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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China is faced with severe pollutio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problems have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to solve problems. And the monitoring technology level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monitoring work quality has the inseparable internal connec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societ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void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survival b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stress,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is urg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management technology,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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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现状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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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在持续性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污
染问题，而近年来，对于污染问题的治理和防范，也成为了社会大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为了有效地提升环境污染监测以
及防控的能力，环境污染监测技术的提升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而监测技术水平与监测工作的完成质量之间具有密
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为了使得社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避免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中受到环境问题带来的胁迫，维持人类经济
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刻不容缓。论文主要是分析了环境质量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并
且就环境质量管理技术的发展和提升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不断提升中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水平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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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业

化产业急剧增加，而环境问题也成为了迫害人们身体健康，

阻碍经济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和发

展理念中，人们更加注重对于产业规模的扩大，遵循着先开

发后治理的发展原则，但是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多环境

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并且这些问题不可弥补。因此，在新的

发展时期中，必须要注重做好对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近年

来，通过不断对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进行研究，以及对环境

监测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中国已经构建起了关于环境污染

监测工作的科学体系，同时，也为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更

加准确的数据支持。但是，当前的环境污染监测的管理工作

中还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有效地提升环境监测管理的

水平，必须要找准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入点，才能切实的提升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水平。

2 环境检测的关键内容和特点概述

2.1 环境监测的关键内容
首先，在环境检测工作中需要注重对于监控点的设置，

环境质量与大气质量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想要确

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那么就必须要重视对于

污染监测点的布置，这样才能够保证监测效率的提升。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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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中，应该科学地分配不同的监控地点，为后续样本的

采集工作铺垫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当前，随着现代科技的飞

速发展，在监测过程中运用到的设备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如

果无法对监控地区的温度和湿度等其他参数指标有效的记

录，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后续数据监测的精准程度，为后续的

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还应该注重环境监测工作中的采样工作。样本

的采集对于环境污染物质的分布水平以及污染物质的种类

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在采集过程中，应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污染样本，同时，在采集过程中还应该确保采集数量的

准确性，在采集工作完成之后，还应该注重中途运输的时间

和运输工作中的防范措施，避免由于运输延迟或污染样本受

到其他物质污染而出现数据失效的问题。最后，还应该注重

对于样品的检测工作。样本采集过后，需要对样本进行科学

的检测工作，才能准确的评估出样本采集区域的环境质量。

在工作过程中，首先应该注重运用科学的检测方式，注重检

测设备的精准性以及操作环境，避免检测过程中出现较大的

结果误差 [1]。

2.2 环境检测工作的特点
首先，环境检测工作具有目标性的特点。在检测过程中，

以切实的保护和优化当地环境为主，有效地维护当地区域的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环境监测工作具有动态性的特征。即使对同一

区域的污染物质进行监测，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检测的结果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主要是由于环境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

中，因此，环境的监测工作也是一种动态性的工作，环境检

测的结果会随着环境状况的改变而改变。

再次，环境检测具有整体性的特征。环境体系本身就

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系统，环境监测工作中包含了多项内

容，需要首先布控监测点，然后再监测点，实现对样本的采

集，最后才能对采集的样本进行监测。完整的检测体系才能

避免检测过程中误差问题的出现。

最后，环境检测工作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在开展环境

检测工作中，必须要按照严格的规范标准来进行，明确的划

分出监测区域与不同的污染物质监测内容，通过分析环境污

染物的特点以及变化趋势，才能够针对污染问题带给人们的

危害进行科学的评价 [2]。

3 环境检测质量管理的现状和各项影响因素 

3.1 环境检测质量管理的现状分析
首先，在当前的环境检测工作中，存在管理形式较为

单一的问题。现阶段，中国环境检测工作的管理制度相对来

说不够健全，管理的方式方法较为单一，难以适应当前社会

的发展趋势。同时，在监测的过程中也缺乏对于检测工作的

监督管理，由于大多数参与监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在开展日常

工作时，根本不具备自我监督的意识，这也对监测工作的有

效性和真实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最终会影响到环境防治和

管理的效果。

其次，在环境监测工作中，缺乏相应的先进设备和技

术支持。当前，中国许多地方环境监测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

采用的技术和设备相对来说较为落后，即使有很多地区已经

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监测过程中的先进技术，但是，在

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弊端。尤其是对于检测过

程中一些有机物质的监测，由于监测技术水平以及设备的落

后性，无法保障监测数据的精确程度。因此，在开展工作时，

很容易出现质量控制方面的风险。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环

境监测工作中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国外先进技术，而这些技术

在引入的过程中还处于试用阶段，采用的设备与先进的技术

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不适配性，这样也使得这些先进技术在

监测污染物质时受到了影响。

最后，当前，环境管理工作采用的管理体系缺乏有效性。

现阶段，中国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中缺乏相关制度以及

条款的设立，这也导致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缺乏限制，工

作的态度不够积极，经常在采样和分析过程中会出现违规行

为，导致最终的监测数据与实际结果之间偏差严重，影响到

了环境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3]。

3.2 环境检测质量管理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人为方面的影响因素。虽然当前中国的环境监

测技术以及监测设备得到了进一步的革新，但是监测技术人

员的专业素质始终关系到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开展

环境监测工作时，部分监测人员对于一些新型技术和设备掌

握不够深入，同时，很多地方环境监测部门缺乏对技术人员

的培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

其次，检测过程中的管理因素。在开展环境检测质量工作的

同时，管理人员通常会将管理工作的重心放在对于操作违规

问题的管理方面，但是却忽视了实践工作的开展质量。这就

容易使得检测工作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工作，长此以往会导致

管理人员出现态度消极的问题，最终造成环境管理检测工作

效率低下 [4]。

4 环境检测质量管理的发展对策分析

4.1 强化质量管理意识
在环境检测质量管理工作中，工作人员首先需要明确

自身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这样才能够确保环境检测工作的有

序开展。因此，在开展环境质量检测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首

先，必须要清晰地划分管理人员与监测人员在工作中的主要

内容，并且坚持提升管理质量为标准的工作原则，明确管理

人员手中掌握的职责以及权利，使得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

能够对自身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加清晰和明确。除此之外，

管理人员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中始终扮演着领导者以

及指挥者的身份。因此，在开展管理工作时，必须要始终明

确环境质量监测的目标，通过不断了解更加先进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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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式，更好地规范工作内容，优化环境监测的步骤 [5]。

4.2 健全环境监测机制
当前，中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机制的不健全而导致的，混乱的工作

规章制度使得环境监测工作效率低下。因此，对于环境监测

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在制定监测制度时，

需要结合监测区域的实际状况，根据对污染物质结果的分析

以及周边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的调整检测制度，其次，还

应该正确地面对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用相应的预防手

段和应对策略，保障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6]。

4.3 让环境监测管理程序更科学
环境监测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工作体系，

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关系到了中国环境保护部门能否采

用科学方式指导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工作过程中，

必须要注重对监测程序的优化，才能确保为环境管理工作提

供准确的数据支持。在制定监测工作方案时，首先必须要科

学地布设对目标监测物质的分布点，在污染物质分布地区根

据样品形式的不同，采取科学的采样方式，采样过后，也应

该注重对样品的处理与保存，在对样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还应该注重对于监测仪器和设备的校准，最终应该对实验过

程中的监测数据进行科学的记录，通过一系列完整的操作流

程才能使得环境监测管理程序更加规范 [7]。

5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工作的数据能够为中国环境保护

的开展以及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因此，必须要注重对

于监测程序的优化和监测管理体系的完善，结合不同地区环

境质量状况采取有效的质量检测手段和管理方式，为中国环

境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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