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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是随着环境污染的形成而产生的,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而发展。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

基础,环境监测不仅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环境决策的重要依据。当前,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物

排放引起的健康问题,还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环

境问题的复杂性,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环境保护是减少或避免生态系

统破坏的最终目标。对于环境监测目前简单的理化指标和生物指标监测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生态环境监

测可以弥补传统环境监测的不足。总体而言,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保护的前提、生态管理的基础、生态

法规的基础。因此,生态环境监测不容忽视,每一项工作措施都必须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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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produc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evelop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At pres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ot only include health problems caused 

by pollutant emissions, but also include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bal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This urges people to re-examine the complexit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use 

new ideas and methods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esse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reducing or avoiding ecosystem damage.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current 

simpl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and biological indicators have great limitation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enerally 

speak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the premis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refo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an 

not be ignored, and every work measure must be car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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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对环境问题及

其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环境问题

不再局限于污染物排放引起的健康问题,

还包括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问

题。人们开始意识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需要动态监测和控制生态环境的演变趋

势、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因此,环境监测

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逐步得到推广。

一般的城市环境质量监测不同于工农业

污染源的监测。主要监测大面积生态破

坏情况,真实、全面地反映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和破坏程度。它是环境监测的发展

和延伸。在监测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专

业知识和学科知识,更准确地监测大面

积生态环境,为恢复生态环境提供重要

技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

伐的加快和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

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们 为关心

的话题。为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保护和改善环境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同时,要针对环境问题建立先

进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环境监测未来

的发展趋势必将向生态环境监测方向

来发展。 

1 生态环境监测概述 

1.1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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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炳伟先生在

文章中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应

该包括污染和其他各种环境问题,不能

单独解释。刘昌明、沈国芳等院士对生

态环境一词的解释是：所谓生态,就是与

生物的关系的总称,它以群体的形式存

在,而环境属于客体。生态环境所解释的

自然环境并不包括所有的环境问题,所

以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就是环境。 

1.2环境监测 

所谓环境监测,是指正确运用生物、

化学、物理等一系列现代科技手段,对三

种污染因子进行连续或间歇性的现场调

查,进而准确判断环境质量问题。 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监测的范围已

经发展到许多方面,包括工业污染源的

检测和生态环境的检测,从而将检测对

象从狭义的环境污染因子扩大到生态变

化和生物监测。主要目的是及时、准确、

全面地展示环境质量,为污染源控制、环

境管理和规划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1.3生态环境监测 

由于目前对生态环境监测的概念存

在诸多反对意见,本文选取一个观点进

行讨论。所谓生态环境监测,就是对生态

系统各个层面的生物监测。其主要功能

是监测和评价生态系统中自然和人类变

化的相关反应,包括地球物理化学监测

和生态监测。具体来说,生态环境监测是

指利用生命系统和与生命系统相关的系

统变化来监测环境质量和变化。 

1.4生态环境监测与环境监测的

联系 

环境监测作为研究和检测环境质量

的重要手段,是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手

段。生态环境监测利用各种技术检测手

段和生命系统对自然和人类行为的评价,

进而分析总结两者对环境的危害、影响

及相应的变化规律,从而为环境质量的

控制、评价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 生态环境监测的现状分析 

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

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为主要特征

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世界不得不面

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特征的

第一代环境问题与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

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局

面。目前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局部改善、

整体恶化的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2.1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在我国环境监测中,对自然生态环

境的破坏和恶化的监测,与环境污染的

监测相比,还比较滞后。我国环境污染主

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

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目前,我国部

分地区的污染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

制和治理,但总体污染水平仍然较高,而

且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

生活垃圾在不断增加。呈每年10%的速度

递增。很多城市因为垃圾处理不及时,

深受“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同时,

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水源污染和土壤污

染,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造成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布局不

当和治理不力造成的工业污染等等,使

农村污染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

问题。 

2.2水土流失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 严重的国

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

蚀、风蚀和冻融侵蚀分布广泛,部分地区

出现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随着城

市化和工矿的发展,地表扰动和植被破

坏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根据第二次

全国水土流失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全

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当

前,水土流失已成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

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

重危害。 

2.3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的不合

理开采、环境污染,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也十分严重。目前已灭绝约200种,估

计有约5000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约占

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20%,脊椎动物398

种处于濒危状态,约占我国脊椎动物总

数的7.7%。 

3 生态环境监测问题的解决

方案 

3.1把生态环境监测做为工作重点 

环境监测站承担的环境生态质量日

常监测、生态环境管理污染源的监督性

监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生态环境监

测、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监测等任务十

分繁重。在确保任务完成的同时,要高度

重视生态监测质量。确保质量管理应贯

穿于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各个环节,从

监测方案制定、环境监测点分布、现场

取样、样品制备、分析检测、数据评价

与综合报告、数据传输等环节。 

3.2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体系 

环境生态监测质量管理归根结底就

是监测质量体系文件的建立、持续改进

和严格执行。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按照质量体系要求,全方位、全过程、全

过程、全要素开展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实现环境生态标准化运行监测,不断提

高生态环境监测质量。 

3.3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能力

建设 

大力加强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

做好环境生态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储备,

以项目实施带动能力建设,提高环境生

态监测技术装备水平。推进监测设备和

技术体系现代化,构建先进的环境生态

监测技术体系,实现环境监测由“粗放”

向“精准”转变。要加强环境监测仪器

研究,加快监测仪器国产化,做好仪器设

备选型工作,制定科学的设备配置方案,

选择适合实际工作的仪器设备。 

3.4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要进一步优化网络结构,建立符合

我国国情、与国际环境监测接轨的环境

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增强环境生态监测

综合实力。在科学优化的基础上,建立健

全国家环境监测网络、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近海水域环境监测网络、长江、淮

河等主要流域、区域应急环境监测中心

网络和全球环境监测网络。系统(GEMS)

中国网等,形成以中国环境监测站为主

导的国家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中心体系,

为国家、区域和流域环境管理提供针对

性、形式多样的监测报告。逐步开展区

域环境生态质量预测预报工作。 

3.5合理应用环境监测技术 

随着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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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监测、评价和预警的要求越来越

高,任务也越来越重。生态环境的检测与

评价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作,在监

测过程中受到气候变化、环境周期性变

化、动植物生长生存规律等诸多方面的

干扰。传统的环境监测主要依靠监测人

员借助仪器进行人工现场监测,定期检

测环境的变化。除仪器外主要用肉眼观

察。这种监测方式难以为人类生存所用,

因此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生态环

境监测。目前应用 广泛的技术是3S技

术,主要包括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

(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将这些先

进的环境技术应用到生态环境领域,对

于促进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3.5.1 RS技术的应用 

RS技术主要利用卫星监测监测范围

内各种物体的电磁波信息变化。经过分

析,得到对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然后对

信息进行整理反馈。该技术的应用可以

实现高空扫描和拍摄物体。它具有信息

采集速度快、精度高的特点,遥感对象多,

如森林覆盖率、空气污染指数、植被生

长和温度闭环等。例如,如果应用该技术

在对某片森林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时,

可以根据监测的森林覆盖面积是否减少,

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处理和预防来判断

其是否受到破坏。通过对气温状态的监

测,判断是否会发生自然灾害以及自然

灾害的类型,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

措施。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可以第一时间

进行救援。目前,RS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

环境检测,有效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提

高了生态环境监测水平。 

3.5.2 GPS技术的应用 

GPS具有高精度、全天候的实时定位

导航能力,可以为遥感实况数据提供空

间坐标,从而建立实况数据库,并利用图

像在图像中显示平台和传感器的位置和

观测情况图形数据库。环境监测GPS技术

是一种新兴的监测技术。在生态环境领

域,GPS与PS技术的区别在于,它可以实

时动态地监测被监测对象的状况。例如,

我们可以应用这项技术来监测一个现代

城市的汽车数量,并推断出这个城市的

汽车尾气排放量。很多大中城市目前之

所以限制交通,其实就是为了利用这项

技术来减少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量。在

排放量被监测并超过相关标准后,作为

后的手段施加限制。 

3.5.3 GIS技术的应用 

GIS技术是一个计算机化的空间信

息输入、存储管理、分析应用和结果输

出的系统。它是目前 大的地理信息数

据库之一。除了数据库的基本功能外,

还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和辅助决策功能,

可服务于宏观决策管理,实现快速准确

的空间分析和动态监测研究。该技术在

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主要是因为它拥

有丰富的地理信息数据。根据该技术监

测人员可以分析监测区域的地理信息特

征,有助于生态发展规划和地理资源管

理以及灾害预测,预警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复杂,GIS技术

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 

4 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资源、环

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加强环境监测技术

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科学合

理地评价生态环境质量,提出合理的保

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生态环境建

设和环境监测工作。目前,我国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还不够完善。要根据具体生态

环境和具体环境的特点,制定适合我国

的环境监测项目,改进监测技术和监测

流程等,进一步提高监测的准确性,促进

环境监测的应用。生态环境领域监测是

实现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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