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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叙述我国环境保护的形势及对环境监测仪器的需求;针对我国研制 、生产环境监测仪器存在的主

要问题 ,提出了研制 、开发环境监测仪器的对策建议和重点发展的几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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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presents the status of Chinees envi ronment protect ion and the requi rement of envi ronmental moni toring in-

st ruments.Aiming at main problems exist s in the envi ronmental inst ruments development , it b ring forw ard the advice and several emphasized

aspects about developing the envi 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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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的环境污染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 、稳步 、持续增长 ,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 。随之环境保护工作的成绩也是很大的 ,

特别在“九五”期间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

治理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这些措施包括对主要污染

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和削减;实施跨世纪的绿色工程计划 ,

加大了环境治理和推行清洁生产工艺的力度;重点实施了

“33211”工程 ,即“三河”(淮河 、海河 、辽河)、“三湖”(太湖 、

巢湖 、滇池)、“两控区”(酸雨控制区 、SO2 污染控制区)、一市

(北京市环境治理)、一海(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重点治理。

但是 ,我们的环境问题欠帐太多 ,相对资金投入不足 ,

我们对很多的环境问题认识不够深入 ,有的问题要有效地

解决 ,缺乏先进成熟的技术。发达的先进国家从环境严重

污染到得到基本控制 ,到环境质量恢复到良好状态 ,一般都

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和不懈努力 。我们以为要搞好我国的

环境保护 ,治理了污染 ,建设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不足三年

五载的事 ,是需要二 、三十年的长期努力 。

从全国的环境监测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的环境污染恶

化的趋势已得到基本控制 ,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但是污染仍

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1999 年 335 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

果 ,表明超标城市 TSP 占 60%, SO2 占 28.1%, NOx 占

17.6%,三项污染有一项超标的城市 ,即属于空气质量不达

标的占 66.87%。264个城市降水平均 pH 值低于 5.60 的

有 98个城市 ,占 37.12%。1999年度淮河 、海河 、辽河主要

控制断面的水质为 V类和劣V类(严重污染)的比例分别为

57.0%、49.7%和 86.7%。主要是耗氧有机物的污染 ,如化

学耗氧量 、高猛酸盐指数 、石油类 、氨氮 ,挥发酚等超标普遍

严重。太湖处于中度富营养化 ,滇池和巢湖处于重度富营

养化 ,主要是总氮 、总磷的污染非常严重。除了工业源污染

之外 ,生活废水污染上升趋势明显 ,污染负荷已各占一半 。

此外农牧渔业的面源污染的贡献也很大 ,不容忽视。生态

环境还在继续恶化 ,水土流失严重 、荒漠化 ,草原退化 ,许多

地区生态很脆弱 ,今年 3、4月间十几次的沙尘暴就是生态

环境恶化的反映 。

面对这种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 ,对

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实时 、准确的大量

监测 ,对污染源及其治理进行监督监测 ,是摆在全国环境保

护工作者面前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因此迫切需要大量的现

代化的环境监测仪器 。特别需要优质的自动监测系统和污

染源的在线连续监测系统。

2　环境监测仪器的现状与问题

2.1　所用的环境监测仪器

2.1.1　通用的实验室分析仪器:包括光学类仪器 ,如可见

紫外分光光度计 、荧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光度计 、等离子体

光谱仪 、x—射线荧光光谱仪 、红外光谱仪;电化学类仪器 ,

如 pH计 、电导仪 、库仑计 、电位滴定仪 、离子活度计 、各种极

谱仪;色谱类的仪器 ,如离子色谱仪 、气相色谱仪 、高压液相

色谱仪 、色谱/质谱联机 、液谱/质谱联机等 。凡分析实验室

应有的仪器环境科学与监测实验室均需要。

2.1.2　专用监测仪器:空气 TSP 、PM10 、PM2.5采样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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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仪器(β-射线吸收 、晶体震荡天平);气体自动采样器;

SO2 、NO2 、NO 、NOx 、O3 、CO 监测仪。水质监测方面:测汞

仪 、CODCr测定仪 、DO 仪 、污水流量计 、等比例自动采样器

等。噪声监测仪。

2.1.3　自动监测系统:空气地面自动监测系统;环境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工业污染源在线连续自动监测系统;道路交

通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等 。

2.2　国产环境科学监测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产专用监测仪 ,采样器数量上占有优势 ,基本可用 ,

但附加值低。高质量的分析仪 、专用监测仪器和自动监测

系统多是国外引进的 ,因此国产仪器占有的份额很小。究

其原因:一是大型国营企业运行机制问题 ,未发挥好骨干作

用。二是小企业蜂拥而上 ,缺乏技术缺乏资金 ,低水平重复

的较多 ,仪器的质量和性能均不能与国外进口仪器抗衡。

三是研究院校与企业缺乏紧密合作机制 ,有技术创新的和

有资金的脱节 ,不能快速实现产业化 。四是政府开发研制

环境科学仪器的投资和风险投资不足。

3　环境科学监测仪器的未来市场需求

3.1　环境质量监测

全国环保系统及各部门 、行业 、企业已建监测站 4000

多个 ,从业人员 6万多人 ,还有几万个环境科研院所。近几

年正是环境科学和监测分析仪器 、装备更新换代和提高水

平时期 ,中央 、地方政府和企业每年投资购买仪器装备约为

2亿人民币 ,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在“十五”期间要装备 400多

个国家网络监测站;350 多个环境信息中心;100个城市空

气地面自动监测系统 ,项目包括 PM10 、SO2 、NO2 、O3 、CO 、风

向 、风速 、温度 、湿度;约 100个国控水质监测断面自动监测

系统 ,项目包括:pH 、温度 、电导 、浊度 、溶解氧 、氨氮 、总氮 、

总磷 、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初步计划投资 15亿人民币 ,其

中国家投资 2/3 ,地方投资 1/3 。这不包括行业 、地方和企业

的监测站能力建设的投资 ,各部门 、各地方根据环境保护任

务的需要另有自己的投资计划。

3.2　污染源监测

国家要对全国 18000个重点污染企业实施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和削减 ,以改善环境质量 ,因此要求 18000 个

污染大户要逐步安装在线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污水监测主

要包括:污水流量计 、自动比例采样器 , pH 、CODcr 、矿物油 、

氰化物 、氨氮等项目的自动监测系统;并实现计算机联网管

理。废气监测主要包括:工业粉尘 、烟尘 、烟气 SO2 、NOx 、

O2 、CO和烟气流速的在线连续监测系统 ,实现计算机联网

管理 ,加强实时监控 。这些都是较新的 ,成熟的国产仪器系

统很少 ,而需求量比环境质量监测要大得多 。主要由污染

企业购买。行业主要是电力 、石油化工 、建材 、冶金 、造纸 、

食品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等 ,潜在的市场有数十亿至数百亿

元。

3.3　遥感遥测仪器仪表

国家提出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方针 。

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必须对我国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包

括对荒漠 、草原 、森林 、海洋 、农业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也需

要对大气污染 、水域污染(如海洋赤潮 、溢油污染)及污染源

进行遥感遥测。国家计划要发射自然灾害与环境污染监测

小卫星星座 ,进行遥感遥测 ,还要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系统及

卫星图片解析系统 ,对环境生态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

分析 ,为国家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4　对策建议

4.1　国家要加强规划和宏观指导 ,防止一哄而上和低水平

重复 ,造成浪费。

4.2　建立监测仪器仪表研制开发基金和风险投资 ,支持科

研和企业的密切合作与技术创新 。

4.3　要鼓励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环境科学与监测仪器

仪表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4.4　组织好引进 ,消化吸收和国产化的工作 ,不断提高国

产化的比例 ,在引进那些市场需要量大的项目时要求在国

内独资或合资生产作为引进的条件 ,要力争在 5 ～ 15 年内 ,

大幅度提高环境科学监测仪器国产化比例 ,并象发展家电

行业那样 ,争取有一定数量的出口。

4.5　研制开发重点领域

(1)环境质量(空气 、水质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内容

已如前所述。

(2)污染源排放:污水 、废气 、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在线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

(3)提高现场采样监测仪器的质量水平和更新换代 ,研

制开发便携式现场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仪器 ,研制开发流动

监测车和监测船 ,为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源监督监测提供

快速响应的现代化手段。

(4)研制开发:机载 、车载 、船载 、星载遥感仪器仪表 ,如

激光测污雷达 、红外 、紫外遥感遥测仪器仪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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