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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征对目前县级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何提高县级环境监测数据利用率的建议，为

县级环境监测站的监测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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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data fro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for

county，the improvement for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for

county was proposed，which provided some 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for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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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厂房不断增

多，环境监测任务也日益加重，特别是监测站所提供

的监测数据在为环境管理主管部门决策、掌握区域

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重点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情况

及治理效果、污染纠纷仲裁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其数据的可靠性、公正性，相关监测实验室提供

数据的可比性就显得十分重要。计量认证是由经过

授权的认可机构对实验室的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按

照约定的标准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告

以正式承认其能力的过程。县级环境监测站作为我

国环境监测体系中最基层的一员，应按国家有关实

验室认可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计量认证工作，以适应

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需求。本文征对目前县

级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何

提高县级环境监测数据利用率的建议，为县级环境

监测站的监测工作提供借鉴。

收藕日期：2011—03一Z9

作者简介：韦华强(1974一)，男，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科研及环境监

测工作。

1 县级环境监测数据正逐年增加

县级环境监测站开展的常规监测项目有：水质

类(pH值、SS、COD、BOD5、As、Cr6+、N0f—N、

Nof—N、NH。一N、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硬度)、

环境空气类(TSP、PMl0、SO。、NO，)，以及烟尘、噪

声等。随着地方环境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县级环境

监测站需要随时了解境内各企业的“三废”排放情

况、水环境质量状况，同时，还要完成上级监测部门

要求的例行监测任务，进行污染源监督监测、环评本

底监测，人海通量、交界断面、农村地表水普查、乡镇

河流监测等。县级环境监测站承担着繁重的环境监

测任务，县级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量正在逐年增加。

2县级环境监测数据存在的一些问题

由于技术、资金、人员等多方面的限制，县级环

境监测数据往往存在不准确、不真实、不完整、不综

合分析，不具备法律效力等问题。

2．1 监测数据不准确，缺项多而不完整

目前县级环境监测站存在实验仪器设备老化、

灵敏度不高，标准物质和基准物质较少等实验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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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相对较差，导致系统误差较大，监测数据不准

确。同时，县级环境监测站的监测人员少，技术力量

不强，常会出现监测人员在现场监测取样时不按监

测规范要求进行操作，随意性很大，或者是实验室内

化验过程中不按规程操作，用错方法，配错试剂，填

错数据等，从而造成数据失真。

目前县级环境监测站已初步建立了空气、地表

水、声环境要素监测体系，但是空气中的废气监测中

基本没有开展流动污染源(汽车)监测，部分监测站

因仪器条件限制没有开展SO。、NO。、NH。、CO等

指标的监测。地表水监测中因无相关仪器而无法监

测相应项目，如必测的汞、硒因无原子荧光分析仪而

未监测，没有无菌室而不能开展细菌学指标的监测。

废水监测也有局限性，大部分监测站基本不能开展

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另外，县级环境监测站一般只

能能监测土壤中的极少指标，无法开展固废、恶臭、

室内空气、放射线及电磁辐射监测，监测范围具有局

限性，从而导致监测项目不足，监测数据不全面。

2．2监测数据提供不及时。失去应有作用

县级环境监测站的应急监测体系还不健全，有

的甚至还没建立。县级环境监测站既没有应急监测

设备，也缺乏相关应急监测知识的培训，在发生污染

事故等紧急状态下，不能及时进行现状监测，失去了

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最好时机，无法及时提供有效的

监测数据，对事故无法进行定性和科学性处理。

2．3监测数据原始上报。没有综合分析

县级环境监测站存在着严重的技术人员不足、

经费不足的问题，环保主管部门重视环境管理、环境

监督，忽视环境监测，经常借调监测人员，技术骨干

流动性大。环境监测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只限于完成

一般性任务，提供一般性的监测数据，没有综合分析

导致经常会出现单位不统一，比如电导率单位经常

使用毫西门子／厘米(mS／cm)和微西门子／厘米

(vS／cm)两种，大气压单位使用毫米汞柱(mmHg)、

千帕(kPa)和百帕(hPa)等几种。虽然几种单位间

可以互换，但是使用不同的单位容易造成错误，增加

了出错的几率，会影响判断。

2．4监测数据不具有法律效力

目前有50％左右的县级环境监测站没有进行

计量认证，计量器具过期不检定，监测的数据不具有

法律效力。另外还存在有不具备法定监测权限越权

进行监测的，比如，属于该环境监测站监测的，别的

部门来监测了，或者是该监测站的上级站、下级站和

行业或企业站抢先监测了。这些抢来监测的站，有

进行过计量认的，也会有没进行计量认正的，没有计

量认证的监测站监测的数据就不具有法效力。

3提高县级环境监测数据利用率的对策

县级环境监测数据要发挥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

服务，为环境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为环境执法提供技

术监督的效能，必须进一步加强监测能力建设，确保

监测数据的质量，才能保证监测数掘的公正性、权威

性，这是县级环境监测站的立身之本。

3．1加大经费投入。保障硬件建设

要采取到上级部门争取一点，县级财政补助一

点和多渠道筹资的办法，积极筹措经费淘汰老、旧仪

器，确保仪器始终处于在用状态，保持良好的性能。

另外国家对县级监测站要给予政策倾斜，按照《环境

监测站标准化建设(暂行)》的规定，结合县级环境监

测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完善县级环境监测

数据存在的实际问题。在经费使用上要不断添置新

的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实验室合理布局，无菌室、痕

量分析实验室、药品库房、样品室等都有其严格的规

定做到监测分析现代化、仪器化，减少人为操作误

差。对于重点污染企业必须督促其安装在线监测系

统，还要建立和完善县级环境监测应急体系，配备应

急监测设备及分析必测项目的仪器设备，如原子荧

光分析仪、离子色谱仪、超净工作台等，保证在发生

污染事故等紧急状态下，能够及时进行现状监测，提

供有效的监测数据。

3．2调整监测人员结构，提高人员素质

应该努力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县级环境监测人

员队伍，确保采样、实验操作、数据计算或填写都不

出现差错。第一是要按照县级环境监测站人员编制

标准配备监测人员，避免出现人少任务重的情况。

第二是要提高进入县级环境监测部门的“门槛”，杜

绝有关系无能力的人进入县级环境监测站，保证县

级环境监测站人员的专业化。第三是要培养环境监

测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环境监测技术骨干，坚持和

完善持证上岗制度，形成一支技术过硬、富有创造力

的县级环境监测员队伍。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用人

机制，善于发现人才，留住人才，营造出有利于人才

成长、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3．3规范质量体系，转变监督性监测方式

应该将所有与监测数据质量有关的事项纳入质

量管理环节，实行监测质量分块负责制，规范各项工

作的运行程序。首先监测项目积极组织计量认证扩

项评审，优化监测分析项目、监测点位和频次，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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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监测能力的项目通过计量认证确认，以便合法

使用计量认证标志；其次监测工作程序符合法律要

求，出示执法证，按要求签字确认。最后，还要实行

监督监测送样单审批制，审批人要详细了解样品情

况，特殊样品加班加点分析测试，监测数据要进行综

合分析，对全县的水、气、声等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状

况作客观评述和规律性综述，找出影响环境质量的

主要污染物和突出的环境问题，提出改善环境质量

的对策和建议，及时将结果通报给相关部门。

一般县级站的监督监测数据都是用于信息公开

化企业等级评定、排污收费等环境管理活动，或给监

管部门提示企业的超标情况，不能用于行政处罚。

监测数据的使用受到制约。今后建议减少自行组织

的监督监测频次，创造机会与相关部门(单位)联合

行动：例如适时与法制宣传部门联合搞好信息公开

化企业的监测，与污染控制部门联合搞好老污染源、

专项整治监测工作，与监察部门建立正常联的合行

动机制，共同会商，采取夜查、专项行动对重点污染

源进行监测，同时配合进行一般污染源监测。只有

这样才能使监测数据质量有章可循，才能保证监测

数据的公正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对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越来越重

视，对环境监测数据需求种类的多样性也越来越突

出，这就为解决环境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

越来越多的机遇。环境监测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些机

遇，提高自身素质，在环境管理、经济建设、科学决策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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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NH，一N计算值与测量值比较

根据贵港市规划河段内现状水质和入河排污口

中主要污染物，确定贵港市规划河段污染物模拟指

标为COD和氨氮。应用二维稳态水质监测模型得

出贵港市各水功能区氨氮、COD臼纳污能力计算为：

郁江横县一贵港保留区年污染物最大允许纳污量，氨

氮为2851．5t、COD。，为43681．9t；郁江贵港饮用水

源区年污染物最大允许纳污量，氨氮为2071．5t、

CODo为33040．9t；郁江贵港城区工业用水区年污

染物最大允许纳污量，氨氮为3126．0t、CODc，为

42928．9t；郁江猫儿山港口过渡区年污染物最大允

许纳污量，氨氮为1896．3t、CODc，为27324．0t。

4 结束语

本文利用2008年11月26日测定的贵港刘公

圩至东津84km郁江河段水文水质资料，选用高锰

酸盐指数和氨氮为模拟对象建立了二维稳态水质监

测模型。通过模型误分析得出，该模型计算精度可

满足水环境容量计算分析的要求。该模型是计算贵

港郁江河段水域的纳污能力的基础。我们利用该模

型计算贵港郁江河段水域的纳污能力，期望这些数

据能为政府制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措施提供

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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