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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表水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申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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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简述了美国地表水监测管理体系"指出其健全的环境监测体系(完善的标准体系以及充分的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
是保障水环境质量的基石(关键和枢纽% 结合我国水环境监测管理的现状"提出"应加强水环境质量监测的立法工作"进一
步完善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以水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水环境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监测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
力度"修订更适合我国的水环境质量监测指标%

关键词"美国)中国)地表水监测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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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环境管理工作%

55美国的地表水环境质量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客
观上是因为其水量充沛(环境容量大(自净能力较
强)主观上是因为政府(企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很
高"政府非常重视其水环境政策法律颁布(标准制
定(事权划分(部门合作(第三方检测(数据共享(信
息公开等方面的水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和监测
技术发展"监测管理体系高效有序%

美国的地表水环境监测管理体系主要有以下
特点*一是注重预防"有关水环境法律法规(排污许
可证(水环境监测清晰的事权运行方式等内容健
全)二是标准制定很细(可操作性极强"既考虑了不
同区域之间的本地化差异"同时减少了执法过程中
的摩擦"又提高了执法的权威性)三是充分调动公
众的参与监督和各监测资源的整合"第三方监测机

构不受行政干预"节省了监测成本"充分利用了各
级层次的监督%

美国对水环境方面的保护开始于23 世纪83

年代"联邦环保署*D<成立后就开始了大量的工
作"./82年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修正法'即1清洁
水法2

+.,

# ĉL"# W"&LY<T&"cW<$的通过"标志着
美国水环境监测迈向了以*D<为主导的法规化(

标准化和规范化之路% ./81 年美国制定了1安全
饮用水法2

+2,

#'OL="ZLXYS#@S#PW"&LY<T&" =XJ

W<$"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表和地下饮用水水源地
的饮水安全"完善了1清洁水法2在地下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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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漏洞和缺陷% 历经13 多年的发展"在地表
水监测技术(评价体系(水治理技术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5美国地表水监测管理体系简介

.E.5健全的监测体系是保障水环境质量的基石
美国没有专门负责环境监测的系统"美国的水

环境监测工作是由*D<牵头"各州具体实施"外部
门配合下多重协作共同完成的% 除*D<外"地质
调查局#Q=N=$(鱼类及野生动物服务局#Q=;H

W=$(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9,<<$(国防部
#X,X$等均担负水环境监测任务)各州政府环保
局及州地质调查局(卫生局也担负地区的水环境监
测任务)民间单位"如大学#北卡州立大学水域生
态应用中心c<<*$(独立的第三方环保组织b'-(

各州的水务公司#如9LKMLY%L\<ALYST"# W"&LY$等
为本地区社会热点和公众关心的问题自发开展各
类水体调查监测工作% 除此之外"各类环保民间组
织和一些环保志愿者也会配合官方开展水质采样"

以及简单的物理(化学水质参数现场监测等工作%

在美国"由于环境监督管理需要"*D<采取
事权清晰的运作方式"它根据地理位置在全美划
分了.3 个大区"每个区域都设置一个分中心来
开展本区域的环保工作% 各个分中心代表联邦
环保局主要从事环境法律实施的监督(各种环保
项目的设置和推进工作"并协同各州环保局对各
类违法环境行为进行监督% 因此"*D<和各个州
环保局并非领导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 它们
通过设置环保项目委托各州实施"从而建立合作
关系% 一般是*D<先确立项目需达到的环保目
标"然后各州提出具体的实施计划#简称=-D$ "并
由*D<审批% 项目一旦通过审批"*D<就会全方
位提供各类支持"如技术支持(经费援助(能力建
设"也会提出需要最终完成的环境目标% 各分中
心会全程监督各州项目的实施"包括开展进度(

最终效果(经费使用等% *D<以及各个分中心主
要使用经济手段促进各州政府积极解决各类环境
难点(热点问题"尤其是通过经费分配对各州进行
激励%

在水环境监测方面"*D<拥有许多环境分析
实验室"包括直属实验室及各区域部门实验室"它
们的主要职责是相关标准的制定(法律法规的出台
实施(新监测技术的研究和推进(监测数据的质量

管理和监督(各类业务技术指导(解决分析疑难问
题(新监测分析方法的验证等% 各州政府所属的环
保局也会成立自己的环境分析实验室"主要从事部
分本地区的常规任务及突发污染应急监测任务%

而绝大部分样品采集及分析任务是委托给第三方
环境工程单位及环境分析实验室"政府购买服务行
为也促使了美国第三方环保机构的蓬勃发展%

在美国"任何单位甚至个人都可以成立商业分
析实验室"只要有固定的场所(满足分析方法要求
的仪器设备(有资质的分析人员和完整的运行体系
文件"通过相关认证机构的认可就可开展相关的监
测业务活动% 看似轻松的准入"其实竞争激烈"而
环保系统对检测机构的管理却非常严格"需要拿到
联邦或州颁发的认证证书"这样的认证既有以部门
区分的"又有以项目区分的% 甚至同一部门因为需
求不同"也会要求不同的认证体系"以美国国防部
为例"其陆(海(空三军因为工作性质不同"就对其
委托的环境监测实验室要求不同的章程和认证程
序% 在环境监测第三方认证时充分考虑到了水(气
等环境要素中污染物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这在我国
目前尚存在不足%

.E25完善的标准体系是保障水环境质量的关键
美国排放标准主要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根据不

同工业行业的生产工艺(特征污染物排放水平(处
理技术等因素确定各种污染物标准限值% 一般分
为三类*一是直接排放源执行的排放标准"主要按
照各类污染物的特性及不同的控制技术"对已有污
染源(新污染源分别规定了排放标准% 二是公共处
理设施执行的排放标准"该排放标准在1清洁水
法2提出后"要求已经运行的公共处理设施必须在
4年内达到*D<制定的二级处理水平的排放限值"

新开工建设的则必须达标后才能运行)三是间接排
放源#指企业的污染物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不
直接排入环境的行为$执行预处理排放标准"该排
放标准分为现有污染源的预处理标准#D=*=$和新
污染源的预处理标准#D=9=$"其目的是保护公共
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并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的
排放行为% 如美国水处理公司的标准限值就不仅
包含必须达到的*D<规定标准"还有工艺最佳处
理效率时能达到的标准%

同时"美国国会对于水质标准也在不断修订更
新"./08年美国国会就对1清洁水法2进行了修订"

完善了直接采用水质标准来防止有毒有害污染物
!44!

第0卷5第1期 申剑等E美国地表水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23.7年0月



对水体的污染"保障了各种水用途所需水体的水质
质量% 同时针对水质标准不能达标的相关点源"出
台实施&个案控制策略' #&S#$S_S$I"̂TV#&YV̂%&Y"&LJ

PSL%'$% 这样"*D<规定的水质标准就包括6 个部
分内容*一是水体用途指定# I%L$L%SP#"&SV#%$"赋
予了州政府在制定水体用途(采取控制措施上的权
力"体现出水体需要标准的差异性"从而有利于保
障水质的不同用途)二是建立不同的水质基准
#K"&LYaI"̂S&\TYS&LYS"$"该工作由各州实施(*D<审
查"目的在于使水质保持在原有水平"不会恶化)三
是制定水质达标计划#"#&S$LPY"$"&SV# [V̂ST\$"包括
建设方案(预防措施(执法行为(监督监测等%

.E65充分的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是保障水环境质
量的枢纽

在美国"*D<建立了多尺度(多目的的数据整
合及环境监测信息平台% 依据美国的1清洁水法2

#cW<$"美国各级环保机构及组织监测(采集了大
量的水环境监测数据"包括湖泊(河流(溪水(湿地(

湾区(河口(近岸水域等% 为管理水质进行数据"

.//0!2338年"*D<为合作部门建立了分布式数
据库#=',b*'$"合作部门将数据副本按照一定格
式发给*D<% 为方便*D<和各州水质进行数据交
换"美国在分布式数据库# =',b*'$的基础上开发
了水质交换网络#Wl<$平台"各州的水质监测数
据以一个标准格式通过Wl<平台映射到*D<实
现数据交换和共享%

美国水质监测数据通过互联网门户网站
#KKKEK"&LYaI"̂̂&\$"$&EI%$公开发布+6,

% 不管是官
方还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数据及部分环
境科研成果全部公开"甚至连每一条数据来源属性
都一清二楚% 各州每两年1 月. 日前向环保署提
供2份报告"汇报清洁水法中水质监测结果"包括
1国家水质清单报告2和1受到胁迫和损害水体清
单报告2% 由于美国水质监测数据信息公开程度
较高"为实际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一方面公众可以
通过*D<网站访问了解相关信息+1,

"为公众生活
提供服务% 通过查询"可以获取水质监测数据外"

还可以查询到采样人员(时间(地点(目的及过程等
信息% 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共享有利于合作伙伴使用
水质数据"为管理(科研提供依据% 以美国国家水文
数据集9>X为例*由于汇拢了水文(水质(气象(集
水区(径流分支区等环境信息"将其应用于渔业管
理(水文建模(环境管理(制图(应急响应等领域%

25对中国水环境监测体系的启示
2E.5加强水环境质量监测的立法工作

近些年来"我国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各
类法规之间没有关联性和兼容性% 以1环境保护
法2

+4,

1水污染防治法2

+7,

1水法2

+8,为例"1环境保
护法2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环境监测规范"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规划环境质量监
测站#点$的设置"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对
环境监测的管理)1水污染防治法2第二十五条规
定"国家建立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制度%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水环境
质量监测规范"统一发布国家水环境状况信息"会
同国务院水行政等部门组织监测网络)而1水污染
防治法2第三十二条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水功能
区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功能区的水质未达到水域
使用功能对水质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
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
报% 这几部法律之间没有清晰的主次关系"缺乏相
应的兼容性补充条款% 各个部门因为工作的侧重
点不同"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分别按照各自的需求建
立自己的监测网络并开展监测工作% 此外还有海
洋(地震(气象等部门按照1海洋环境保护法2 1地
震监测管理条例2 1气象法2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开展本部门的环境监测与管理活动% 法律上的
职责和权利不明确造成了目前监测网络的既重复
交叉又各自为政的局面% 因此"建议对各部法律之
间模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内容作出详细解释或补
充说明"使各部门之间能够清晰职责"相互补充%

2E25进一步完善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
美国1清洁水法2规定"实现基于技术的排放

限值是对点源排放控制的最基本要求"并通过&国
家污染物排放消除制度' #9DX*=$予以落实% 联
邦规定所有排入环境水体的污染源必须要获得由
联邦或州颁发的9DX*= 排污许可证"并严格遵守
排污许可证上规定的所有条款"否则便是违法的%

9DX*=排污许可证制度具体包括特征污染物监测
方案(污染物排放限值(达标判别方法(原始记录及
监测报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以及污染源监督检查
等各方面的规定% 中国可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
上"实行水污染排放&一企一证'"综合管理"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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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许可建设成水污染源环境管理核心制度% 进一
步整合衔接现行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优化行政许可"实行排污许可&一证式-X'管
理"将排污许可建设成为固定点源的核心监督管理
制度"形成体系完整(权责明晰(监管到位的污染源
管理新模式"提升环境综合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促进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2E65建立以水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水环境管理制度
体系

目前"我国&水十条'已经颁布"建议各级政府
将水质持续改善作为水环境管理的最终目标"建立
和完善配套的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 如在我国的
水环境保护相关法规中增加优良水质保持的定性
表述和具体指标"并在水质标准体系中增加相关的
规定"严格控制优良水质退化或恶化的情况发生%

制定水质生态红线"所有污染源的排放必须保证总
体水质目标的实现"对污染源的控制需要综合考
虑"将基于技术水平和基于水质目标的排放标准有
机结合+0,

% 在水质不达标区域"鼓励当地政府制
定地方控制标准"进一步提高污染源排放标准%

2E15进一步加大监测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力度
监测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因为技术手段等

原因"不能较好地做到数据共享"变相削弱了公众
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使公众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尽
管国内的各个部门已经相继建立了水质监测数据
库"但是很多水环境管理工作中所必需的监测数据
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和数据库中"而且大部分科研项
目中所产生的监测数据并没有被整合"其利用价值
也大打折扣"以上都造成了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
查询(使用困难重重+/,

% 建议在监测数据管理方
面学习美国的做法"建立全国统一的水质监测数据
库"将各类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进行汇总整理"使
其能够在本国的水环境质量评价(基准)标准制定(

受损水体修复和科研项目等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因此建立统一数据库是破解目前各部门之间

的数据共享层层阻隔的有效途径"而且监测数据的
管理和利用必须落实到法律层面"使该项工作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

2E45修订更适合我国的水环境质量监测指标
目前美国的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已经上升到

水生态高度"而且标准非常接地气"&鱼可钓(水可
游(鱼可吃'% 因此在中国水环境保护工作对化学
指标的控制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生
态指标"水生态指标的确立不但可以推进国内的水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生态功能恢复"而且也是考
量中国水环境保护工作最直接(最明显(最易被大
众接受的指标%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美国目前所面
临的水环境问题与中国相比是有所区别的"这与美
国目前的工业(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有很大关
系% 这些差别包括污染源类型(排放形式及强度"

因此水环境质量监测的化学指标要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和监测目的进行合理制定"而水生态(水生
生物的监测则可以在借鉴美国和试点监测的现有
成果基础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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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万方数据H数字化期刊群(中国核心期

刊#遴选$数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凡被本刊录用的稿件将同时通过因特网进行网络出版或提供信息服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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