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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综合分析山东省开展的环境监测技术演练活动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省站开展全省性的多场所、多领域、多参数技

术演练活动的组织及考评内容，特别介绍了演练活动考评的形式、内容、安排、标准及要求，总结了开展演练活动的收获与

体会，以及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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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夯实环境监测工作基础，加强环境监测队伍
建设，规范环境监测全过程，提高监测数据质量，

山东省站举办了全省１７个市监测站同时参加的多
场所，同时以废水和废气监测为对象的多领域，同

时测定氨氮、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多

参数环境监测技术演练活动，开展了对“监测方案

的完整性、监测全过程的规范性、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有效性、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原始记录和监测

报告的规范性”（以下简称“监测五性”）的精确

考评。

１　演练活动项目设置及组织
１．１　演练活动的项目

演练活动项目的确定是整个演练活动核心之

一，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可考评性。根据 《国家环

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以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为重

点削减水污染物排放量，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为

重点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选择废水中氨氮、化

学需氧量，废气中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４个项目作

为演练活动的项目，以支撑环境管理对监测的需

要，同时重点解决氨氮、氮氧化物无统一国标方法

的问题，将各级监测站监测技术、监测过程、监测方

法统一到国家技术规范上来
［１］
。

１．２　演练活动的现场设置
演练活动的现场设置应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具

有统一性、可比性和规范性。由各市选择综合污水

处理厂总排口、大型火电厂脱硫除尘后排气筒作为

演练活动的监测现场。与以往的环境监测技术比

武主要关注实验室分析操作不同，演练要注重实

战，关注环境监测工作的全过程，要求现场监测人

员须持有并执行监测方案或采样计划，检查核实企

业的生产工况
［２］
。

１．３　演练活动的组织
组织者、参与者和考评者是确保技术演练活动

顺利完成的３个重要方面，具体作用探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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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省站应精心组织，周密谋划。技术演练活
动由众多环节组成，技术要求高，为了加强对演练

活动的组织和指导，省站成立领导小组，指导演练

活动，审定活动实施方案，研究决定演练活动中的

重大事项。通过成立各专业技术组，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保障。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要求、统一行动、统

一标准，省站采取分阶段制定活动通知，召开专项

工作会、研讨会和培训会等方式，确保演练活动按

计划地有效组织。

（２）市站应认真准备、积极响应，参加好技术
演练活动。各市监测站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和专业

组等组织形式，将演练活动列入各市站重点工作任

务，完成《演练活动工作方案》、《监测技术方案》及

《各市自考核评分标准》的制定、上报，督促了演练

活动开展的计划性和有效性。在准备期间，各市还

应根据各地特点，积极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全员参

与、层层选拔等有效具体措施，加强理论学习、强化

技术训练、开展模拟演练、强化后勤保障等确保技

术演练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

（３）裁判员应严格标准，公正考评，评判好技
术演练活动。为提高公正性和市站参与积极性，裁

判由省、市站专家共同组成。通过考评前统一培

训，提高和统一考评标准认知，制定《裁判员行为

守则》，强调全过程坚持“三公”，现场评判只能依

据考评标准评判，做到“不提高分、不压低分”，同

时确保培训期间、评判期间、演练期间要保密。

在裁判员组成方面，省站可从各市监测站推荐

的专家中选择现场考评裁判组成员，并按照就近、

回避的原则进行分组。确保每个市站都有一名专

家参加裁判组的工作，确保一半裁判组组长由市站

专家担任。在综合考评过程中，省站及部分市站专

家共同参与和见证综合考评工作。

２　演练活动的考评
２．１　考评形式

演练活动在充分听取各市意见的基础上，采取

了“现场考评，统一点评，但不排名”的形式，在发

现问题、规范过程的同时，减少省站组织和市站参

与的压力。

考评分为现场考评和综合考评两阶段：现场考

评期间，各裁判组在演练活动现场完成“监测五

性”中监测全过程的规范性和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有效性的现场考评任务，同时采用定制的国家级

气体标准样品、水质标样进行准确度和精密度考

核。综合考评期间，完成“监测五性”中监测方案

的完整性、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原始记录和监测报

告的规范性的集中考评工作，同时完成成绩的统计

和汇总工作
［３］
。

２．２　考评标准
（１）考评标准构架：每个监测项目考评标准由

３级组成，每个项目平均不少于 １００个评分判点，
总分值为 １００分。第一级评分要点以考查“监测
五性”为内容，分值权重为监测方案的完整性 １０
分、监测全过程的规范性５０分、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有效性 １０分、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２０分、原始记
录和监测报告的规范性各 ５分。第二级评分要点
针对监测方法原理、规范和标准，将第一级要点进

一步细化。其中每个要点又细分出多个第三级评

分标准，在监测前的准备、仪器校准、现场工况调

查、现场采样、实验室内分析、监测后设备维护、现

场清理等各环节均设置了评分点，每个评分标准的

分值在０．５～４分之间。
（２）废水项目考评重点：涵盖现场采样、实验

前准备、溶液定容、分析过程、实验后整理、裁判现

场提问、质控措施合理性、质控数据准确性、空白试

验合理性、实验室内质控标样（或实际样品）的平

行样精密度、监测结果的精密度与准确度判定、原

始记录的完整性、填写及时规范性、监测报告的封

面完整规范性、内容完整规范性等考查内容。

（３）废气项目考评重点：在与废水项目相同的
部分考评基础上，废气项目重点涵盖仪器检查、仪

器自校操作、盲样考核操作、现场监测前准备、操作

规范性、完整性、仪器整理、现场清理、现场提问等

考查内容。

（４）专项考评重点：突出不同监测项目特有的
原理和操作过程，在监测全过程的规范性的评分标

准部分，均有充分体现。比如，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涉及到容量法特有的滴定管的使用、滴定操作的规

范性、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等；而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氨氮，则涉及样品的颜色、余

氯及浑浊度的预处理判定、预处理措施、无氨水的

要求、比色皿和分光光度计的使用等环节；定电位

电解法测定废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涉及热电

偶温度计插入深度是否合适、含湿量测量方法是否

正确、皮托管开口是否正对气流方向、各测点是否

做标记、所有联结是否牢固密封等环节。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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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考评安排
在现场考评阶段，将全省 １７个市站共分了 ８

个组，在全省技术演练活动启动仪式后当日，立即

组织了全体裁判集中培训及各专业组裁判专业培

训，次日为裁判组赴各市交通日，第 ３天和第 ４天
分别为第１轮次和第 ２轮次市站技术演练日。裁
判组抵达当日召开到达现场后的预备会议，听取演

练工作汇报，介绍演练当日日程安排，抽签决定参

加演练的组别，所在站站领导、相关科室负责人参

加预备会议。现场演练当日，完成废水和废气采

样、分析、原始记录及监测报告提交和裁判组现场

评分工作。综合考评阶段，则是在现场考评结束

后，采取封闭的方式，完成综合考评部分的评分与

成绩统计工作。

３　收获与体会
３．１　省、市站共同参与是确保“三公”原则的根本

该次演练在形式上有所调整，采取与以往大比

武相比更加严格和更加开放的组织形式，以共同参

与，促“三公”；以共同考评，促统一规范；以集中点

评，促共同提高。具体做法：（１）省站在演练活动
通知下发前召开了全省十七市站座谈会，广泛听取

各市站的意见，共同研究确定演练活动相关内容。

省站组织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研究有关问题，讨论

完善方案，指导、见证和规范该次演练活动的全过

程。（２）在省站内部，实行专人负责与相对独立相
结合的原则，考评标准分开制定、考核样品分开定

制；同时，在制定考核评分要点过程中，请各个市监

测站、全省专家就考评要点中的不明确问题进行了

研讨，共同参与方案制定、规则制定、考核标准确

定、现场考评和成绩统计过程，以更开放的方式办

好山东省首次技术演练活动。（３）在裁判组成方
面，省站从各市站推荐的两名专家中选择一名参加

裁判组，并按照回避原则进行分组。做到每个站的

成绩由现场裁判考评操作、精密度准确度判定、方

案编制考评、质量控制措施考评、监测记录报告考

评等５个独立环节的评分构成。使市站共同参与、
承担和见证了技术演练活动全过程，共同参与到技

术演练的全过程中。

３．２　技术点评是提高整体监测水平的重要举措
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由省站专家对考评要点

进行技术点评，逐一对“方案制定科学性、监测全

过程规范性、质量控制措施实施有效性、监测结果

准确性、监测记录报告完整性”为核心的“五性”考

评标准的每个判分点进行了点评。通过点评，各市

明确了标准要求，找到了差距，弥补了短板，提高了

理解、掌握监测原理、监测规范和监测方法重要性

的认识。

３．３　基础保障是有效完成现场演练活动的有力
支撑

为了结合实际，检验各市应对水平，在安排现

场试验和考评时间时，规定６ｈ内完成演练 ４个项
目，从现场采样到监测报告报出，要求高、时间紧、

任务重。但是，各市科学计划、统筹安排，确保了省

考评组、工作人员及选手的考评工作，各市站均在

现场提交了本站规范的监测方案、原始记录和监测

报告，并做到了交通、餐饮等安全。同时，无论从省

站组织过程和各市的总结体会，均强调了基础保障

在大型、综合监测工作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凸显

了科学、高效的后勤保障队伍的重要作用。

３．４　以“监测五性”为核心的监测过程仍需进一
步规范

通过演练总结发现以下主要问题，有待进一步

提高：（１）对监测方案的规范性编写重视不够。从
技术方面分析，方案编写主要缺少监测点位、监测

目的、编制依据、工艺流程图及排污分析、监测频

次、监测分析方法、监测仪器等信息。（２）对全过
程基础操作规范性重视不够。该次技术演练的项

目设置，覆盖了废水、废气监测的全过程，从监测手

段上看，覆盖了分光光度法、容量法的室内分析和

定电位电解法的现场监测。在该次技术演练活动

考评标准中也增加了操作规范性分值的权重。但

是，基本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依然存在。（３）对标准
物质量值不确定度的来源及标准样品溯源的重视

不够。存在不了解、不重视标准物质在定量考核中

的重要作用、不加分析选取标准物质、不了解不确

定度含义及其正确应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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