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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监测是构成现代化环保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将环保信息进行数据量化管

理,也能有效地针对不同污染影响因素,形成明确的监测技术条件,为生态化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基础的保

障条件。为了更好地保证此项技术的发展,需从基本目标与特征入手,形成理论性支撑,以此来保证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执行基础的稳定,为技术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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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环境监测的特征,目标

及体系 

1.1特征 

生态环境监测可以表现出生产性、

综合性、连续性、追踪性的技术特征。

其中生产性的内容,主要指环境监测工

作中所产生的数据信息；综合性特征下,

需要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生态等学

科的理论知识,对环境信息进行解释,

以此保证数据分析的有效性与指导性；

连续性,要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长期处

于监测状态,并以大量数据资料作为基

础,形成数据规律,客观地展示环境信

息；追踪性主要体现在对于环境的描述

上,并在针对某一环境信息进行技术采

集时,可根据其变化对监测数据进行全

方位地调用,以此保证技术性特征的全

面发挥。 

从政策性角度出发,环境监测工作

不仅是带有依法执行的强制性基础,也

是体现环境管理行为公正的基本条件,

在突出社会服务性的同时可以在科技信

息内容的指导下,形成更具针对性的优

势执行策略。 

1.2目标 

环境监测工作,由特定的组织机构

负责,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与设备仪器,

对区域范围内的环境执行相应的监督管

理工作,并将生成的环境信息进行数据

化整理,在综合对比与标准评估的内容

上,确定这一区域环境状态,并为后续环

保工作提供指导。 

环境监测工作需要保证准确、及时、

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具体监测目标

进行定位,并完成如下内容的监管：其一,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需根据规范性评价

标准,确定环境质量状态；其二,要以环

境中的污染分布问题为核心,定位污染

源坐标,并通过对污染源的实时监控,提

高污染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其三,通过监

测工作采集的数据信息,可以在长期积

累中,控制环境容量,并为预报性工作提

供数据参考；其四,环境监测工作的贯彻

落实,是维护生态环境健康状态、控制自

然资源开发状态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发

展进程中有着积极的保护作用。 

1.3体系 

我国的环境监测是从多方面下手的,

虽然起步较晚,早期对环境的治理监测

停留在人工测验,不定期抽查某个地区

或者某个点上,而融入了现代环境监测

技术以后,对环境的监测有所变化,从人

工监测发现到了实时自动监控,从某个

点变成大面积大范围的整体监控,有利

于对环境的整体分析把控,运用各种测

定技术,生态监测,生物技术,形成了一

个较为完整的生物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该监测系统技术规范,方法得当,是结合

了多年环保经验,实际考察所形成的系

统,通过这个系统,从多方面监测环境,

形成相应报告,使我国环境逐步得到改

善。为了保障人民用水安全和空气质量

环境达标,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生产生活

的环境监测,对垃圾废物应该有更科学

的处理方法,确保水、土壤和空气不受污

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人民生活安全。 

2 环保监测技术的问题探究 

环境监测是一个整體的系统,如果

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使整

个监测结果不准确。要严格把控每一个

环节全过程,就要实行严格的质量监控

管理,这不仅仅是要求监测设备在检定

期范围内,监测前进行校准,监测人员也

要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严格按照作

业指导书的要求进行现场采样,做好质

保措施,然后回来分析,出具实验报告等

环节。 

2.1采样的质量控制 

首先对监测断面的设置,要遵循尺

度范围的原则、信息量原则和经济性、

代表性、可控性及不断优化的原则。在

采样之前拟定好采样方案,综合考虑有

些项目是否要采平行样或者空白样。准

备好采用桶、固定剂、装各个项目要的

采样瓶和现场监测指标所用的仪器。现

场仪器首先要确保在质量检定有效期范

围内,在出发前要按相应操作规程对这

些仪器进行校准。对于采样人员,事先要

进行系统培训,掌握每个实验项目的特

性,是用玻璃瓶装样还是塑料瓶,是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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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存剂,加哪种保存剂,加保存剂的量

是多少这些都是要熟知的。只有事先熟

练掌握这些内容在现场采样才能有条不

紊的进行。在采样过程中规范采样,现场

监测指标要记录好,为保证采样的规范

性和样品的可朔性,可对采样分样过程

进行录像。 

2.2样品运输和贮存中的质量控制 

要加强样品运输的监管。水样采集

后,受生物因素、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的

影响,某些组分的浓度会发生变化。目前

水样的保存方法有两种,第一是冷藏或

冷冻,让样品在4摄氏度冷藏或将水样迅

速冷冻,贮存于暗处,可以抑制生物活动,

减缓物理挥发作用和化学反应速度；第

二是通过加入抑制剂、氧化剂、还原剂

等保存剂来保证样品不发生变化。水样

采集后,应尽快送到实验室分析。 

3 生态环境监测与环保技术的

应用发展 

3.1建立完整监测管理体系 

建立完整的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体系,

是保证环保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也是

深入开发监测技术应用价值的核心。在

具体管理工作中,需将生态环境监测管

理体系调整到 优化状态,才能使数据

资料的服务性得到 大开发,真正实现

监测数据的实用性价值。 制度建设是保

证整体管理体系的合理性的基础条件,

通过详细且带有指导性的制度内容,可

以对工作的执行提供相应的引导。同时,

通过持续地贯彻落实管理制度,也可以

在工作环境中形成行为习惯,使环境监

测的优势化管理模式,能够在实际应用

条件中得到具体体现,实现整体监测管

理工作的优化发展。而通过行之有效的

制度内容,也能弱化岗位人员的经验主

义,在平衡技术管理内容的同时,提高监

测工作的执行效率,使数据信息的价值

得到 大化的开发与应用。 

生态环境的监测,需要与地方实际

工作相对接,在保证监测制度与地方政

务环境相适应的同时,对监测工作中的

每一个细节与要点进行控制,以此保证

监测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并提升

监测工作的有效性,使其基本执行效果

得到保证。 

另外,对于成本的控制工作,也是监

测管理体系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

在现阶段的发展条件下,由于尚未形成

完整的市场化模式,因此,务必要控制生

态环境监控的管理方式,避免监测成本

的无意义扩大,保证环境监测工作的稳

定状态,在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下,更加有

效地服务于社会环保工作。 

3.2升级发展环境监测技术 

现代化技术手段,是提高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的基础,也是保证生态环境监

测效能的有效途径。在进行科技开发的

过程中,不仅要提高监测设备工具的专

业性,也要在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上加

强管理。例如,岗位人员对于环境监测设

备的使用、维修、数据整理等能力,都会

对监测数据应用造成影响,并成为制约

整体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需要通

过专业的岗位培训,使一线的生态环境

监测人员明确技术管理策略,并在保证

整体研发与应用有效对接的前提下,使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得到基本保障。 

4 结束语 

保护好环境 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

加强环境监测,时时掌握监测结果,分析

变化趋势才能对症下药。近年来,我国在

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综合来

看,要想保护环境,就要你有好的资自然

源,保护好植被,并运用现代先进环保技

术进行环境监测,明确环境治理的规律

和特点,对环境进行监测,才能够进一步

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卓,李涛.浅谈生态环境检

测及环保技术[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

计,2014,(34):1070. 

[2]周瑜.浅谈生态环境检测及环

保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

版),2016,(9):3982. 

[3]张传凤,李西荣,蔡高伟.浅谈生

态环境检测及GIS技术应用[J].工业

B,2015,(039):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