染源监

测数据 ,并使这些数据在环境监测和管理工作中发

挥更大作用 ,是一个值得环境监测部门探讨的问

题。现提出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建立思路。

1 　必要性

(1)环境监测部门每年产生大量的监测数据 ,

目前主要以监测报告文书档案的形式保存。要获

取更多关于环境质量和污染源排污状况的信息 ,需

从监测报告中提出数据 ,统计分析。监测数据的计

算处理过程与存储过程分离 ,查询利用数据不方

便 ,同时重复工作 ,容易出错。利用计算机数据库

管理监测数据可避免这种情况。

(2)目前国家环境监测总站规定使用的数据格

式及相应的监测数据库有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和重点工业污染源数据库 ,前者用于地表水、环境

空气、降水、降尘和城市噪声等环境质量监测 ,后者

用于地区性重点工业污染源基本状况、基本生产状

况和排污情况监测。污染源监测数据没有专用的

数据库系统 ,造成计算机数据库管理不完整 ,不能

覆盖所有的监测数据。

(3)档案管理部门通过档案分类和存档方式的

改革 ,开始推行全国统一的文书档案管理数据库系

统。环境监测数据虽然保存在特定的监测报告中 ,

但其性质决定其作用更多地体现于对多个报告监

测数据的分析统计中。因此 ,监测数据在监测报告

完成后可能需要经常使用 ,这样监测报告作为包含

监测数据的科技档案 ,就不完全适用文书档案的管

理方式 ,还需要一套包含监测数据并能根据需要分

析处理这些数据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4)污染源监测数据若没有相应的计算机数据

库管理 ,会影响工作效率 ,同时 ,与已经实行计算机

管理的各类信息相比 ,缺乏交流的简便快捷性 ,造

成其作为信息资源的使用价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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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性能要求

(1)界面友好 ,操作简单。

(2)便于升级维护。

(3)尽量采用通用的数据库软件。

3 　使用功能要求

(1)环境监测工作除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

源监督监测外 ,还有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污染

纠纷仲裁监测 ,以及为科研课题或了解特定污染物

对象而进行的委托监测等。这些性质的监测任务

大多数与污染源排放有关 ,产生的监测数据作为对

例行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督监测数据的补充 ,

对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污

染源监测数据库应该包括这部分监测数据。

(2)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作用除保存监测数据

外 ,还应能便捷地查询监测数据。污染源种类繁

多 ,不同污染源的监测项目和频次都不相同 ,不同

性质的监测任务在数据量和数据格式上差别更大 ,

而且查询数据的目的不同 ,要求的数据格式也不相

同 ,而污染源监测数据库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数据格

式。因此 ,设计污染源监测数据库时 ,应建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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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灵活有效而格式相对固定统一的查询系统 ,以

改善数据库的使用功能 ,扩大其应用范围。

(3)监测报告作为对外提交的监测成果 ,在污

染源监测数据库建立之后仍然需要。如果输入或

查询的监测结果能直接以监测报告的格式打印输

出 ,就不需要另行编写监测报告 ,既可以提高工作

效率 ,又可增加数据库的实用性。因此 ,打印监测

报告是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一项重要功能 ,可通过

数据库软件的格式打印输出能力满足之。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和一些较大型的

委托监测报告有特殊或特定要求的报告格式 ,可以

结合查询功能设计将格式输出设计为报告格式输

出和查询结果格式输出两种 ,将这部分监测数据以

查询结果的格式输出 ,经过简单修改可用于特定格

式的监测报告。

(4)随着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环境管

理工作的不断规范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技术要求

和环保标准经常发生变化 ,与监测数据相关的排放

标准、分析方法和仪器设备也时有变化。为保证入

库历史数据应用时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设计数据库

时应该考虑同时保存与监测数据相关的信息。

(5)污染源监测数据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

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 ,环境管理部门不仅要利用监

测报告掌握污染源排放情况 ,还需要及时掌握一部

分监测数据。因此 ,污染源监测数据库应保留与环

境管理数据库系统交换或共享数据的接口。

4 　信息要素和主要结构

各种环境要素不同监测项目的分析原理和方

法各不相同 ,即使同一环境要素相同的监测项目 ,

其分析步骤也可能因为分析方法和仪器的不同而

有所区别 ,这些区别造成分析过程中需要人工处理

的原始数据和中间数据量差别很大。以保存和使

用监测数据为主的污染源监测数据库 ,不可能设计

和编制出所有监测项目的计算程序。因此 ,原始数

据和中间数据的计算应交给分析人员完成 ,以保证

分析方法发生变化后数据库仍然适用。

进入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监测数据除了数值

之外 ,还应包括反映其属性和相关特征的各种信息

要素 ,例如该监测数据属于哪一次污染源监测任

务 ,是否达到了该项目所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缺少这些信息 ,会造成监测数据不完整 ,无法

查找和正确使用。

数据库中数据的操作方式有 3 种 :数据入库、

数据输出和数据维护。对于污染源监测数据库 ,数

据入库包括监测数据的录入和其他共享数据的调

入 ;数据输出包括按特定查询条件输出、统计计算

输出、按监测报告格式输出和共享数据传输 ;数据

维护包括错误数据的修改和删除。

5 　建议

(1)现行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要求主要由省

级环保主管部门统一发布或根据国家有关技术规

范和要求在全省范围推行使用。因此 ,由省级环保

主管部门组织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设计编制工作

更有利于其格式和结构的规范统一。由各地区自

行设计 ,会因污染源和监测情况的不同造成数据库

结构和数据格式的差异。

(2)设计污染源监测数据库时 ,应充分考虑基

层环境监测工作的特点。污染源监测数据库主要

用于基层环境监测工作 ,基层环境监测部门是该数

据库的主要使用者和操作者。如果不考虑基层环

境监测工作的实际特点 ,数据库就会缺乏针对性和

实用性 ,不容易实现其应有的使用功能 ,影响数据

库的推广使用。

(3)污染源监测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格式确定

后 ,应预留扩充数据库使用功能和变换数据输入输

出格式的接口。在保留基本数据结构和格式的基

础上留下程序接口 ,供使用人员根据需要自行扩

充 ,既可保证数据结构和格式的统一 ,又可兼顾各

地的特殊性。

(4)随着环境管理要求和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的

提高 ,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实

际生产中。这部分监测数据是对污染源排污状况

最及时、最完整的反映 ,要将其传输到通用数据库

程序 ,需配备与在线监测设备配套的硬件和软件。

若不具备条件 ,可根据监测数据的使用要求 ,将监

测平均值录入污染源监测数据库。

(5)现有的关于监测数据格式和监测报告编写

格式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大多以手工编写报告为基

础 ,难以完全适应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的要求。在推

广污染源监测数据库时 ,应制定一些新的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和要求 ,以促进监测数据的计算机管理 ,

适应计算机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要求 ,从整体上提高

环境监测数据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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