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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mo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alyze how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application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it proposes improvement paths. It i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ich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level and application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e should start from multiple 
aspects, and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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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为探讨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的促进作用，分析如何提升环境检测的技术水平和应用效率，以推动环境治理能力的提
升。论文通过文献综述、实地调研等方法，对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国内外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提出提升路径。研究发现，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效监测环境污染状况，为环境治理
提供科学依据。然而，中国环境检测技术水平和应用效率仍有待提高，为提升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应从多方面
入手，有望实现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的高效应用，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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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检测作为环境保

护和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日益凸显。环境检测技术能够

实时、准确地监测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为环境治理提供科

学依据。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工作，加大了

环境检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然而，当前中国环境检测

技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检测设备精度不高、检测方法不

够完善、检测数据共享程度低等，这些问题制约了环境检测

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环境检测对环境治理的

促进作用及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环境检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

2.1 为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2.1.1 通过检测数据了解环境质量状况
环境检测通过对空气、水质、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监测，

可以实时获取环境质量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相关人员全面

了解环境状况，识别污染源，评估污染程度，为环境治理提

供直观、可靠的依据。

2.1.2 为制定环境治理目标和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治理目标和方案至关

重要。环境检测数据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帮助制

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治理目标和方案 [1]。例如，根据空气质量

监测数据，可以确定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和污染物，从

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工作。



2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12 期·2024 年 12 月

2.2 监测环境变化，评估治理效果

2.2.1 实时监测环境参数的变化
通过安装各类监测设备，如空气质量监测仪、水质监

测仪、土壤监测仪等，可以实时获取空气、水质、土壤等环

境参数的实时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相关人员全面了解环境

状况，及时发现环境问题，为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2]。例

如，空气质量监测仪可以实时监测PM2.5、PM10 等污染物浓度，

为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数据支持。

2.2.2 对环境治理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
在实施环境治理措施后，通过环境检测可评估治理效果，

为后续治理工作提供参考。例如，通过对污水处理厂出水水

质进行监测，评估污水处理效果，确保出水水质达到排放标准。

通过噪声监测设备，监测噪声治理措施实施后的噪声水平，

评估治理效果。对修复后的土壤进行监测，评估土壤修复效果，

确保土壤质量达到预期目标。通过监测大气污染物浓度，评

估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效果，为后续治理工作提供依据。

2.3 发现环境问题，推动治理工作的开展

2.3.1 及时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
环境检测通过对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监测，

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例如，通过监测空气质量，

可以发现某些地区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通过监测水

质，可以发现某些水体受到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污染。这

些潜在的环境问题如果不及时被发现，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环境检测在及时发现潜在环

境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3.2 为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提供依据
环境检测不仅能够发现环境问题，还能为针对性的治

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污染源、污染程度、污染范围

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治理

方案。例如，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可以采取控制工业排放、

加强机动车尾气治理等措施；针对水污染问题，可以采取加

强污水处理、推广节水技术等措施。这些治理措施的实施，

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

3 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环境检测技术不足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环境检测技术水平存在一定差

距，部分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难以满足日益复杂

的环境监测需求。目前，中国环境检测方法主要以化学分析

为主，缺乏对生物、物理、生态等多学科交叉的检测技术，

导致监测结果不够全面。部分检测设备精度不足，导致监测

数据存在误差，影响环境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先进

的环境检测设备和技术往往价格昂贵，使得大部分环境监测

机构难以承担，影响环境监测工作的全面开展。

3.2 环境检测体系不完善
中国环境监测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缺乏对环境监

测工作的系统规范，导致环境监测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中国

环境监测网络覆盖范围有限，部分区域监测能力不足，难以

满足环境治理需求 [3]。环境监测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和大

量高素质技术人才，但目前中国监测资金投入不足，监测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制约了

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

3.3 环境检测数据质量不高
环境检测过程中，部分检测人员对检测点位的选择和

布设不够科学，导致数据采集不全面，无法准确反映环境状

况。部分检测机构在数据处理与分析方面能力不足，无法对

检测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解读，导致数据质量不高。

3.4 环境检测与环境治理协同不足
环境检测机构与环保部门、环境治理企业等相关部门

的职能存在交叉，导致协同工作难度加大。环境检测数据与

治理信息未能实现有效共享，导致环境治理工作缺乏数据支

持。环境检测与治理工作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工作推

进缓慢，治理效果不佳。

4 环境检测对环境治理的提升路径

4.1 加强环境检测技术创新

4.1.1 投入研发资源，推动检测技术的进步
加大政府和企业对环境检测技术研发的投入，设立专

项资金，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

建立环境检测技术研发平台，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实验条

件和设备支持，提高研发效率 [4]。加强与国际先进技术的交

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环境检测技术，提升中国环境检

测技术的整体水平。

4.1.2 鼓励跨学科合作，促进新技术的应用
打破学科壁垒，鼓励环境科学、化学、生物、物理等

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环境检测技术。加强高

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

应用，提高环境检测技术的实用性和可靠性。举办跨学科研

讨会、论坛等活动，促进环境检测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探讨新技术、新方法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4.2 完善环境检测体系

4.2.1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针对当前环境检测领域存在的法律空白和不足，应加

快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环境检测的法律地位、职

责、程序和法律责任，确保环境检测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制定科学、合理、

统一的环境检测标准体系，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

标准、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等，为环境检测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加大对环境检测标准的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检测人

员对标准的认识和应用能力。同时，加强对标准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确保标准得到有效执行。

4.2.2 加强检测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严格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制度，对检测机构的硬件设施、

人员素质、检测能力等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检测机构具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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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技术水平和信誉。加大对检测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其

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鼓

励和支持检测机构对人员的培养，提高检测机构的竞争力和

服务水平。加强对市场的监管，防止出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现象。对检测机构实施信用评价，将信用评价结果与检测机

构的资质认定、业务开展等方面挂钩，促进检测机构诚信经

营。鼓励检测机构之间开展技术交流、资源共享和联合检测，

提高检测水平和服务能力。

4.3 提高环境检测数据质量

4.3.1 加强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的规范性
建立健全环境监测数据采集标准，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对监测设备进行定期校准和维护，确保其准确性

和稳定性。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筛选和整合，去除

错误、不一致性和冗余信息。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如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提取有价值的信

息 [5]。建立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对监测数据的质量进行定

期评估。对数据质量不达标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确保数据质量。将环境监测数据应用于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

如政策制定、执法监管、污染源治理等。通过数据驱动，提高

环境治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制定环境监测数据标准，统一数

据格式、编码和传输方式。推动数据标准化工作，提高数据交

换和共享的便利性。在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过程中，严格遵

守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确保数据安全。

4.3.2 建立数据质量控制和审核机制
根据国家相关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地方实际情

况，制定详细的数据质量标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对监测设备进行定期校准和维护，确保设备运行稳定，

减少人为误差。同时，对设备的关键质控指标进行实时监控，

确保数据采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建立数据审核制度，对监

测数据进行多级审核，包括现场核查、实验室内部审核和上

级部门审核，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构建数据质量控

制体系，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分析等环节，

确保数据质量的全过程控制 [6]。特殊情况下可以邀请业内专

家对监测数据进行评估，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对数据质量进

行监督，提高数据审核的权威性。推动监测数据在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企业等之间的共享，促进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

为环境治理提供有力支持。

4.4 加强环境检测与环境治理的协同作用

4.4.1 促进检测部门与治理部门的沟通与合作
检测部门与治理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环境

监测数据、污染源信息、执法检查结果等信息的实时共享，

确保双方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能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工

作效率。

4.4.2 实现检测数据与治理措施的有效衔接
完善环境监测网络，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善的环境

监测网络，包括大气、水、土壤、噪声等多个领域，确保监

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根据监测数据，针对不同污染

源和污染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确保治理效果。

将监测数据与执法监管相结合，对超标排放、违法排污等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提高环境治理的执行力。鼓励企业、科研

机构等开展环境治理技术创新，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

本。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公众对环境监测和治理工作的认知，

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良好氛

围。对环境治理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及时调整和

优化治理策略，确保环境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加强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在环境监测和治理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5 结语

环境检测技术能够实时、准确地监测环境中的污染物

浓度，为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环境治

理政策。环境检测技术能够及时发现环境污染问题，为环境

治理提供预警，有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环境检测技术的

发展推动环境治理技术的创新，有助于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然而，中国环境检测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检测设备精度不高、检测方法不够完善、检测数据共享程度

低等。通过提高环境检测设备精度、完善环境检测方法、加

强环境检测数据共享、推动环境检测技术创新和加强环境检

测人才培养等途径，可以有效提升环境检测对环境治理的促

进作用，为中国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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