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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还原监测数据真实性的途径

安可珍!邹英杰
"潍坊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山东2潍坊21)$%0$$

摘2要"从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两方面分析了影响监测数据真实性的环节和误差产生来源#阐述了对比法"排除法"分段

检查法和重点检查法等监测数据分析方法& 对可疑的监测数据指出了分析思路和解决途径#对监测数据审核判定和正确

运用具有实际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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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国务院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 )$ UV*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环境监测数
据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环发 )1%$6* $/6 号%为保障
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0* #依法查处环境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提供执法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发)1%$6*6% 号%
中指出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

径
)'* !建立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

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以及气十条"水十
条"土十条的发布实施#都说明了我国环保工作进
入了新的时代&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制定管理

办法的技术支撑#是环境监督执法的依据#是企业
通过自测数据用于控制排污状况和评价处理设施

运行情况的手段#是公众对生存环境质量状况知情
权的需求#因此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至关重
要#真实的监测数据意义重大#如何评价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需要认真探讨的专业问题&

?@影响监测数据真实性的环节
按监测介质或对象分类#可分为水质监测"空

气和废气监测"土壤监测"固体废物监测"生物监
测"噪声和振动监测"电磁辐射监测"放射性监测"
热监测"光监测"卫生监测 $病原体"病毒"寄生虫
等%等&

对于不同监测对象#影响其数据真实性环节不
同#误差来源不同#解决办法各异&
$&$2现场采样和样品交接
$&$&$2样品采集与标识
$&$&$&$2影响样品采集环节

影响样品采集的因素有监测点位设置与实施"
气象条件"采样器具"采样设备"现场监测要求& 应
重点检查采样点位"监测项目"监测频次"采样操作
规范性& 环境空气监测依据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试行%- $ci))0(1%$' %和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dW'%(6(1%$1%布点原则和
要求#并且考虑城市现状"中长期规划及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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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确定监测点位数量"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误差产生环节! 监测点位设置的代表性应与

布点要求一致'采样口$头%有遮蔽"气流不畅通导
致监测结果不真实'采样设备运行检查与校准不到
位影响样品准确度'样品标识不规范易出错'等等&
$&$&$&12废气监测

依据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 $ci*?
'(/(1%%/%,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技术规范-$试行%$ci*?'/'(1%%/%,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
$ci*?$)$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W$)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W
$0660(('%等有关技术规范和监测任务要求而定&

误差产生环节! 采样孔位置不符合要求#尤其
是在采气流量不稳定时点位的设置更为重要#否则
会导致采气量不准确'无组织废气监测在风向发生
变化时应按照布点要求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现场
监测工况不符合任务要求导致监测数据代表性差'
检测仪器设备未校准导致监测数据有误差'未检查
仪器气密性导致采气量不准确'采样膜有破损导致
样品损失'样品标识"保存"运输"交接等环节应严
格检查&
$&$&$&'2水质监测

依据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
$ci0('(1%%(%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ci0(0(
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ci*?($(
1%%1%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 $ci$)0(
1%%0 % , 海 洋 监 测 规 范 第 $ 部 分(/ 部 分 -
$dW$/'/V&$(/ % ,近 岸 海 域 环 境 监 测 规 范 -
$ci001(1%%V%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
$ci)'%(1%$$%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技
术规范- $ci/'%(1%$0 %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增补版%等&

误差产生环节! 与监测全过程相比较#采样误
差远远大于分析误差#因此#采样点位置的选择"采
样过程规范性"采样容器的选择"样品保存剂的添
加"样品的标识"样品运输与交接等均应严格执行
方法和技术规范要求&

每次采样前应检查样品瓶的空白#依据,监测
计划-中监测项目抽取 $%`样品瓶$每个项目不得
少于 1 个%进行空白测试#若测定结果大于检出
限#应查找原因#若是由试剂引起#则更换试剂#若
是由样品瓶引起#则该批项目样品瓶须重新洗涤#直

至测试合格& 抽检记录应与其他原始记录一并存档&
$&$&$&02噪声监测

依据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 $ci)0%(
1%$1%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dW
$1'0V ( 1%%V%&

误差产生环节!布点位置不对或者偏离导致测
量数据代表性差'气象条件不符合规范要求'室外
采样不加防风罩'测量前后对噪声仪未用标准声源
校准'测量时间不符合昼夜时间要求'修正值计算
错误'等等&
$&$&12样品交接与运输

样品采集完成后#需要按照方法要求进行样品
标识"样品固定"及时运输与样品交接等&

误差产生环节!样品标识模糊"运输无避光措
施"无隔离和防震措施"交接时不规范产生张冠李
戴现象"现场未加固定剂等&
$&12实验室分析
$&1&$2方法选择

分析方法原则上首选国家"环境保护行业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如无上述标准#可采用 #h""美国
XZ4等其他等效分析方法#但应经过验证合格#其
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应能达到质控要求&

误差产生环节! 方法选择使用不当#尤其是低
含量的水样方法检出限这个指标很重要& 一是检
出限不符合要求#二是分析人员方法适应性检验不
合格#具体应注意!$$%接触新项目的任何分析人
员#需要进行方法适应性检验'$1%在更换设备和
试剂的两种情况下#必须按照要求重新完成方法适
应性检验'$'%只有当获得的检出限"精密度和准
确度等指标达到方法规定的要求后才能测定样品&
$&1&12质控措施的实施
$&1&1&$2实验室空白

每批样品至少测定一个实验室空白#测定结果
应小于该项目分析方法的检出限&
$&1&1&12精密度控制

除现场平行样外#可做平行样分析的项目#实
验室每批次随机抽取不少于 $%`的平行样#当批
样品数量少于 $% 个时#平行样不得少于 $ 个&

每批平行样合格率在 (%`以上#分析结果有
效'合格率在 /%` a(%`时#随机抽 '%`的样品进
行复查#复查结果与原结果总合格率达 (%`以上
时#结果有效'合格率在 6%` a/%`时#应复查
6%`的样品#累计合格率达 (%`以上时#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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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合格率 k6%`时#需重新取样分析'上报数据
时#按平行双样结果的均值计算&
$&1&1&'2准确度控制

实验室分析准确度可采用分析标准样品"自配
标准溶液或实验室内加标回收中的任意一种方法

来控制&
对已知浓度的标准样品或自配标准溶液进行

同步测定时#若标准样品测试结果超出保证值范
围#或自配标准溶液分析结果相对误差超出
r$%`#应查找原因#予以纠正&
加标时应控制加标量相当于待测组分浓度

%&6 a' 倍'当样品浓度低于检出限时#加标后的样
品浓度控制在 ' a6 倍检出限'当样品浓度较高时#
加标后的样品浓度应控制在校准曲线最高点的

(%`左右&
产生误差环节! 实验室分析时无任何质控措

施"质控措施不当$如质控样浓度与样品浓度差距
大%或质控措施不全$如只有精密度控制%#导致无
法正确判定分析过程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检查试
剂质量及有效期"曲线有效性检验"有效数据运用"
分析仪器性能检查等

)( U$$* &

B@常用监测数据还原方法
1&$2比对法

同一个监测点位的数据#可参考同期历史数据
分析变化情况'采取人员比对"方法比对"仪器比对
等措施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与高级别或同级别实
验室比对监测与分析的方法来提高数据真实性&
1&12排除法

审核数据后#首先判定无可疑环节#如实验室
分析环节中审核发现人员"分析方法"分析设备"环
境设施条件等都无问题#实验室空白合格#精密度
和准确度控制合格#记录信息真实全面#则该环节
可排除'再检查样品采集过程的点位设置合理性"
采样点位准确性"采样操作规范性"采样仪器的使
用与校准情况"样品标识"固定剂的使用"样品保存
与交接等#可通过查看现场录像"dZh 定位"拍照"
使用样品管理系统"监督记录"采样记录及询问参
加人员等方式来还原此过程的真实性&
1&'2分段检查法

根据数据产生环节和要求#分段检查和评价#
重点检查有问题和可疑环节直至找到问题#采取整
改措施#使得监测数据准确完整&

如对某企业锅炉废气进行监测#发现 ' 次测定
值平行性差#从打印条数据分析看出#第 ' 个样品
标况流量"采气量"尘重都与前 1 个有较大差异#经
对采样现场环节"锅炉运行工况记录"设施运行数
据记录"采样滤筒称量记录"恒温室温湿度记录等
环节逐项检查#最终发现问题发生在第 ' 个滤筒采
样环节#举杆操作人员长时间举托疲劳导致采样嘴
方向与烟气方向发生严重偏离#使结果作废#应重
新采样&
1&02重点核查法

在判定某些环节正确可信的前提下#针对不确
定环节分析原因#直至问题解决&

如 1%$) 年底潍坊站"青岛站"烟台站按照预定
比对方案完成某污水处理厂出口重金属项目比对

监测时#评价时发现重金属锌有 1 个监测站数据超
过实验室间评价标准 $锌质量浓度 k%&%6 >;*7#
精密度*0%`%& 经分析#可疑环节在实验室分析
中#因为采样"分装"固定"标识与样品交接都是在
现场完成#相同采样人员"相同采样设备和使用同
一批采样瓶#采样过程符合,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
术规范-$ci*?($(1%%1%& 经过实验室分析人员
查找原因#发现是仪器稳定性差造成的#仪器经调
试稳定后#重新上机分析#结果符合要求&

C@结论
$$%影响监测数据真实性的环节!主要是现场

监测"样品标识与固定"样品运输与交接"实验室分
析和数据处理& 严格执行各类监测技术规范和监
测分析方法是保证监测数据真实性的前提&

$1% 还原监测数据真实性途径!按照误差产生
的环节#采取不同的检查和验证方法#无可疑环节
时常用比对法"排除法"分段检查法#有可疑环节时
直接用重点检查法核实解决&

$'%还原监测数据真实性的证据!现场监测可
用现场录像"dZh 定位"拍照"样品管理系统"监督
记录"与采样人员交流和采样原始记录等分析判
定'实验室分析可检查质控措施的实施和考核情况
及分析原始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等#做到早
发现"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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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欧洲每年 EI 万未成年人死于空气污染 T-B Ê是罪魁祸首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 日报道#欧洲环保局发布最新报告称#尽管利用各种技术已让空气质量缓慢改善#但欧洲 0$ 个

国家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未成年人数仍然超过 6% 万&

从多个监控站收集到的数据表明#由于采取多项环境治理新技术#空气环境表现出鼓舞人心的改善迹象#比如#生活在

这些微颗粒物环境中的欧盟城市人口#在 1%$6 年为 V1`#比 1%$' 年的 V6`有所下降#但空气污染仍然是欧洲地区未成年

人死亡的最主要环境因素&

根据这一最新报告#因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导致的欧洲未成年人死亡人数#1%$' 年为 66 万人#1%$0 年约为

61 万人& 这些死亡人数中#V%`与细颗粒物即众所周知的 Z[1&6污染直接相关#这些直径低于 1&6 %>的细颗粒物能够进入

人的肺部和血管#威胁着人类生命& 1V 个欧盟成员国在 1%$0 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未成年人中#细微颗粒物导致死亡的比

例超过 /6`&

除了细微颗粒物#造成未成年人死亡的其他空气污染源还包括#排放到空气中的 3"1 以及汽车排放物引起的地面臭氧

层破坏&

欧盟负责环境"海洋事务及渔业的理事卡门诺+维拉表示#欧盟应该负起责任#解决欧洲国家面临的严重环境污染问

题#帮助各个成员国完成其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欧盟规定的最高标准的目标&
摘自 NNN&+-9Q&;GM&H. 1%$/ U$% U$)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BI?F'BIBI 年$,印发
确定 6V% 个优先控制单元#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近日联合印发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 1%$)(1%1% 年 %- $以下简称

,规划-%&

作为第五期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规划-立足我国水污染防治长期历史进程#以细化落实,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目标要求和任务措施为基本定位#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和水资源"水生态和水

环境.三水统筹/的系统思维#以控制单元为基础明确流域分区"分级"分类管理的差异化要求#为各地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

了指南&

,规划-落实.水十条/编制实施七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兼顾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西北诸河#将.水十

条/水质目标分解到各流域#明确了各流域污染防治重点方向和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重点#第一次形成覆盖

全国范围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在全国 $ /V0 个控制单元的基础上#,规划-筛选了 6V% 个优先控制单元#进一步细

分为 1V' 个水质改善型和 1(/ 个防止退化型单元#提出了优先控制单元主要防治任务#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

,规划-提出了工业污染防治"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流域水生态保护"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保障等 6

项重点任务#确定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建设"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水环境综合

治理等五大类项目#采用中央和省级项目储备库相互衔接"动态管理的方式推进实施& ,规划-要求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政策法规"健全市场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监督管理"弘扬生态文化等方面做好实施保障&

,规划-的出台对于促进.水十条/实施"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环境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 NNN&+-9Q&;GM&H. 1%$/ U$% U1)

(%/(

第 ( 卷2第 ) 期 2安可珍等&浅议还原监测数据真实性的途径 1%$/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