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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expec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have obvious harmful and sudden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use great harm to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mergency monitoring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of sudd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in order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pollutants, put forward targeted treatment measures, and build a gree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emergency monitoring in sudd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dd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reduce the har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optimiz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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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监测在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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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具有明显的危害性、突发性特征，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应
急监测技术，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全面性监测，以便对污染物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措施，构建绿
色和谐社会。论文主要对应急监测在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提高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
效率，最大程度上减少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性，优化人们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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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对环

境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需要利用应急监测技术

实现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全面性监测，对其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程度进行掌握，为事故的

有效性预防和处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同时需要结合实际

情况，构建应急监测技术规范体系，提升应急监测效果。

2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特征

2.1 突发性
一般情况下，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都是在偶然、意外情

况下发生的，会对周边环境、人民健康造成瞬间危害，且会

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 [1]。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往往是因为自然

灾害、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产生的，难以预测，不能精准掌握

事故风险参数，不能对事故过程进行合理推导，难以采取针

对性、有效性的防范措施。

2.2 多样性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型较多，其产生原因、污染形式、

事故表现等存在较大差异性。其中常见的突发环境污染事故

有爆炸事故、毒气污染事故、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事故等。

2.3 危险性
引起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产事故、

贮运事故、自然灾害等，导致石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问题，

这些物质都具有较强的毒性和污染性，不仅污染自然环境，

且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危害正常的生

产生活秩序，由此可见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性较强。

2.4 持续性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污染，甚

至引起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且污染物难以降解，会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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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造成持续性的伤害，甚至持续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2]。

3 应急监测在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中的应用意义

在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处理中，要通过应急监测，动态

了解施工生产作业中的污染源等，并对其类型、污染范围、

发展规律等进行精准判断，实现事故定性分析；还需要全方

位监测污染物分布情况、浓度等参数，明确事故边界线，实

现事故定量分析；在事故第一时间开展现场环境监测工作，

采集相关数据，短时间判断污染物浓度、分布范围、事故危

害程度等；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污染物气味、颜色、溶解性

等进行分析，了解事故特征，对事故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分析。

通过应急监测技术的应用，能够为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

和处理工作提供依据，能够在事故第一时间掌握事故特征，

形成环境监测评价报告，为环境治理指引正确方向。同时还

可以对事故各类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并构建历史数据模型，

以便对事故诱发原因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方案，并

科学预测潜在的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保障污染事故的可控

性，有效控制污染事故的出现几率。还能够进一步完善突发

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机制，提高监测技术水平，突出体现应

急监测价值作用 [3]。

4 应急监测在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中的优化策略

4.1 完善应急监测预案
为了保障应急监测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需要建立

完善的组织体系（如图 1 所示），并形成长效化的实战演练

机制，以便提升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能力。同时要针

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原因、类型，编制针对性的应急监测

预案，从而保障应急行动的有序开展。通过应急预案的编制，

能够优化安排事前、事发、事后进程，为污染事故的处置行

动提供依据。应急预案包含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发展规

划、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应急培训、应急演练监测等内容。

在具体编制过程中，要结合事故特点，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以便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进行有效预防 [4]。

图 1 应急组织系统

4.2 优化技术装备
为了进一步提高应急监测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应急

监测设备功能，引进小型化、便捷化、多样化监测设备，保

障监测结果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还需要引进水检监测仪、

红外光谱仪等设备，形成常态化、持续化监管，通过这种方

式可以便捷化读取监测数据，短时间内明确污染范围、浓度

等，且方便操作。此外，还需要完善应急监测体系，强化应

急预警能力，并构建各项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实现污染事故

的高效防控和应急处理。此外，还需要完善设备维护保养计

划，做好维保记录，保障应急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4.3 优化采样工作
为了提升应急监测水平，需要优化样品采集工作，保

障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要突出体现采集样品的典型性、

代表性，才能对污染事故的环境影响程度进行精准反映 [5]。

在事故现场，需要监测人员详细了解事故基本情况，才能对

采样点进行合理布设。此外，还需要对历史数据库信息进行

分析，短时间内明确监测因子，同时要对周边环境的水流、

饮用水源地敏感信息进行检测分析，结合水流方向、气象特

点优化布设采样点位。

4.4 提升人员素质
为了提升应急监测功能作用，要严控监测程序，有效

提升人员素质能力，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范，严禁随意增减

工作程序，且要结合事故具体情形、环境特点，优化采集、

调查工作，对污染扩散范围进行严格控制。要强化人员培训，

定期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工作，提升其专业知识能力，熟练应

用监测仪器设备，同时持续性开展应急演练，强化实践操作

能力，形成完善的培训考核机制，构建高素质团队，强化不

同岗位配合度。要强化各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对实战经验进行分享，从而确保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工作内

容，形成动态化的应急监测体系，进行全过程监控，有效控

制污染事故发生概率 [6]。人力资源是应急监测的重要保障之

一，其中应急保障具体内容如图 2 所示。

图 2 应急保障具体内容

4.5 精确标记重点污染源
为了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进行有效性监测，要结合实际

情况，精准标记环境污染重点源，从而获得可靠性数据，为

污染处理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对潜在危险源做好安全标记

工作，其中涉及企业名称、贮存物质、总体布局等，这样能

够明确信息数据源，保障环境监测的有序开展，以便编制初

步监测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第一时间明确突发环境污染

事故中泄露的污染物类型，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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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应急处置效率，对污染影响范围控制在最小化。在具体工

作中，要通过检测试纸、快速检测管、便携式监测仪等设备，

对污染物类型、状况进行分析，从而对事故性质进行判断 [7]。

4.6 完善事故危险档案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性较大，且污染物多为石油、

化工产品，具有较高的污染性和毒性，对人民生命财产、环

境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基于此，要提前构建配套的预警体系，

并配置相适应的自动感应装置，以便对事故现场环境进行自

动监测，并自动发送预警信号，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污染

物类型，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应急预警方案。还需要完善事故

危险档案，对不同区域的危险物品类型、数量、位置等进行

详细记录，为快速明确监测方案，并编制针对性的应急监测

方案提供依据，保障环境治理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7 完善区域性应急监测网络
为了提升应急监测准确性，要配置适当的监测仪器设

备，同时构建区域性应急监测网络，对应急监测部门的设备

进行优化整合，以便提高设备利用率。针对污染事故影响范

围较大的区域，要构建应急监测网络体系，实现应急监测工

作的协同开展。

4.8 编写应急监测评价报告
在应急监测中，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以便对应急

监测评价报告程序进行规范和优化，从而保障应急监测评价

报告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其中涉及自动预警程序、现场应急

监测策划程序、监测报告审核程序等 [8]。完成报告后需要及

时上报，以便对事故类型、污染物类型、污染程度等进行判

断，从而制定可行的处理方案。在报告中还需要明确事故时

间、地点、诱因等。此外，还需要对应急报告进行严格审核，

获得认证，保障事故应急报告的准确性；需要对报告存档处

理，为后续事故应急处理提供理论依据，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最大程度上降低危害性。

4.9 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为了有效发挥应急监测工作的重视程度，需要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建设，为应急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同

时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型、预警、应急响应等进行明确，

明确违法惩处标准，使其依法政策相关法律责任，保障应急

监测工作的有序落实。还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部门

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同

时积极构建完善的应急监测体系，提升应急监测能力，强化

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对能力，政府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优化资源配置，积极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行政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协同的应急监测格局。

当地政府部门需要定期对辖区内的生产型企业进行定期调

查，对事故诱因、发展势态进行分析，并制定针对性的预防

措施。同时对潜在的事故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及时更换风险

的危险品贮存设备，并监督生产行为，一旦发现违规行为需

要立即制止。

5 结语

综上所述，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

造成严重威胁，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应急监测技术，对事故

类型、影响程度、发展规律等进行全面分析和掌握，从而制

定针对性的应急处置措施，有效控制污染事故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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