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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的内容是环境管理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被无限开采,从

而导致了各种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监测工作也因此压力剧增。现阶段,我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还存在

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完善,进一步提高环境监测水平,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基于此,本文对环境监测全

过程质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改进对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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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al resources are mined indefinitely, leading to va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has increased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work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management need to 

be improved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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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管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1.1质量管理及监测水平不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快速推进了

城市化,这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

环境污染问题。目前,许多环境监测部门

仍采用传统的监测手段,这就导致整体

监测水平不高,从而对环境监测质量管

理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严重影响。部分监

测部门没有及时引进先进的监测设备,

所获得的的监测数据不够准确。目前,

许多监测部门过分重视环境监测结果报

告,不重视环境监测过程,也会严重影响

监测结果的准确性,甚至会导致环境监

测质量管理水平整体降低。 

1.2缺乏健全完善的监测制度 

环境监测工作具有整体性。想要做

好环境监测工作,就要保证各个部门之

间工作的协调性,保证其中每个环节的

工作效率,才能依据完善的监测制度,从

整体上提升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水平。

目前,许多监测部门没有完善的监测制

度和体系,这严重影响了监测结果。因为

监测体系不完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敷

衍了事,形式化。此外,监测制度和环境

监测全过程质量管理工作脱节,工作人

员缺乏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意识。 

1.3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滞后 

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行业都

引进了信息技术手段,但环境监测部门

因为没有足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无法

引进信息化建设。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渐

加重,目前的监测设备过于落后,无法满

足现代的工作需求。此外,工作人员缺乏

专业技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

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在进行环境监测

工作时,需要大量收集数据,但目前的设

备无法完整且安全地保留所有数据,这

也影响了环境监测工作的效率。 

2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改进对策 

2.1对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予以

高度重视 

做好质量管理工作可以有效提高监

测站的综合效益,领导需要做到以身作

则,组织全体员工参与到质量管理活动

之中,使其能够充分配合质量管理的各

项要求开展工作。要缔造良好的工作氛

围,使工作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质量管

理的重要性,使其能够明确质量目标,不

断发挥自身潜能。要将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人员身上,制定完善的制度,使工作人

员充满责任感,保证质量管理工作顺利

推进。 

2.2加强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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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环境监测操作更加规范,在

开展监测工作时,需要遵循相应的技术

要求,因此,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体系,

明确监测技术的操作规范,落实环境监

测的方法,对环境监测的标准进行改进

和优化,确保各项监测活动顺利开展。要

明确监测的环境,确定环境监测的条件

满足工作需求,使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

照相应的要求使用监测仪器,并做好仪

器的调试工作。要合理选择质量控制的

手段,明确质量控制的频次要求,确保质

量控制的评价结果指标可以为后续工作

提供参考依据。要严格按照监测技术的

要求开展质量控制,确保监测数据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2.3加强人员管理 

要全面保证环境监测人员的素质,

满足检测工作的要求,对环境监测的质

量进行合理控制。要确保人员配备齐全,

技术人员的比例符合要求,每一名人员

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解决问题。

要确保人员持证上岗,对其进行严格的

培训和考核,使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更

加丰富,提高其实际操作水平,使其具备

完善的质量管理意识。由于环境监测任

务日益增多,对于监测人员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需要进一步拓展监测的领域,在

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需保证检测人员具

备多元化的知识和技能,使其能够胜任

高强度工作,具备丰富的经验,解决在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2.4健全环境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并

保持其有效运行,是实验室质量管理的

核心,是贯彻质量管理、质量保证及国家

标准的关键。所有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申

请的生态环境项目资质都应该按照生态

环境监测十三大类重新申请资质,并重

新完善修订与之相适应实验室质量管理

体系。为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重点落实好几个方面：制度上确保体系

有效运行；人员上保证体系有效运行；

资源上保证体系有效运行；因地制宜,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体系有效运行,将质

量管理及质量监督的制定和实施具体

化、可操作化、评价量化,在数据真、准、

全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管理,真正做到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提升、质量管理体系

高效运行。 

2.5建立环境监测体系内部质量监

督制度。 

在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内部建立生态

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内审及管理评审制

度,通过系统内部交叉内审及管理评审

的方式来强化运行监管。垂改后各生态

环境监测系统从上到下是一个统一整体,

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建立及全国统

一的监测质量体系,建立系统内体系运

行监管制度,利用内审和管理评审的结

果参与绩效考核,真正发挥内审和管理

评审成为自觉监督作用,促进质量体系

良性高效运行。 

2.6规范技术培训制度,加强高级人

才队伍的规划和建设 

全面完善规范技术培训制度。建立

高端人员培训和处理机制,实施职前和

岗位基础培训,不断提高环境监测人员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完善监测机构 高

管理者、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等关

键岗位人员定期培训制度,确保关键技

术人才持续了解 新监测核心技术动

向,实时掌握环境监测领域 新监测方

法；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编制标

准研究,支持多元化、社会化、开放式

人才培养与使用模式,实施具体的,相

关的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培养一批有机

物污染监测、生态遥感监测、环境污染

应急监测以及监测综合分析等专业技

术人才；利用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等资

源,建立专业的科研和实训基地,强化

环境监测专业高精尖技术推广,培养环

境监测领域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促

进人才建设专业化,努力打造一只技术

先进、数量充足且结构科学的专业化环

境监测结构。 

2.7对环境监测网络体系进行优化 

要及时对环境监测网络体系进行改

进,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提高环

境监测的质量,使其网络系更加完善。由

于工作人员并不完全了解网络体系的构

建,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体系的构建对

于环境监测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

要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大投入力度,

使用更加先进的设备。要确保环境监测

人员掌握扎实的计算机系统操作流程,

使其能够感受到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工

作质量的改进。要将先进的技术与传统

的工作方式有机结合,这样就可以保证

环境监测工作顺利开展,使数据能够在

第一时间内得到收集。 

3 结束语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是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生命线。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抓

住全面深化改革契机,面临新的挑战,全

面建立环境监测质量保障责任体系,破

解现有监测体系发展瓶颈,健全环境监

测质量管理制度,创新监测体系管理模

式,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

惩戒机制,建成独立高效权威的环境监

测体系。全面提升各级监测机构的监测

能力,增强实验室监测技术水平和监测

监管水平,提高实验室的市场竞争能力,

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更加全面、准确、

客观、真实的数据,更好地服务政府、服

务环境管理、环境规划、污染防治等环

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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