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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中环境现状监测存在问题与对策

王翠芬

乌拉特前旗环境保护监测站，中国·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4400

摘 要：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是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析和评估的方法。环境

现状监测是环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提供了项目实施后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是制定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环境现状监测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环评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论文旨在探讨这些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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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is	a	method	of	predicting,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at	may	aris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Environmental	
status monitoring is a crucial par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viding direct evidence of the impact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erving	as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However,	in	
practical	operation,	there	are	some	issues	with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hich	ma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and	accuracy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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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评价是在进行各类工程、项目或政策实施前，通

过科学的手段对环境状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以确保其

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而环境评价的准确性直接依赖

于环境现状监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然而，当前环境现状监

测存在一系列问题，威胁着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2 环境现状监测存在的问题

2.1 监测指标不全
在实施环境现状监测时，常常面临监测指标不全的问

题。这主要源于对项目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全面影响缺乏深入

理解，或者因为受到了预算和时间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

监测指标的选择可能过于狭隘，仅关注特定污染物或环境参

数，而忽视了其他可能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此问题

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在项目规划和实施阶段，对潜在环境影

响的全面评估不足，导致监测指标的选择缺乏前瞻性和综合

性。另外，项目方可能在制定监测计划时面临预算和时间的

限制，迫使其在监测指标的选择上进行权衡和取舍。为解决

这一问题，应该在项目规划的早期阶段进行更全面的环境影

响评估，以确保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有清晰的认识。同时，

在监测计划的制定中，应该更加注重在有限资源下的权衡，

确保监测指标能够尽可能全面地涵盖可能的环境影响，而不

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这可能需要采用多指标、跨学科的方

法，确保监测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最终提高环境评价的准确

性和可信度。

2.2 监测点位设置不合理
在环境现状监测中，监测点位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可能

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地点的选择不当。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监

测数据无法真实反映整体环境状况，因为监测点位可能过于

集中在某一区域，而忽视了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地方。监测

点位设置不合理可能是因为在项目规划中未能充分考虑到

潜在的环境变化和影响扩散的特性。过于集中的监测点位可

能会导致对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估不足，而忽视了可能在其他

区域产生的效应。这样的设置无法提供全面的环境数据，限

制了对环境变化的全局理解。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在监测点

位设置之前进行更为全面的环境风险评估，考虑到项目可能

对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监测点位的选择应该基于科学的方

法，涵盖潜在的受影响区域，确保监测点的布局能够全面反

映环境的空间变异性。这可能需要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等工具，结合环境敏感性分析，确保监测点位的设置更为合

理，能够真实反映整个监测区域的环境状况。

2.3 监测频次和时间不足
在一些地区，环境监测频次相对较低，未能及时、全

面地反映环境状况的变化。过少的监测频次可能导致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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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过短的监测时间可能无法反映环境的

长期影响，从而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监测频次

不足可能是由于监测计划在制定时未能充分考虑到环境变

化的时间尺度和周期性。某些环境因素可能在短时间内表现

不明显，需要长期的监测才能捕捉到其真实的趋势。而过少

的监测频次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数据点来揭示这些潜在的

长期趋势，从而影响对环境状况的全面理解。为解决这一问

题，应在监测计划制定阶段对环境的变化特性进行更为深入

的分析。监测频次的确定应考虑到被监测环境的动态特性，

确保能够充分捕捉到变化的关键时刻和周期。此外，监测时

间的长度也应足够长，以覆盖可能发生的季节性、年度性等

长期变化。通过科学合理的监测频次和时间安排，可以提高

数据的可靠性，确保环境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和准确。

2.4 数据分析不准确
在环境现状监测中，数据分析不准确可能是由于数据

处理和分析阶段采用的方法不科学或过于简化。这种情况可

能导致监测数据中包含的真实信息丢失，从而直接影响到环

境评价的准确性。不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可能包括过于简化

的统计方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分析，以及对数据异常

值处理不当等。这样的方法可能导致对数据的过度平滑，掩

盖了数据的波动和重要变化。同时，如果数据异常值得不到

妥善处理，可能导致对环境问题的误判。为解决这一问题，

数据分析应该采用科学合理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并结合环境

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应该引入空间和时间维度的

分析，以更全面地理解监测数据。对于异常值，应该进行详

细的检查和合理的处理，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剔除或替换。此

外，应该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监测点的异质性，确

保对数据的解释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通过采用科学严谨的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可以提高监测数据的可信度，确保评

价结果更为准确和可靠。这需要在环境评价团队中加强数据

分析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入，以确保在评价过程中科学、全

面地解读监测数据。

3 对策和建议

3.1 完善监测指标
在制定监测计划时，必须追求全面性，充分考虑可能

受到项目影响的各类环境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空气、水、土

壤和生物。全面的监测指标体系有助于深入了解项目对周围

环境的综合影响，从而为环境评价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基

础。项目的性质和规模决定了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因此

在确定监测指标时应该根据项目的特性进行精准选择。对于

可能的环境媒介，如空气、水和土壤，可以选择包括颗粒物、

有机物、重金属、氮氧化物等在内的多维度监测指标，以全

面掌握各个环境媒介的污染情况。此外，对生物多样性、生

态系统功能等方面的监测也是必要的，以全面了解生态系统

对项目的响应。合理确定监测指标不仅需要充分考虑可能的

环境影响，还需要结合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法规要求，

确保监测的科学性和可比性。通过建立全面而合理的监测指

标，可以更好地保障环境评价的准确性，为项目实施和环境

保护提供科学可依的数据支持。

3.2 合理设置监测点位
在选择监测点位时，必须综合考虑项目的特点、潜在

的污染源以及地形、风向等环境因素，以确保监测点位的设

置是合理和全面的。首先，要对项目的性质和规模有深入了

解，确定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关键点，将监测点位设

定在这些关键点上。这样能够更精准地捕捉到可能发生的环

境变化。地形和风向等环境因素是影响监测点位设置的重要

考虑因素。对于可能受到污染物扩散的区域，需要考虑风向、

地形等因素，选择监测点位，以全面覆盖潜在的受影响区域。

此外，根据地形的变化，适当增加监测点位以应对可能存在

的空间异质性，确保监测数据具有代表性和可信度。适当增

加监测点位对于更全面地了解环境状况至关重要。通过合理

分布监测点位，可以捕捉到可能存在的局部差异，确保监测

结果具有更高的时空分辨率。这对于对环境问题的准确评估

和及时应对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合理设置监测点位需要考虑项目特点、环

境因素和地形变化，以及适当增加监测点位，以确保监测数

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为环境评价提供可靠的基础。

3.3 增加监测频次和时间
对于那些可能对环境产生长期影响的项目，应采取适

当的措施增加监测频次和时间，以确保更准确地了解项目的

环境影响。在这方面，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项目可能的长期

性影响，例如对空气、水、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潜在

影响，然后据此制定更为密集和延长的监测计划。适当增加

监测频次有助于更细致地追踪环境变化，捕捉到可能发生的

季节性、年度性或更长周期的趋势。此外，延长监测时间可

以更全面地了解项目对环境的长期影响，提高对长周期影响

的敏感性。这样的监测方式有助于深入挖掘潜在环境问题，

为环境评价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持。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

段进行监测是确保全面了解项目对环境影响过程的重要措

施。通过在项目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的三个阶段进行

监测，可以更全面地把握项目的环境效应，并及时调整环境

管理措施。这样的监测时间布局有助于及早发现和应对可能

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对环境的可持续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控

制。因此，增加监测频次和时间，以及在项目不同阶段进行

监测，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了解项目的环境影响，为科学

合理的环境评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4 提高数据分析准确性
在数据处理和分析阶段，为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

性，应当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首先，确保选用适当的统

计和数学方法，以充分反映数据的真实情况。对于不同类型

的监测数据，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如对于时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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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采用趋势分析、周期分析等方法，对于空间数据可考虑

空间插值和空间统计方法，以确保分析方法与数据类型相匹

配。此外，需要避免对数据的误解和误用。在进行数据分析

时，必须理解监测数据的背景和采集方法，了解数据的可信

度和局限性。对于可能存在的异常值，需要进行详细的检查

和合理的处理，而不是简单地忽略或替换。确保对数据进行

全面的质控，剔除潜在的干扰因素，以减少数据的误差。对

数据进行适当的统计处理和解释也是关键步骤。这包括对监

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等，以深入挖掘数据中的

潜在关联和规律。在数据的解释阶段，应结合环境背景、项

目特点和监测目的，对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确保对环

境影响的评估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

总之，通过采用科学、严谨的数据分析方法，避免数

据的误解和误用，对数据进行适当的统计处理和解释，可以

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为环境评价提供更为可靠的

依据。

3.5 提升环评人员的专业素质
为提升环境评价人员的专业素质，迫切需要加强专业

培训和素质提升措施。首先，针对不同领域的环评工作，应

制定系统、全面的培训计划，使环评人员对各类环境问题有

深刻的理解。培训内容可以涵盖环境法规、监测技术、数据

分析方法、环境模型等多个方面，以确保环评人员具备全

面而专业的知识体系。在培训的同时，还需注重实践操作，

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培养环评人员实际应对环境

评价工作的能力。这有助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技

能，提高环评人员在真实项目中的应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为确保环评人员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可以鼓励他

们参与跨领域的培训项目，拓宽专业视野，提高综合素质。

这包括但不限于与环境科学、地质学、生态学、社会学等相

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和合作。定期进行专业素质评估和考

核，以及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也是确保环评人员始终

保持专业素质的有效手段。这可以通过参与学术研讨会、行

业交流会议、发表论文等方式进行，以不断提升其在环境评

价领域的专业水平。通过加强环评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素质提

升，可以提高其理解和执行环评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推动环

境评价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确保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有效实现。

4 结语

环境现状监测是环评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操

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提高环评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我

们需要完善监测指标、合理设置监测点位、增加监测频次和

时间、提高数据分析准确性等对策。同时，也需要提升环评

人员的专业素质等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

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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