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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意义
闫博

 石家庄高新区宋营镇环保所，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生态环境监测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监测方法，它可以对环境数据进
行收集和分析，为制定环保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对生态环境监测及环境保护的作用和意义进行分析迫在眉睫。基于此，本
研究将以生态环境监测为对象，探讨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从构建监管机制、升级设备技术、构建
监管网络体系、提升监测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增加环境监测资金投入五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对策，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的实效，促进我国环境保护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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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erves as an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thod that collects and analyzes 
environmental data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focuses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o explore its role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current challenges. Targe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five aspects: establish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upgrad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network system,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of monitoring personnel, 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se measures aim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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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8 日，我国自然资源部印发了
《“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提出要加强“监
测先行、监测灵敏、精准”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
测系统，保障“真、准、全、新”监测数据，为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提供重要支撑 [1]。近年来，大气、水质、土壤等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不但对人
体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极大的危害。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亟须建
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监测与评价方法。生态环境监
测最大的优点就是方法科学、技术先进，可以获
得导致生态环境污染的各种指标和数据，并向生
态环保部门提供相关数据，让职能部门的工作人
员更详细、更全面地认识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 [2]。
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
时期，对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在
此背景下，探讨生态环境监测对国家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的作用及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生态环境监测的特征分析

生态环境监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技术。它
主要体现在：第一，生产性。相关的工作人员可

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生产的步骤，而监控得
到的数据就是成品。第二，综合性。环境监测是
一种综合了多种监控手段，其监控手段和监控对
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再者，它必须要持续地进行，
因为环境并非固定不变，所以在进行监测时必须
要不断地进行，这样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而且
这一过程非常的复杂。第三，可追溯性。监测必
须得到政府的支助才能进行开展。二是生态环境
监测是政府主导的。可以概括为：第一，强制性。
生态环境保护所进行的监测主要是要对造成环境
的各种因子进行分析，找到对它们造成污染的因
子，这是在政府的扶持下进行的强制性工作形式。
第二，公正性。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公正和公平的
措施收集环境信息，并向公众公布这些信息。第
三，公共利益性。由于环保工作是一项公益性的
工作，所以它必须具备公益性质。第四，服务功
能性。环境监测的目的就是要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提供足够的资料，并且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
以保证在工作中能够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二、生态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分析

环境监测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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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包括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多种因子进行系统、
连续的观测和评价，为我国的环保工作提供重要
的基础数据。第一，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环境监测技术可以实现对这类污染物浓度的实时
监控，及时发现并及时处理，避免污染扩散和恶
化，这种及时发现和应对的机制对保护生态环境
和保障人体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第二，
通过长期的环境资料的积累和分析，可以更好地
理解和分析当前的环境质量的发展趋势，并对未
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为环保部门的环保决策
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同时，通过对
环境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污染的来源、污染的
路径，从而为相关职能部门的环境治理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第三，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执法的一
项重要基础，通过与监测数据和排放标准的对比
来判定企业是否存在违法排放行为，给环保部门
提供了证据，让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法律来制裁违
法者，保证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同时，通过对环
境监测数据的分析，可以为环境管理部门的决策
和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管理措施，从而促进我国
的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将环保行
动前后的环境监测资料进行比较，能够对环保行
动的实际影响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找出其中的问
题和缺陷，从而为制定和完善环保政策、提升环
保工作成效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
可以帮助有关部门更好地理解环境保护措施的效
果，同时也可以为生态环境部门的决策提供借鉴。
第五，重视生态环境检测可显著提升环境保护管
理的实际成效。通过对生态环境的监测可以对环
境中出现的问题、异常现象进行及时预警。这将
帮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地采取紧急行动，避免
灾害进一步扩大，减少损失。监控体系能够对环
保规定的实施以及公司的遵从性进行监控。这对
于预防非法排污、污染等违法行为，保证环保方
针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环境监测是对
环境治理行动进行评价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治理
前和治理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判断出治理的成效和
不足之处，进而提升治理效能。通过长时间的观
测资料，生态环境监测可以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健
康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可以帮助我相关的
监测部门提前做好准备，防止可能出现的环境问
题。

三、生态环境监测中存在的不足及成因

（一）财政投资力度偏小
环境监测工程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足够的经费

保障。但是，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
对于环境治理方面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环境监
测工作依赖于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精度的
仪器设备，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是必然的。但在经
费约束下，工程往往会遇到设备更新不及时和专
业人员短缺等问题，影响到监测结果的精度与可
靠性。其次，监测部门的专项资金在人力物力上
的投入不足，这既造成了环境监测工作的不平衡，

也制约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安全。随
着环境问题的加剧，我国对环境监测的需求不断
增长，但由于经费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难以适应我国对空气、水源等基本环境需
求。

（二）环境污染情报传播滞后
环境监测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污染信息

传输的滞后，特别是在突发污染事件中，这种滞
后会造成处理延误，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
伤害。突发环境事件是一种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
其预测难度很大。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不
能及时向环保部门传达有关信息，就会造成治理
滞后。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不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
和不灵敏的监控系统，导致政府不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作出响应。另外，政府部门的层级、烦琐的
工作流程使得信息的传达必须通过多个层级的审
批与汇报，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与环保工作的时
效性和针对性特点相矛盾，导致无法及时、有效
地采取对策 [4]。在信息的内部传递过程中会遇到
烦琐的审批程序和烦琐的审批程序，造成了处理
措施不能及时执行，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会进一步
加剧。

（三）监控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较低
环境监测工作要求检测人员具有较强的业务

核心素质，对各种检测仪器的使用与维修有较高
的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监理队伍的素质却
是参差不齐。由于受教育程度、训练等原因，
部分监测人员无法胜任繁重的工作，从而影响
了监测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性。此外，在对监
控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中，监管者缺乏
专业精神。环境监测并不只是单纯地收集资料，
还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解释。缺乏专业素
养会造成对监测资料的错误判断，进而影响到
对环境的整体认识。另外，由于缺乏对新技术
的适应性，导致技术人员的专业化不足。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监控手段、监控设备层
出不穷，对监控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部分工作人员对新技术的
了解还不够深入，这就制约了该领域的创新与
发展。

四、生态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策略分
析

（一）构建完善的环境监测管理机制
建立标准化作业程序及监控指引，可以保

证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及可比较，以减少错误，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效果。通过构建一
个统一的数据管理体系，保证监测数据的安全
存储、共享，能够促进各级政府部门和科研机
构的有效使用。进行经常性的品质监控与评价，
可确保资料之准确与可靠，并能及时发现并修
正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为保证监管机构的
合规运作，应设立一套有效的监管与检查机制，
包括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的评审。与此同时，还
应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明确监督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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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责任与权限，并对监督组织进行法律保护，
以避免对监督组织的不当干预与滥用。完善监
督组织的运行机制是保证监督实效的重要环节。
只有具有专业、准确、可靠的数据才能为政府
决策、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5]。
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地开展以上工
作，不断构建完善的环境监测管理机制，使其
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升级环境监测设备及技术
在具体的环境监测工作中，监测技术与设

施是监测人员进行工作不可缺少的手段，它直
接影响到监测结果的真实与有效程度。所以，
地方有关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和环境监测技术和
设施设备的更新，对地方现行的监测技术和设
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的检查，从而实事求是地引
进新的技术和设施设备，使之更新换代，从技
术因素的角度为环保工作者提供更有效的手段，
保证环境监测能够在硬件和软件上获得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在这一进程中，有关
部门也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方法，引
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技术和设备，为地区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三）构建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随着生态环境监测工程的不断深入，为更好

地支撑环保工作，应将重点放在对环境监测网
络系统的构建与优化上。第一，优化系统的核
心是建立健全的环境监测网。相关的环境监测
部门可以通过增加监测点数量、增加观测仪器
等手段，进一步提升监测的时间、空间分辨率 [6]。
第二，在环境监控系统中，技术因素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利用现代传感技术、遥感技术及
生物技术可有效地提高遥感监测资料的质量与
准确性。同时，实现监控装置的智能化、自动化，
降低了人为干扰，增强了监控的稳定性、连续
性。第三，要完善监测资料的集成与分享机制，
使之达到最优。环境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构建一
个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各监测点、各部门间
的实时共享，消除“信息孤岛”现象，提升信
息交流的效率。这就要求制定统一的资料格式
与共用协定，以保证资料的一致性与可比较性。
第四，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对突发性的环境污染
进行治理。利用监测网络系统获取的精确数据，
可以更及时、更精确地发现污染源，并进行针
对性地防治，这就要求建立密切的协作机制，
使得监测成果可以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与行
为，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提升环境监测人员的专业核心素养
第一，相关部门可以制定一套完备的培训

体系，让环境监测机构能够将相应的财政经费
投入这一工作之中，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完
善的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培训课程、邀请专家
来授课、组织技术交流与分享等方式不断强化
环境监测人员的核心素养 [7]。保证监测人员在线
上与线下的交流中能够持续地进行知识与技能
的更新，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与创新能力。

此外，还应该注重理论训练，建立与环境科学、
环境化学、仪器分析、计量认证等有关环境监
测的理论知识，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监测人员的
理论基础以及实践运用能力。第二，政府部门
与环保部门可针对环保机构内各个专业岗位的
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的职业培训，如质量监督
员、安全员、仪器设备管理员、化学试剂管理员、
技术档案管理员等，确保各个岗位员工的工作
能力和职业素质得到提升，为环境监测工作的
开展奠定基础。

（五）增加监测资金投入
为了保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有

效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增加经费投入。通过设
立环保基金、公益基金等方式鼓励企业、个人
对环保事业进行资助。为保证监测工作的高效、
准确，应加大对监测设备、传感器、实验室设
备的升级与维护。通过设立科学基金，激励科
研工作者进行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的科学研究，
促进环保技术的不断革新与提高。对监控工程
进行定期费用以及收益分析，保证资金的合理
配置与运用。同时，还应重视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基金监督与审核机制，保证基金的使用透
明、符合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大对生态
环境监测的经费投入，实现对环境变化的快速
响应，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为环境保
护提供坚实的依据。此外，政府和企业应充分
认识到环保投资的重要作用，并采取相应的对
策，为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键环节，对其进行有效地监测，对其进行全面
地了解、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于提升
环境保护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一名
生态环境监测者，应加强自己的专业能力提升，
不断完善自我理论、实践技能，为生态环境监
测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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