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我国环境监测仪器工业的意见

魏复盛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北京 10 0 02 9)

摘要 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监测任务
、

监测仅器需求及国内外厂商所占有的市场份额 后
,

讨论 了目前我国环境监

测仅器存在的主要 问题
,

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发展我国环境监刚仅器工业的五条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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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清发展我 国环境监测仪器工业的意见
,

首先要

了解环境监测任务
、

需要的仪器装备及其市场
,

其次要研究

国内外监测仪器过去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及其原因
,

最

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意见
。

1 环境监测任务

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

环境保护任务

日趋繁重
。

对环境监测的要求越来越高
,

要求环境监测部

门能准
、

快
、

全地反映全国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 ;

对环境污染源能实施有效地监督监测和控制监测
,

为环境

执法和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国家最近 又提出污染防治

与环境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
,

因此我们还要开拓不同类型

的生态环境监测
。

1
.

1 环境质里监测

我们监测的水体有江河湖库的地面水
、

海水及地下水
。

现已颁布水质的国家标准 20 余个
,

涉及的污染 因子累计达

百余种
。

例如
:
19 98 年新批准的地面水质标准有 69 个项

目
,

包括重金属
、

非金属
、

营养盐
、

耗氧有机物
、

湖库富营养

化污染因子
、

特定有机污染物 (包括挥发性卤代烃类
、

苯系

物
、

氯代苯类
、

氯苯酚类
、

硝基苯类
、

酞酸醋类
、

有机氯有机

磷农药类
、

多氯联苯和苯并 [
a

]花等 )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有 10 个项 目
,

要求对 T ,
、

PM
I。 、

s q
、

N q
、

N o
x 、

co
、

Pb
、

F
、

苯并〔a] 花进行监测
。

全国 47 个重点城市要向公众公布

空气质量周报
,

并进而作空气质量 日报和预报
。

1
.

2 污染源监测

19 9 6 年颁布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69 个项目
,

比原标准

增加了约 4 0 个项 目
,

其中大多数是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

物
。

19 96 年颁布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3 个项 目
。

还有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监测
,

特别是有害废物的重金

属
、

有机污染物
、

易燃易爆污染物
、

腐蚀性和生物毒性的监

测
。

在
“

九五
”

期间
,

国家实施 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计划
,

同时要求所有工业污染源在 2 0 00 年要达标排放 ; 国

家重点城市的空气和地面水质要达到按功能分区的质量标

准
,

即
“

一控双达标
” 。

不仅要进行污染物浓度监测
,

而且对

重点污染企业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
。

废水项 目有

C O D
、

矿物油
、

氰化物
、

汞
、

福
、

砷
、

铬 ( v l )
、

铅
,

废气有粉尘
、

烟尘
、

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

1
.

3 物理和放射性监测

物理污染因子有噪声
、

电磁波
、

微波辐射
、

振动
、

热污染

监测
。

放射性污染监测包括环境和污染源的放射性强度 (下

辐射
、

母辐射强度 )监测和核素监测 (放射性铀
、

牡
、

怀
、

R尹“ 、

I
` , ` 、

4K
o 、

s 9r 0
、

e s ` 3 7和 P oZ ` 0等 )

1
.

4 生物和生态监测

环境水质
、

空气中细菌类的监测 (种类
、

数量 )
、

水生生

物
、

陆生生物的种群结构和数量的监测
、

污染指示生物的监

测
、

各种生物材料有毒重金属和农药残留量监测
。

各种生态环境变化的监测与评价
,

包括海洋生态
、

热带

雨林生态
、

湿地生态
、

草原生态
、

荒漠生态
、

农业生态
、

森林

生态变化趋势的监测
,

考察大中尺度
、

长时间的变化
。

需要

研究确定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指标
,

进行遥感遥测并与实地

调查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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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监测需要的仪器装备

根据环境监测任务及环境保护工作发展
,

需要以下几

种类型的仪器设备

2
.

1 实验室分析仪器及其设备

2
.

1
.

1 光学类仅器

可见分光光度计
、

紫外分光光度计
、

红外分光光度计
、

荧光分光光度计
、

火焰光度计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原子

荧光光度计
、

光谱仪
、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

X
一

射线荧光光谱

仪等
。

2
.

1
.

2 电化学仅器

p H 计
、

离子计
、

电位计
、

示波极谱仪
、

阳极溶出仪
、

库仑

仪
、

电位滴定仪
、

电导仪
、

电泳仪等
。

2
.

1
.

3 色谱类仪器

离子色谱仪
、

气相色谱仪
、

高压液相色谱仪
、

薄层扫描

色谱仪
、

气相色谱
一

质谱联机
、

液相色谱
一

质谱联机
、

色谱
一

富

里埃红外光谱联机等
。

2
.

1
.

4 生物监浏仅器

生物显微镜
、

生化培养箱
、

体视显微镜
、

生物样品处理

设备及化学成分分析仪器
。

2
.

1
.

5 标准计童仅器及器具

分析天平 (包括万分之一
、

十万分之一
、

百万分之一和

微电子天平 )
、

标准温度计
、

标准压力计
、

标准气体流量校正

仪 (如大流量用的罗茨流量计
、

孔板流量计 ; 中流量用的钟

罩式流量计
,

小流量用的皂膜流量计 )
、

标准玻璃量器
。

2
.

1
.

6 实验室常用的辅助设备

冰箱
、

干燥箱
、

恒温箱
、

马弗炉
、

管式燃烧炉
、

稳压电源
、

空压机
、

气泵
、

土壤
、

固废样品加工设备
、

样品消解设备
。

环

境样品分离与富集设备等
。

2
.

2 专用监测仪器和采样器

2
.

2
.

1 用 于 气体污染物的专用设备

T SP 采样器 (大
、

中流量 )
、

PM
I。采样器 (大

、

中流量 )
、

粉

尘采样器
、

烟尘采样器
、

粗 ( P眺
.

5
_

1。
)细 ( PM 2<

.

力颗粒物双

道采样器
、

P映
.

5采样器
、

空气颗粒物分级采样器
、

酸雨自动

采样器
、

酸雨监测仪
、

气体采样器
、

烟气采样器以及 502
、

N O
x 、

CO
、

q
、

H CI
、

C 12
、

C H 监测仪等
。

2
.

2
.

2 用于水质污染物的专用设备

水质采样器
、

污水采样器
、

C O D 测定仪
、

B ( )D S 测定仪
、

T (犯 测定仪
、

油份浓度仪
、

溶解氧测定仪
、

色度计
、

浊度计
、

盐度计
、

总氮测定仪
、

总磷测定仪
、

氨测定仪
、

氰化物测定

仪
、

游离氯测定仪
。

2
.

2
.

3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浏仅器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带 PI D
、

ECD
、

FI D 检测器
,

可在野

外现场监测大部分有机污染物 )
、

便携式 X- 荧光光谱仪 (可

用于土壤
、

固废现场金属污染调查 )
、

便携式水质实验室
、

有

毒有害气体监测器 ( lCz
、

C O
、

可燃气
、

C执
、

苯系物等 )
、

报警

装置 (OC
、

C氏
、

lCz
、

残 s
、

汽油泄漏等 )

2
.

3 自动监测系统

2
.

3
.

1 空气地面 自动监测 系统

气象参数监测 (风向
、

风速
、

温度
、

湿度
、

大气压等 )

空气污染物
: S q

、

N O
二

的监测
,

较早用湿化学法 (如用

电导法测 S q )现用得很少了
。

多用干法即物理方法
,

如用

紫外荧光法测 S q
,

化学发光法测 N O
二 ,

用紫外吸收法测

场 ;最近发展起来的差分光谱法 ( D O A S )可连续自动监测一

条线 ( 1 00
一

i 0O0 m )的空气质量
,

项目包括 S q
、

N O
、

N q
、

0 3 、

H F
、

苯系物
、

甲醛
、

乙醛等
。

此外
,

C O 也用红外吸收法
、

PM I。用 p
一

射线测定仪或晶体振荡仪进行连续监测
,

技术是

成熟的
,

能满足空气质量监测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的需要
。

2
.

3
.

2 重点污染源的 自动监测系统

烟气 S q 的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
目前有非分散红外吸

收法
、

稀释紫外荧光法
、

电导法和恒电位电解法
。

以前两种

在线自动监测系统较为成熟和可靠
。

烟气 N O
二

在线自动监测系统
:

有红外吸收法
、

稀释北
学发光法

、

恒电位电解法等
。

烟尘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以红外后散射和激光后散射在

线自动监测系统较好
,

吸光度或不透明度测定系统用得比

较广泛
,

等速采样 p
一

射线连续监测系统欧美用得较多
,

但价

格昂贵
。

烟气用 OC
、

q
、

湿度
、

压力和烟气流速流量的在线连续

监测也可包括在烟气
、

烟尘的监测之中
。

据介绍差分光谱法不仅可在一个区域 (如机场
、

交通干

线
、

工业区 )对污染物排放输出量作连续监测
,

也能对一个

重点污染源如电厂
、

冶炼厂
、

建材厂的烟囱进行连续监测
。

2
.

3
.

3 环境水质的自动监浏系统

在江河
、

湖
、

库的控制断面安装的自动监测系统常包括

水温
、
p H

、

溶解氧
、

电导
、

色度
、

浊度
、

C〔) D
、

N式
一

N
、

总氮
、

总

磷等
。

2
.

3
.

4 污水浏流和在线连续监测系统

污水排放计量装置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污水测流槽或测

流堰或排水管
,

同时需要与之配套的污水流量计
,

如超声波

流量计
、

转子流量计
、

浮子式流量计
、

电磁流量计等
。

为了获得有代表性的样品还需要污水自动比例采样

器
。

要控制住重点污染源排放主要污染物是否达标和是否

超过排放总量指标
,

就需要安装在线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

项

目有 CO D
、

T o c
、

矿物油
、
p H

、

浊度
、

色度
、

挥发酚
、

氨氮
、

氰化

物等
。

2
.

3
.

5 噪声 自动监浏系统

在交通干线和噪声敏感地区
,

安装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

并向公众自动显示结果
,

可提高群众的环境意识
,

也可加强

噪声源监督管理
。

以上这些自动监测系统还应包括
:

监测数据的采集
、

存

贮
、

自动处理和给出监测报告
,

以及几个子站的数据向中心

站的通讯传输等 ;监测系统定时的自动校标 ; 监测系统故障

的自我诊断
。

2
.

4 其它的特殊设备或装备

海洋生态或污染
、

江河湖库生态或污染
、

陆地生态环境

M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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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感遥测系统
,

如在飞机上装载多通道的红外光谱遥感

遥测系统
。

地面卫星接收站接收环境资源卫星的图片信

息
,

并进行解析
,

可监测森林
、

草原
、

荒漠
、

湿地环境状况等
。

流动监测实验室
:

在水质监测方面有海洋监测船和 内

陆水域监测船
,

配备各种监测仪器
,

可在野外一边采样
,

一

边分析
,

就地获得监测结果
。

废水监测车可装载污水的监

测仪器
,

对污染源进行现场调查和监督
。

大气污染监测车

依据仪器配置不同可作环境大气监测
,

也可作污染源调查

与监测
。

环机制
,

现在高校
、

科研单位有热心仪器开发的技术人员
,

有先进的设计思想或构想
,

但得不到经费的支持
,

或申请到

的经费严重不足
,

又要外协加工
,

周期长
、

效率低
。

还由于

科研
、

生产的实验作得不充分
,

仪器的可靠性不高
,

进入市

场的仪器问题多
,

较难被用户接受
。

3 国内外监测仪器的市场供应分析

全国环境监测仪器购置有三个高峰期
,

即七十年代末

监测站建设期
,

普遍购置了实验室分析仪器 ; 八十年代中后

期随着监测任务的开展
,

又补充了不少新仪器
,

部分城市建

立了空气地面自动监测系统 ; 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环境监

督管理的强化和污染源监测的开拓
,

加上购置仪器资金多

种渠道的落实
,

形成了一个监测仪器更新换代和提高配置

水平的时期
。

据不完全统计
,

仅环保系统监测站购置可见
-

紫外分光光度计
、

原子吸收光度计
、

离子色谱仪
、

气相色谱

仪
、

高压液相色谱
、

色谱
一

质谱联机等约 34 00 台套
,

空气地面

自动监测子站 81 个
,

以及专用监测仪
、

采样器等
,

价值人 民

币 6
.

7 亿多元
。

加上环境资源保护和各行业环境监测仪器

装备估计总值超过 10 亿元
。

中小型仪器
、

专用监测仪器
、

大气和烟气
、

烟尘采样器
,

多数是国产的
。

据估计原子吸收仪三分天下国产有其一
,

气相色谱仪市场占有率不到三分之一
。

而高档次的仪器
,

性能好
、

自动化程度高的以及液相色谱仪
、

气相色谱
一

质谱联

机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基本上被国外仪器厂商所垄断
。

引进美国技术的空气自动监测系统
,

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

但

不是很多
。

从监测仪器的总台数看国产占多数
,

但从总金

额看
,

国外厂商占有压倒的优势
。

为什么会是这样 ? 原因

是多方面的
:

( 1) 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束缚下
,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没

有花大力气进行仪器的开发和创新
,

新仪器不多
,

老仪器改

进不大
,

随着改革开发
,

国外先进的仪器一旦进入中国市

场
,

即受到科技界和工程界人们的欢迎
。

国外的仪器改进

和创新的周期短
、

效率高
、

年年都有新花样
。

而我们国产仪

器虽有小修小改
,

但相 比之下
“

不进则退
” 。

(2) 最近几年有不少厂家认为环保是个大市场
,

因而转

入搞环保仪器仪表
,

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和好的产品
,

如原

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

矿物油红外测定仪 (三波长扫描式 )
。

但从全国看多是一些小型企业
,

技术力量
、

资金强度不足
,

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不佳
。

还有的企业之 间互相抄袭
、

低

水平重复
、

技术含量低
,

结果是简单的低质仪器卖不出去
。

形成积压和亏损
,

真正需要的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仪器又无

人问津
。

(3) 未形成科研开发
一

生产
一

销售
一

使用相结合的良性循

4 发展环境监测仪器的几点建议

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环保工作的深入
,

必然提出环境监

测现代化的要求
,

而首先是监测仪器手段的现代化
。

据估

计我国环保系统监测站在未来五年
,

大约需要购置 12 一 15

亿人 民币的仪器装备
,

需要更新和增加仪器设备 60 00 余台

套
。

一般的监测仪器使用周期为 5
一

10 年
,

因此下个世纪我

国环境监测仪器的需求量是 比较大的
。

我们这样一个大

国
,

不能主要靠进 口
,

必须加速发展我国的环境监测仪器工

业
,

力争在国内市场占有 50 % 以上的份额
,

而宜要发展有知

识产权和创新的品牌
,

并有希望打入国际市场
。

为此建议

如下
:

(1) 制订我国监测仪器中长期的发展战略
,

统筹规划
。

提出监测仪器优先发展名录
,

加强宏观指导
,

有适当分工和

合作
,

避免低水平重复与浪费
,

克服无序的自由竞争
。

( 2) 建立国家监测仪器的开发墓金和风险基金
。

重点

扶持技术含量高
、

有创新特色
、

有知识产权
、

国内外有较大

市场的仪器开发
,

组织联合攻关
,

并将其成果转化为成熟的

产品
。

要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
,

不能只停留在出产品上
。

产品化以后
,

还要继续不断改进
、

完善和提高
,

要以市场和

用户为最终目标
。

( 3) 建立自主开发和创新机制
,

重点发展有知识产权的

仪器仪表
,

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

如我国目前开发成功的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
、

红外油份浓度测定仪
、

等速自动跟踪

烟尘采样器在国际上均是先进的
。

象这类仪器应该集中人

力
、

财力
、

物力加以扶持
。

开发研制工作不要面面俱到
,

而

要技术集成
,

把最好的成熟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

为我服务
。

( 4) 走引进
、

消化
、

吸收和国产化的道路
:

有的监测仪器

研制生产缺乏基础
,

国外已有先进的成套技术
。

我们可以

象引进彩电技术一样
,

高起点
,

走捷径
,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

术或关键技术
,

或进行合资生产
。

再逐步国产化
,

产品在国

内销售
,

同时有适当比例外销
。

先当学生
,

后当先生
,

学生

一定要超过先生
。

( 5) 实行科研
一

生产
一

销售
一

应用 四结合
,

要强强联合
,

优

势互补
。

研制单位有科技人员的思路和研制能力
,

但缺少

资金和生产加工能力 ; 生产企业有资金
、

有强的加工能力
,

有市场
、

有销售渠道
,

但缺乏开发思路和技术
,

缺乏高新技

术支持系统
,

因此缺乏发展后劲
。

用户参与开发仪器非常

重要
,

井发时能充分吸纳用户的好意见
,

使用中用户能不断

发现新仪器的毛病和不足
,

促使仪器不断完善和提高挡次
。

这种联合
,

不仅作到了优势互补
,

而且能大大节省时间
,

少

走弯路
,

提高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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