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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也属于改善人类生存环

境的重要方式。本文对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与分类进行阐述,从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展开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完善环境

监测质量管理体系、完善预防预警体系、建设生态监测网络系统、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力度等几个方面的措施。希望促进人们与生产环境的协

同化发展,并提出加强环境监测发展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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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各个

国家与地区面临的难题。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

也不断提高。所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污染监

测属于一项长期的工作,相关部门需要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不断加大

资金的投入量,并完善环境监测体系,进而提升环境保护的监测水平,保证

数据的实效性。在了解生态环境现状的同时,提出针对性较强的保护对策,

并且重视环境监测部门的建设工作,将其实际效用发挥到 大化。 

1 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1.1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 

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中,利用合理的环境监测手段十分重要。利用

先进的环境监测手段,对可能影响生态环境的因素进行评估,并对可能产

生影响的数据进行测定,并掌控当地的环境污染范围与污染程度。相关的

工作人员结合这些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数据,对后续可能发生的污染变

化情况进行预测。在开展环境预测工作的同时,基本的步骤有数据处理、布

点优化及市场调研等。为了从根本上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就要做引进

先进的环境监测技设备,并编制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方案,提升环境保护

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1.2环境监测的分类 

就环境监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各个部门可以结合监测的对象与部

门,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别：①结合监测对象的不同做好分类工作,主要

就是保护光照、生物、土壤以及大气环境等。此外,还包括对人们的健康

卫生环境与噪音的监测等。②结合监测不同的不同分类开展工作。通常情

况下,监测部门主要由气象监测部门、卫生监督部门与环境监测部门构成,

而这些部门主要都是对不同环境下的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监测,进而得到相

关的检查数据,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支持。③结合监测区域进行分

类,在开展监测工作的同时,主要就是针对于企业或是工厂进行污染情况

的监测,为了保证获得数据的真实性,一般分为区域监测与厂区监测。 

2 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2.1防治水污染问题 

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加强环境监测的力度,能够有效防治水污

染问题发生。主要的工作目标就是保证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质量,例如井水、

湖泊及水库等。从水环境的综合治理情况进行分析,相关部门需要做好水

质不达标地区的严格指工作。针对于水质优良的地区,不仅要保证现状,

还要做到 好,保证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对水体的水质进行监

测,得到相应的监测数据,直观的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了解到水污染

恶化的原因。例如,水体附近有哪些生活污染、工业生产源及生活污染等。

在对当地情况进行综合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综合环境治理方案。在实施

治理方案之后,利用监测设备进行监测,并得到准确的数据,对水体水质进

行判断。所以,环境监测在防治水污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2防治大气污染 

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加强环境监测的力度,能够有效防治大气

污染问题发生。由于大气污染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建设产生

直接的影响,其中影响空气环境质量的主要原因有：PM2.5、一氧化碳、二

氧化硫等。相关的工作人员通过测量空气中这些物质的含量,并结合数据

分析,得到AQI指数,开展对空气质量的评价工作。在依托于这些数据的基

础上,开展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对各个地区的各项指标变化进行实时的

监测,并且直观的了解到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发现空气质量变化的原因。

例如,如果某个地区的PM2.5数量激增,环境保护监测部门就需要对当地的

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不断强化对粉尘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打击环境保护

违法条例。因此,不断开展对检测设备的监测工作,能够为防治大气污染工

作提供基础依据。 

2.3防止水土污染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占地面积较广,但与此同时,受到污染的土壤数量

众多,还会增加防治难度。因此,在建立合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的同时,

不断提升土壤监测的内容与频率,进而不断扩大监测面积,并且开展土壤

抽样的检测活动,得到准确的数据。相关的工作人员通过科学化的使用分

析数据,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使人们都能够自觉的保护土壤环境,维护人

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3 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应用路径 

3.1完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为环保制法提供依据 

3.1.1在环境监测的过程中,监测质量属于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提

升环境监测的质量,主要就包括以下几部分的内容：①提升环境监测的

质量,例如,规范化员工的技术操作流程、提升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等。②

搭建健全的质量监督管控体系,对各级环境监测站的工作进行控制。各

级工作站在对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之后,可以将数据汇报到总站,并编制

长远的管控措施。③通过建立生态环境实验室的方式,对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实现对生态系统的全面控制工作,减少环

境污染的问题。 

3.1.2在我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还蕴藏许多方面的环境保护问题,也

造成了各方面的污染突发事件,环境违法的案件也经常发生。环境保护部门

针对于这些环境违法与环境污染的突发事件,有不能推卸的执法责任。如果

姑息这些问题,就可能会对社会及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此外,环境监测部

门的不作为,导致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法律武器的制裁,可能会加剧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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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通过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监测工作,主要就是为

执法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在开展对数据全面分析的同时,保证管理决策

的合理性,并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发生。通过不断降低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

治理的成本支出,推动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3.2完善预防预警体系,建设生态监测网络系统 

在开展环境监测日常工作的同时,可以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并且对突发性的污染事件进行处理,逐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从我

国相关部门颁布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通知中得知,各级各类的环

境监测数据系统需要实现交流与共享,并且将监测信息统一的发布出来。针

对于不同的地区,要结合当地的生态污染环境情况,明确环境监测技术的

需求,并且明确环保管理的要求,制定有效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总监测站

需要将各个地区的环境监测技术系统整合起来,如果某一个地区出现了紧

急的情况,就可以采用测管联动等模式,力求在 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通

过完善预警体系,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利用先进的信息化平台,分析环

境监测数据,对紧急情况进行及时的预警,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问

题。基于此,环境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不断强化

环境监察的管控力度,实行对各类污染源的控制。只有使用先进的仪器

设备,实行对污染工业企业的动态化追踪,并适当的增加检查的频率,才

能够杜绝污染问题发生。环境监测人员在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的基础上,

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例如数字化技术、互联网监督技术等,以实现对污染

问题的高质量管控。只有合理的利用监测仪器与设备,并逐步开展全方

位的监督工作,实行对各类数据的检测与控制工作,才能为环境监督工

作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例如使用卫星遥感技术,加强监督控制力度,并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3.3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力度,提升环境监测人员综合素质 

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政府部门都是出于绝对主

导地位的,并需要了解到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需要提升对

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仅将环境监测工作体现在思想层面,而是要从适

当的加大资金投入量入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立环境监测基金的形式,

为环境监测需要的资金提供支持,已达到完善各类监测实施的目标。此外,

通过设立监测奖金的形式,鼓励各个监测点能够创新环境监测技术,并对

环境监测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政府部门要将自

身的优势发挥出来,就要创新与完善各类环境监测的制度与政策,并且拓

宽环境监测行业的融资渠道,并将环境监测的价值凸显出来。也就是说,

各个部门在开展环境监测工作的同时,需要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并

且提升环境监测的工作质量。与此同时,在环境监测的同时,监测人员需要

身体力行的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环境监测人员,更

加有利于监测活动的开展,还能够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建设人

才队伍的同时,从提供多元化的福利与薪资待遇入手,进而调动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在完善奖惩制度的同时,激励各个部门的员

工,并对其工作行为进行约束。 后,环境监测部门也能够定期对环境监测

人员的培训活动,引导各个部门的人员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使其了解监

测技术,并提升环境监测队伍的技术水平。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生态文明的建设活动与人们的未来生活有直接的关系,生

态环境保护也是环境监测人员应尽的基本职责。通过环境监测活动,能够

直观的了解到生态环境的质量。但就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生态环境保护的

意识较弱,忽视了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因此,只有提升各级政府的重视程

度,并且完善环境监测体系,合理引入先进的监测技术,进而完善可持续的

发展计划,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稳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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