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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11个月，山东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70 . 8%，PM2 . 5浓度同比改善14%，水环境方面
153个国控考核断面中优良断面占比68 . 0%……这些
生态环境领域最新的数据，来自山东省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生态环境
监测体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正在从专业化
的环境管理领域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支撑。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服
务政府监管、服务社会民生”为主线，以网络建
设、数据质量为抓手，规范完善监测管理，不断拓
展业务领域，全面推进信息应用，深化监测数据分
析，用“真、准、全”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为全省
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依据，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支撑保障。

大胆创新

构建山东特色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山东省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作为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业务
指导单位，聚焦重点领域大胆创新，多项工作形成
了山东特色和优势。

水环境方面，按照“谁考核、谁监测”的原
则，山东在全国率先全面实施地表水环境质量“采
测分离”监测。461个省控断面全部实施“采测分
离”，每月开展一次监测，对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
全指标“体检”。按照“应建尽建、全面覆盖”的
原则，全省省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达到432个，
实现了主要河流和湖库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和主要
污染物的实时监测。

大气环境方面，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市县乡四级
空气质量全指标自动监测全覆盖，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由市到县、到乡镇延伸。PM2 . 5和臭氧协同监测
网络建设达到国家“十四五”能力建设方案要求，
准确预测了每一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在强化有机物
监测能力方面，山东建设了省级二噁英实验室和消
耗臭氧层物质(ODS)实验室，填补了全省生态环境
系统二噁英监测能力的空白。研发了新型有机物分
析测试平台，实现一次进样同时分析国家规定的
104种有机物组分，显著提高监测工作效率。

土壤及生态环境方面，山东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农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通过国家评审，成绩名列前茅……省
级生态环境土壤样品库投入运行，储存着自“七
五”以来各类土壤环境监测调查产生的土壤样品。
建成卫星遥感数据接收处理与应用系统，开展大气
气溶胶和PM2 . 5遥感监测试点，初步形成天地一体
化的遥感监测能力，在全国率先采用“卫星遥感+
无人机”模式开展秸秆焚烧火点遥感监测。

污染源监控及应急监测方面，实现6518家重点
排污单位、10663个点位的自动监测联网，重点排
污单位联网企业数量和点位数量一直稳居全国首
位。建立起了“当地为主、就近协同、上级支援”
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机制，形成便携、车载、实验
室三位一体的应急监测装备体系，开创天地空系统
化、省市县一体化、水气土全要素覆盖的应急监测
演练新模式，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无
备”。

目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具备11大类
248个监测方法资质能力。以第一完成单位或第
一作者完成国家与省级重要环保科技项目58项，
编发国家与省级环境标准63项，获科技奖项45
项，发明和新型专利110项。

强化管理

坚守“真、准、全”数据质量底线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顶梁柱”和
“生命线”。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准、
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今年以来，山
东开展打击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清源”
行动，形成打击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高压
态势。

一方面严查重处“打假”，集中力量对全省重
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设施进行抽查，达到“清理一
批问题、消除一批隐患、规范一个行业”的效果。
另一方面强力推进源头“保真”——— 积极推进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应
用，实现各项监测业务全链条智慧化管理。山东在
全国率先建设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把“数据
孤岛”连接成“信息岛链”，建立横向业务协作、
纵向业务联动的协同联动体系，实现一屏纵览全省
监测业务全局。

其中，污染源自动监测运维管理子系统将运维
机构能力水平、人员行为、工作流程纳入线上监
管，全方位规范第三方运维工作。目前已有20余家
运维机构因无法满足系统管理要求而退出山东市
场。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信息
服务平台子系统已在全省16市全面推广应用，该系
统实现了监测活动全过程链条式管理，有效提升了
社会监测机构监测数据质量。

在确保数据真、准、全基础上，山东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着力强化数据分析应

用。据介绍，仅省级每
年 分 析 报 告

数量达4 0 0 0余份，推送异常数据工单达6 0余万
条。

为民服务

锤炼环保铁军“严真细实快”作风

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这是每一个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是开展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践中，山
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逐渐探索出了生态环境行业
特点和铁军优良作风相结合的思路和举措，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

近年来，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强化饮用水
水源环境监测，持续守护贫困村“水缸子”。2018
年至2019年，对908处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开展30余项
指标现状调查监测。自2020年起，定期进行水质监
测，共获取监测数据10万余个。坚持“监测公益服
务”常态化，每年为机关、学校、小微企业、居民
家庭提供环境监测公益服务。“环境监测开放日”
定期开展，2013年以来累计接待4000余人次。

在解决群众身边的“小污染”的过程中，在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程中，生态环境监测队伍
涌现出一批先模人物。

张存良，连续三年对全省37家118台单机装机
容量3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火电厂进行监督性监测。
获第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大比武个人二
等奖、省“五一”劳动奖章、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
员。

李恒庆，新婚不到一个月就响应号召报名赴西
藏开展技术援藏。援藏期间，他负责指导现场采样
和应急监测等工作，把自己的经验尽可能多地传授
给当地监测人员。

周成、谷树茂、郭文建，在韩国籍液化气船
“五号汽船”于东营港附近海域发生液化气泄漏
后，三人在最短的时间赶赴现场。经过应急队伍
四天三夜的应急监测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得到有
效控制，污染隐患得到控制。

22人的“小分队”，在天津港“8·12”爆炸事
故发生后，22名技术人员挺进核心区，展开有毒有
害物质和空气污染状况的监测，前后艰苦奋战38个
昼夜。

重污染天气冲在前，突发环境应急事件赶在
前，环境质量监测风雨无阻。以监测先行、监测灵
敏、监测准确为抓手，以摸清生态环境家底，守护
生态环境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山东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①监测开放日场景
②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持“科学 诚信

实干 创新”
③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测
④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
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监测场景
⑥齐河县黄河水乡国家湿地公园

（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供图）

守守好好环环保保““生生命命线线””

构建生态环境大监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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