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22, 12(2), 233-236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2.122030   

文章引用: 张蕊, 王钟宁.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准备工作的探讨[J]. 环境保护前沿, 2022, 12(2): 233-236.  
DOI: 10.12677/aep.2022.122030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准备工作的 
探讨 

张  蕊，王钟宁 

92538部队，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0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0日 

 
 

 
摘  要 

环境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对于处理环境突发污染事故十分重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如何做好环境应急监测

准备工作进行了探讨：建立应急监测组织机构、编制应急监测预案、加强应急监测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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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p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monitor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deal with sudd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o well the job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monitoring prepa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emergency monitoring or-
ganization, drawing up emergency monitoring plan and strengthening emergency monitoring ex-
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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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污染事故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

可抗拒的自然因素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受到破坏，人类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财产

受到损失，造成不良影响的污染事件[1]。近年来，我国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环境安全十分严峻。

应急监测是处理每一次环境污染事故的依据。一项完整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不仅包括对环境污染事故实

施的应急事故监测，同时也应该包含应急监测的一些日常准备工作[2]。做好突发环境日常的应急准备工

作，对于及时、准确、有效地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和处置突发事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建立组织机构、

制定预案和监测演练三方面对做好应急监测准备工作进行探讨。 

2. 建立应急监测组织机构 

环境应急监测部门应该采取建立功能全面、反应迅速且高效运转的环境事故监测小组。通常包括：

监测领导小组、现场调查与监测组、服务保障组等。为避免出现多指挥的问题而影响到环境应急污染监

测的质量和效率，各小组必须严格按照环境应急突发污染监测的要求，明确小组成员的职责，争取做到

思路清晰、操作规范，才能发挥出其在环境应急突发污染事故监测中的积极作用[3]。各小组的职责为：

领导小组应全面负责应急监测工作，包括制定工作计划、指挥调控人员到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和监测等；

现场组负责现场调查与监测工作，负责收集常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的快速监测方法，对污染物的种类、

性质、危害程度及受影响范围进行判定，向应急组长和专家报告现场情况制定初步应急监测实施方案，

根据现场情况提出隔离警戒区域范围和处置的初步建议，对应急监测的采样、分析、数据整理等环节实

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分析和评价环境污染事故监测数据，编制、上报应急监测报告；服务保障组负责制

定应急监测仪器设备、防护设施、通讯照明器材、耗材、试剂的配置计划及日常管理，对应急监测现场

电力供应、气象系统、仪器设备、防护设施、通用照明器材的保障和日常维护，对应急监测车辆进行日

常维护和保养，并对应急监测期间的车辆、后勤保障、应急监测人员现场安全及救护工作进行保障。 

3. 编制应急监测预案 

监测预案是指按照不同的污染源特点、事故类别、特征污染物种类等事先分门别类地预先做好的各

种备选方案。环境应急监测预案是应急监测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方案是否周全、周密、周到，关

系到整个应急监测能否顺利和有效地开展[4]。通常，若环境污染事故所产生的污染物为已知污染物，则

可根据该污染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或应急处理对策；若环境污染事故所产生或排放的污染物

为未知污染物，则首先根据污染事故发生单位的生产、贮存或运输情况判断该污染物为有机污染物或无

机污染物，然后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进行定性分析来确定该污染物。分析突发性的污染事件，对于提前

掌握污染物种类、浓度、排放量，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将危害控制到最低程度，对做好应急

环境监测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5]。由于污染事故可能对各种环境要素(如大气、水体、土壤等)带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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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破坏，而且由于环境样品尤其是事故发生时的监测对象具有瞬时变化的特点，增加了监测的困难

程度。所以，应急环境监测中，应以最简单、最迅速的监测方法，最便携的监测仪器、尽量少和最具代

表性的监测点位，来最大程度反应现场受污染情况。因此，应急监测准备中应对各类环境事故类型、污

染物监测方法、仪器设备等熟练掌握和运用。 

3.1. 熟练掌握事故类型 

通常，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污染物性质、发生的方式、事故表现形式等，可以将突发性环境

污染事故分为七类：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事故、废水非正常排放污染事故、溢油和污染物泄露污染事故、

燃烧爆炸污染事故、剧毒农药和除草剂污染事故、固体废物污染事故和放射性污染。按照事故影响的主

要污染类型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应急监测首先要解决监测对象的问题。不同的化学

物质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形态差别很大。在应急监测中主要任务是解决即时的大气、水体、土壤受污染

状况。 

3.2. 认真筛选监测方法 

通常应针对需要监测的对象来选择应急监测方法。对于大气污染，应选择优先考虑采用检测管法、

袖珍式检测器和便携式气相色谱法。对于水质污染，应优先考虑选用检测管法、化学比色法以及综合水

质检测仪器法。对于无机污染物，应优先考虑选用检测管法、综合检测仪器法和离子计法。对于有机污

染，应优先考虑选用检测管法、袖珍式检测器和便携式气相色谱法[6]。随着我国便携式监测仪器研发的

快速发展，便携式监测已成为应急监测主要方法手段。不论是便携法监测还是实验室方法，都有各自的

优点与缺点，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手段来达到监测目的。对事故监测必须提供最一般

的监测技术，已达到较快地启动各种仪器设备，从而迅速有效地进行全面的现场应急监测；分析方法具

有较好的灵敏度、准确度和再现性；分析方法的选择性及抗干扰能力要好。 

3.3. 合理选择仪器设备 

不同的污染事故需要不同的监测设备，包括人员的安全防护装备和现场应急监测设备，应合理选择

和适当准备。 
安全防护装备：应急监测人员根据污染事故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通常：有毒有害气

体的防护应重点采用呼吸道防护的方法，使用正压式氧气面具、防毒面具、防尘面具、浸水的棉织物等；

不挥发的有毒液体采用隔绝服防护；易挥发的有毒有害液体采用全身防护；易燃液体、气体的防护应重

点采用阻燃防护服和防爆设备(包括采用各类具有防爆等级的检测仪器设备)，主要装备有各种规格的阻燃

式全身防化服等；辐射防护采用防辐射专用防护服。 
应急监测设备：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特征、扩散速度和事件发生的气象和地域特点，按监测

技术规范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点位和应急监测设备。一般，应急监测设备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仪器

采用的分析方法的操作步骤要简便，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分析方法要快速，分析结果直观、易判断；

监测器材要轻便，易于携带，采样分析方法均应满足现场监测要求，体积小、重量轻，适于实时监测；

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准确度和再现性要好，检测范围宽分析仪器具有数据采集、存贮和传输功能；有害

物质和杂质对分析方法的干扰要小；采样的方法简便、快速、准确；取样和分析测量仪器最好不使用电

源或可用电池供电。 

4. 加强应急监测演练 

日常的定期演练是确保发生污染事故时有兵可用、有兵能用的关键。通过日常演练，可以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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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监测水平，建立健全应急监测制度和运行机制，集中检验环境应急监测方案的科学性、响应的

及时性数据的准确性和报告的可行性。通过应急监测演练，可以使人员进一步熟悉应急监测方案、掌握

应急监测内容、明晰应急监测程序，强化应急监测职责，了解环境监测报告的内容和要求，锻炼了队伍，

提高现场应急监测的组织指挥能力。 
通常，应急监测演练要求做到：各小组在领导小组的安排下迅速作出反应、积极配合；演练过程逼

真，组织有序，通讯通畅，要求应急监测队伍上下联动、快速反应的协调能力；整个演练过程应有完整

记录，作为训练评价和未来训练计划制定的参考资料，演练结束后应适时做出评价。坚持平战结合，即

平时做好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对应急预案进行充分的培训和演练，确保在污染事件发

生后，迅速进入应急监测状态[7]。 

5. 结语 

实施应急监测是做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置、处理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对污染事故的类型及污染

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为污染事故及时、准确地处理、处置和制定恢复措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因此，监测机构日常应做好人员组织、制定预案和事故演练等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当发生环境突发污染

事故时，才能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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