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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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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

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要责任和任务。环境监测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有很多应用，其中之一就是保护生态环境。文中从环境

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出发，详细论述了环境监测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环境监测的发展历程。同时，文中还重点介绍

了我国环境监测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环境监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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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loss of biodiversity,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issues seriously affect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and task faced by 

contemporary humani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task with many applications, one of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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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是衡量环境质

量、识别环境问题、指导环保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环境监

测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环境质量，还能够进行环境管理

和环境保护的决策。另外，环境监测还可以为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切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本文将从环境监测在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出发，介绍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

护中的意义和发展历程。同时，本文还将分析我国环境监

测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环境监测措施。 

1 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要作用 

第一，保证生态环境。环境监测是保证生态环境的关

键因素之一。通过对环境进行监测，我们可以及时获得生

态环境的相关信息，如监测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进一

步了解生态环境的状况和变化，从而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

不同的措施，保证生态环境的健康和持续发展。比如，在

湖泊中监测五项指标可以了解湖泊的水质状况，同时，可

以通过对水源地的监测，及时预警和控制水源污染，从而

保证了饮用水的安全
[1]
。 

第二，指导环境保护。环境监测是指导环境保护工作

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作用是通过监测获得环境信息，建立

环境数据库，对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为环境管理和环境保

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实际工作中，环境监测与环境治

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针对实际的情况进行监测，制定

具体的治理措施，才能达到效果。 

第三，安全生产。环境监测不仅可以保证生态环境，

还可以保证生产的安全。通过对工业企业的环境进行监测，

可以及时了解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判断是否符合国家

标准，从而及时研究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污染，在保

证生态和环境的同时，确保生产的持续发展。 

第四，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环境监测还可以提高人们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心。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公众可以

了解到大气、水、土壤等多种环境要素的污染状况和污染

物的来源，进而增强自己的环保意识，提高环保要求，倡

导节约资源，推广环保技术成果，在个人层面上积极地履

行环保义务。 

2 环境监测发展的主要历程 

2.1 国际环境监测发展历程 

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扰，国

际社会开始重视环境监测的发展。1968 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成立，开始了针对全球环境的超级监测计划。20

世纪 70 年代，受到唐山大地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事

故的影响，各国加大了对环境监测的投入。90 年代以来，

全球环境监测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各国不断加强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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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开展一系列环境监测项目，形成了繁荣的环境监测产业。

目前，国际环境监测主要涉及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

污染、噪声污染等各种类型。 

2.2 中国环境监测发展历程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

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新时代。1984 年，中国环境监测网

络开始启动，逐渐形成完整的环境监测体系。1998 年，

中国建立了“环境监测三站一站网”的全国环境监测网络，

实现了全国环境监测网络的协调和一体化。如今，我国已经

拥有覆盖全国、涵盖各种环境污染元素的环境监测体系
[2]
。 

3 环境监测中面临的问题 

3.1 数据不准确 

环境监测往往面临一些误差，比如传感器故障、数据

采集不及时等问题，导致数据不准确。在环境监测中，数

据不准确可能会表现为以下情况：第一， 峰值不稳定。

尤其是在某些污染源的排放情况发生变化或在季节性变

化条件下，监测结果会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可能包括误报。

第二，局限性。监测站点可能存在屏障物、转向气流和局

部掩蔽物等条件，影响某些污染物的浓度测量，通常称为

“网格线”或“阴影”效应。第三，噪音干扰。当噪音信

号或常规干扰信号与目标信号重叠时，可能出现偏差，这

是由于电子设备/传感器的非线性特性导致的。 

3.2 环境监测的系统缺陷 

环境监测系统中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数据转化、

网络连接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数据准确性。环境监测系

统的缺陷可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少全面的监

测数据。由于监测站点不足、监测频率低或测量设备的局

限性，可能导致缺少全面的监测数据。一些重要的环境问

题可能会被忽视或误判。第二，环境监测设备可能存在偏

差或误差，或者操作不当、数据出错等原因导致监测数据

不准确。这可能导致误判环境质量或影响环境决策的科学

性。第三，环境监测系统中可能存在数据收集和处理的不

规范现象。例如，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有效期不清等，

影响数据可比性和准确性。 

3.3 缺少有效的数据 

环境监测数据量很大，如何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才

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此外，许多环

境监测设备，例如，空气采样器、水质监测设备等，只能

逐小时、逐日或逐周采集样品。因此，在短时间内出现的

变化可能被忽略，这将导致不准确的监测结果
[3]
。 

3.4 设备维护不到位 

环境监测设备维护不到位的体现包括：第一，监测设

备如果长期不维护，可能会导致传感器和探头损坏或失灵，

从而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第二，监测设备如果长期不

维护，可能会导致设备本身的稳定性下降，使得监测数据

出现波动或毛刺。第三，监测设备如果长期不进行调试和

清洗，可能会导致测量数据传输不稳定，可能出现数据丢

失或传输异常等问题。第四，设备长期不清理或维护，可

能会导致设备中的电机和风扇等部件出现异常噪声或振

动，从而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第五，监测设备如果长期

不进行清洗和维护，可能会导致设备内部尘垢排放不畅，

使设备温度较高，不仅影响设备的寿命，还可能影响设备

的测量精度。 

环境监测设备不良可能会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降低了环境监测系统的工作效率，因此，定期进

行设备维护和保养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对设备的定期检查，

清洗和保养以确保其正常使用。 

4 环境监测对策 

4.1 环境监要提高监测精度 

环境监测是评估环境质量和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的基

础，提高环境监测的监测精度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

第一，要合理部署监测站点。监测站点的选取应当关注区

域环境变化和受污染物影响的人群，要避免站点被噪音、

震动、光照、热空气等干扰项影响。同时，要根据污染源

分布的规律和环境质量监测要求进行区位、布设采样吸气

口及测点。第二，选择可靠精准的监测仪器。在确保设备

安装和维护的情况下，选择更为精准的监测设备，可以大

大提高环境监测的精确性。例如，使用精度高、抗干扰能

力强、运行稳定的传感器和仪器。第三，做好质量控制。

为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应进行质量保障

行动，定期进行检测仪器校准、质控样品分析、质量保证

评估和数据审核等技术措施。同时，应与其他实验室开展

交叉验证、比较实验等，提高检测、分析数据的结果的准

确性和一致性。第四，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系统。环境监

测数据管理系统是保证监测数据质量的重要手段，应完善

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发布等各项管理工作。要建立科

学的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和共享机制，确保有效的数据

和信息传递，方便环境管监督方面进行的操作。通过合理

部署监测站点，选择可靠精准的监测仪器，实施质量控制

和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系统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监

测的监测精度
[4]
。 

4.2 环境监测要加强设备安装和维护 

环境监测设备是环境监测的基础，设备安装和维护的质

量直接决定了环境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为确保环

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需要加强设备安装和维护。 

第一，设备安装方面：设备的安装应该遵循相关标准

和规范，选择正确的安装位置和高质量的材料来保证设备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该注意设备的防雷、防水、

防虫等防护措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第二，设备维护方

面：对于设备的定期检修和维护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设

备的日常维护包括按照标准进行的日常校准，仔细清洁设

备，检查与更换设备的防腐、防潮、防护等零部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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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设备的故障等，环境监测设备应进行常规的定期维护

和保养。 

第三，人员培训方面：加强环境监测技术人员的培训，

提高技术人员的素养和技能，将训练内容包括设备安装、

调试、校准和维护等方面，提高人员的操作能力。加强环

境监测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为环境治理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

数据支持。 

4.3 环境监测要完善系统功能 

环境监测是指对环境进行实时、连续、多因子和多层

次的监控、分析和评价，以及制定环境管理和保护措施的

过程。为了实现环境监测的全面、准确和科学，需要完善

系统功能。具体来说，完善系统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第一，监测目标明确。明确监测目标，确定监测因

素和监测区域，可以明确监测的方向和目的，有针对性地

选取监测点和监测参数等。第二， 数据质量保证。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环境监测的基础，需要建立质量

保证措施，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完善数据获取、处理和

储存的流程，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和可信度。第三，实时

监测与警报联动。通过实时监测与警报联动的方式，对突

发事件进行及时响应和处置，确保环境安全及社会稳定。

同时，还可以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评价和分析，为环境管

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
。第四，综合分析和评价。环境

监测的监测因素和监测范围往往较为复杂，需要进行综合

分析和评价，在海量数据中筛选出重点、判断趋势，协助

公众策划环境改进方案以及判断实施改进方案的效果。第

五，环境监测系统需要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包括规范化

的管理流程、科学化的技术标准以及完备的质量评估指标

体系。同时，还需要建立审查机制和责任制，对监测数据

的合规性进行把关和监督。为了完善环境监测的系统功能，

需要依据监测目标、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完善实时警报

响应机制、数据分析和评价手段、管理机制等多个方面，

不断提升监测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实现对环

境监测数据的全面掌握和科学监测。 

4.4 环境监测要引入数据挖掘技术 

引入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为环境监测提供更为全面、深

入的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应用在环境监测数据的

收集、处理、分析和应用等多个环节中，具有以下几个优

势：第一，挖掘潜在的监测特征。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发掘

背后的规律，不仅可以准确描述监测特征，还可以挖掘到

人眼无法观测到的隐性数据，筛选出判断环境质量的类型，

及时地发现和预测环境问题的出现。第二，提升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监测数据来源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往往使数据

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引入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对监测数据进

行多角度分析和处理，根据数据的特征进行筛选和优化，

从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第三，智能化的监测分

析能力。通过数据挖掘的手段，可以自动进行环境监测数

据的清洗和处理，进行分类分析，并自动生成报告。不仅

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还能够快速应对环境问

题的出现，更加快速地进行环境治理。第四，市场功能更

完善。通过结合监测数据和市场需求数据，可以更加全面

地了解市场类型和市场动态。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可以

分析各个维度，发掘出潜在需求，准确地预测市场走向、

行业趋势、消费者心理和预测环境变化。引入数据挖掘技

术可以为环境监测提供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数据分析，提高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效率，在环境检测的各个环节中充分

发挥作用。同时，还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环境

保护的质量和效益
[6]
。 

5 结语 

环境监测有助于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效率，保证生态

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

护中的作用出发，详细介绍了环境监测的意义和发展历程。

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我国环境监测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未来环境监测的发展方向和措施。希望本文

能够加深人们对于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

认识，并推动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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