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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山东省实际，分析了水质自动监测的运行管理模式。探索了该模式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包括成立
运行管理专门机构，规范监管单位监督管理，严格运维和保障单位管理，强化现场端设备管理。从统一监测数据审核确认
和强化自动监测数据应用方面，介绍了山东省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应用情况，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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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自动监测具有自动、连续、及时、全天候等
特点，是环境监测发展的方向，已经成为环境监测
的重要手段［１ － ２］。为构建环境安全预警监控系统，
山东省根据环保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按照
“人机结合，以机为主，强化预警”的监测工作思
路，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在全国率先建成了“三级五
大”环境自动监测系统（“三级”指省、市、县三级，
“五大”指全省重点企业、城镇污水处理厂、城市环
境空气、主要河流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其中在
５９个省控主要河流断面建设了水质自动监测站
（以下简称“水站”），实现了对全省主要水环境的
２４ ｈ监控，实时监测水质状况和动态变化规律，并
积极探索水质自动监测运行管理模式，强化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注重自动监测数据应用，在全
省水环境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　 运行管理模式
目前，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成投运后，运行管

理方式主要有３种：一是负责建设的环保部门自己
运营，二是委托下级环保部门运营，三是委托第三
方机构运营。第一种方式因环保部门人员较少，往
往运维力量不足；第二种方式在考核评比时，难免
会受到地方行政干预；第三种方式较好地弥补了前
２种方式的不足。山东省主要河流水站，在各市之
间跨界断面和主要河流入海（湖）口建设，监测数
据用于各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污染防治工作考
核。为此，山东省实行省级环保部门负责运行管
理，专业技术单位（以下简称“运维单位”）负责巡
检维护和故障维修，水站所在市环保部门（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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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保障单位”）负责基础条件保障的运行管理模
式。山东省较早实行了环境质量“上收一级”管理
和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第三方运营［３］，避免
了“考核谁、谁监测”的缺陷，提高了运营维护技术
水平，弥补了环保部门运维力量的不足。

具体职责分工为：省级环保部门负责制定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管理相关制度和文件，负责审核
确认自动监测数据，负责对水站进行抽查比对和质
控考核，负责对运维单位和保障单位进行考核等
等。运维单位负责水站的巡检维护、标准核查、人
工比对、设备维修和年度检修等，保障水站的正常
稳定运行。保障单位负责水站站房、采水系统、监
测仪器和其他配套设施等的看护，负责水、电、暖等
基础条件保障。

山东省主要河流水站实行“上收一级”管理和
社会化运营后，切实提高了自动监测系统运营维护
技术水平，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可能的地方行政干
预，全面提升了数据质量和监测公信力。在此基础
上，山东省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实行了
ＴＯ（转让－经营）模式运营，进一步降低了运营维
护的成本。近期，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全国１６１个
地级以上城市建设了２０１个空气质量监测直管站，
完全交由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仪器设备维护及监
测数据上报传输；河北省力推各级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站采用第三方运营维护的模式，从制度上最大限
度地挤掉环境监测数据的“水分”。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系统“上收一级”管理和第三方运营管理模式
优势凸显，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可，代表了自动监测
系统运行管理发展的方向。

２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能否正常运行，数据是否准

确可靠，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是关键［４］。山东省
根据水质自动监测运行管理实际情况，逐步探索了
“一个中心、三个方面”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
施，“一个中心”即以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
作为全省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管理的中心，“三个方
面”即抓住了监管单位、运维和保障单位、现场端
设备３个关键环节。
２． １　 成立运行管理专门机构

为加强全省环境自动监测监控工作的质量保
障，山东省于２０１１年１月将原隶属于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的监控中心与省环境保护信息中心合署办

公，成立了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专门负责
全省环境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运行管理。山东省
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每年制定质控工作计划，监督
指导有关单位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负责
建立和完善全省环境自动监测系统量值溯源体系，
并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确保自动监测
设备运行正常，数据准确可靠。
２． ２　 规范监管单位监督管理

山东省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行
管理日常工作，由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水环境监
控室具体负责实施，在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和规
定的要求进行监督管理的基础上，山东省在数据审
核、考核比对、留样复测、软件质控等方面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
２． ２． １　 数据审核

除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对异常数据进行标志及
剔除，严格落实三级审核制度外，山东省在数据审
核方面重点把握５个原则：一看设备运行状态是否
正常，二看河流水文状况有无异常，三看上游断面
或支流水质情况，四看断面历史数据波动情况，五
看周边企业排污情况。
２． ２． ２　 考核比对

山东省除每月对３０％的水站进行人工采样抽
查比对，不定期使用有证标样对水站现场进行质控
考核外，重点检查运维单位开展标样测试及携带便
携式分析仪表现场比对等工作情况，现场查看仪器
设备上的运维记录和测试结果，与上报的纸质记录
对照。同时注重现场工作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对样品采集和考核全程录像，拍摄河流水文及所采
集水样的感观等情况，对水样封存固定时采用特制
的易碎贴封口，确保水样真实性。
２． ２． ３　 留样复测

每个水站均配备超标自动留样器并确保正常
运行，当测定结果超标时，仪器自动留样，保存于自
带的冷藏箱中。需要对超标留样复核时，及时收取
水样测定。留样复测采用３种方式：一是通过省级
环境监测部门实验室测定，二是通过便携式分析仪
表现场测定，三是通过在线分析仪表比对测定。
２． ２． ４　 软件质控

山东省研发了２套水质自动监测站监控管理
系统，可远程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况和仪器状态参
数［５］，并可对仪器设备实施清洗、校准、采样等反
控操作。可实现故障信息及时显示，数据异常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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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情况自动短信报警，统计报表长期归档等功能。
２． ３　 严格运维和保障单位管理
２． ３． １　 运维单位

运维单位工作质量好坏是自动监测系统能否
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在常规日监视、周巡检、周核
查、月比对等工作基础上，山东省对运维单位的要
求主要体现在人员和设备、工作日志报告、快速反
应能力、运维记录完整性等几个方面。

（１）人员和设备：成立办事处，制定运营维护
规章制度，设立质控实验室，配置相应质控仪器设
备，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运维人员和车辆，组成专
门的专业运维队伍，分片区就近进行巡检维护和故
障维修。每个片区至少配置一套便携式分析仪表，
每３个水站运营维护人员不少于１人，每５个水站
不少于１台专用车辆，每个片区到所维护水站最远
车程不超过１ ｈ。从事水站运营维护工作的人员，
必须经山东省环保厅考核通过，颁发环境监测人员
持证上岗合格证后方可从事相应工作。

（２）工作日志报告：运维单位安排专人在山东
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监控大厅值班，每天实时监
测数据，发现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等情况及时调查
处理，每天汇总报告水站运营维护工作日志。

（３）快速反应能力：水站出现故障时，须在２ ｈ
内提出解决方案，２４ ｈ内赶赴现场排除故障，４８ ｈ
内恢复正常运行，做好维修后监测设备的调试及性
能测试；如不能及时修复，必须更换备用整机并报
告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应急状况下，服从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调度，接到通知后快速
赶到站点，并携带便携式水质分析仪表对超标留样
现场初步测定，与自动监测结果进行比较，同时超
标留样送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备测。

（４）运维记录完整性：水站日常监测、试剂配
制、每周巡检作业、每周标准核查、每月比对实验、
系统维修维护、备品备件更换、年度检修及性能测
试等，都要做好详细记录，将周巡检、周核查、月比
对情况装订成册，每月报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
心存档。
２． ３． ２　 保障单位

对保障单位的监管要求，除按要求做好水站看
护和水电等基础条件保障外，山东省尤其注重保障
单位人员不可进入水站监测仪器间干扰监测，擅自
停运、调整设备、改动数据的，在全省通报批评，扣
除半年度保障费用，出现第２次上述行为的，取消

所在市当年度河流断面水质改善奖评比资格。
２． ４　 强化现场端设备管理

山东省每年安排资金，对水站采水、配水、控
制、检测、数据采集和传输等各单元出现较大故障
的部件进行维修，对站房、水电等基础条件损毁维
修予以补助，对运行时间较长、故障频发、无维修价
值的设备及时进行更换。２０１２年对所有水站站房
门锁进行了更换，在重要站点安装了视频监控系
统，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水站安全。

３　 数据应用
３． １　 统一监测数据审核确认

山东省规定由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负责对
全省自动监测数据统一进行采集传输和审核确认，
然后方可作为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进行环境管理
和环境执法的依据。各市环保部门可及时向山东
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反馈自动监测设备运行中
发现的问题或监测数据异常情况。
３． ２　 强化自动监测数据应用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充分体
现，关键在于监测数据能否得到有效使用。水质自
动监测系统建成投运以来，山东省坚定不移地依靠
自动监测数据进行环境管理和环境决策［６ － ８］，通过
监测数据的应用促进监测数据质量的提高。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每天报送应急快
报和超标快报，山东省环保厅相关处室和超标点位
所在市环保局按照工作要求启动应急程序。山东
省环保厅每月上旬召开全省环境形势分析会，相关
处室根据自动监测数据分析汇报全省主要水环境
质量状况，研究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措；每
月对１７设区城市主要水环境质量进行统计汇总，
报送、抄送省、市、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
协及省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每月在山东环境
网站上对全省主要河流断面水质情况进行发布。
为充分调动各市抓好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的积极
性，山东省每年拿出专项经费作为“以奖代补”资
金，并制定了污染物减排和环境改善考核奖励办
法，以河流断面监测数据作为水环境质量改善奖考
核的主要依据。

此外，山东省创造性地提出了“剔除上游因素
水质指标”建议，即根据上游入境断面来水水质、
河段长度和污染物降解系数，计算经河流自然净化
后出境断面的理论水质，若出境断面实测水质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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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质差，说明该河段污染加重，责任城市对河流
水质的改善做了负贡献，要把该负贡献加权到出境
断面实测水质上，得到“剔除上游因素水质”，反之
亦然。剔除上游因素水质，分清了上下游的责任，
有效地增强了各市水污染治理的责任感。为便于
普通公众对水环境质量更好地理解、判断和监督，
山东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恢复鱼类生长”这一描
述性指标，把专业的环境监测数据翻译成公众比较
容易理解的语言，在全国开创了以生态指标表征地
表水环境质量的先河。

４　 存在问题
（１）自动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主要是由于运

行经费保障不到位和运行管理技术水平差导致的；
（２）自动监测数据质量不高，主要是因为重视

程度不够和质控体系不完善；
（３）自动监测数据应用不强，主要是因为没有

把自动监测及时性、连续性、预警性以及智能化优
势充分展现出来。

５　 建议
（１）按照２０１５年环保部《关于推进环境监测

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有序开展水质自动监测
第三方运营，保障设备有效运转，避免资源闲置，同
时加强对运维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人员技术水
平，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激发运维工作积极性和创

新性；
（２）建立和完善自动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

制体系，借鉴人工监测的成熟经验，完善软硬件设
施，努力实现运行维护和监督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制度化；

（３）强化自动监测数据应用，充分发挥自动监
测的优势，努力使环境监测向现代化、信息化和自
动化水平迈进，更好地为环境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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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英国外交部发布独立科研报告认为中国有效控制了碳排放增长

经济日报消息记者蒋华栋报道：由英国外交部发起，中国、美国、英国和印度４国科学家联合完成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报告日前在伦敦发布。报告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应被视为与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同等重要的重大风险；完整评估气候变化
风险需全面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风险和气候变化与人类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风险。值得
注意的是，报告在分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时，对中国近年来的减排成效予以了积极评价。

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在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协议》后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减排方案，承诺将在２０２０年前实现碳强度相比于
２００５年水平降低４０％至４５％的目标。经过一系列努力，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增速延续了２００５年之后的下降趋势。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中国碳排放量增速已接近于零，碳强度相比于２００５年下降了３３％。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
的努力，行之有效地控制了碳排放的增长趋势。

一是中国不断提高主要经济部门的能效。二是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三是中国治理大气污染带来的减排成
效显著。四是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全国范围内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报告高度关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国与美国达成的针对２０３０年碳排放目标气候变化协议，认为这不仅是中国首次为自身
明确设定总体碳排放目标，还将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报告指出，中国承诺在实现２０３０年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将把
非化石燃料能源结构的比例提高２０％左右。

摘自ｗｗｗ． ｊｓｈｂ． ｇｏｖ． ｃｎ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０

—０６—

第７卷　 第４期 邱晓国等．山东省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管理 ２０１５年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