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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环境监测先锋队 
翻开美丽中国新篇章
Approaching the vanguard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beautiful China 

■文、图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运管中心

当你漫步在大美长江之畔感受其

磅礴气势时，当你驻足山间田野聆听溪

流潺潺时，可曾想到这山水相连、绿波

荡漾的美好画面背后有多少人在默默

守护？让我们走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以下简称总站），一起了解国家地表水

环境质量监测的那些事儿。

“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

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总站时刻铭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生态环

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的统筹指导下，总

站严格按照“843”体系要求，从地表水

环境质量监测的网络设计、点位布设、

体系构建、运行管理与队伍建设等方

面，科学谋划、系统推进、真抓实干，精

耕细作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这块

“责任田”，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打好

国控水站（固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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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保卫战，支撑保障美丽中国建设。

建好“一张网络”，实现重点管理目标“全覆盖”
我国地表水具有流域面积大、分布范围广和水体

环境复杂的特点，要想全面、实时、准确地了解与掌握

水质现状，亟须构建一个布点科学、运行平稳、质控严

谨的监测网络。

自20世纪90年代组建国家地表水监测网开始，

30多年来，我国循序推进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

络建设。“十四五”期间，建成了由3646个国控手工监

测断面与1837个国控自动监测水站组成的地表水监

测网络（以下简称国家网），它是目前世界上覆盖区

域最广、技术最先进、质控最严格的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网，实现了我国十大流域干支流、地级及以上城

市、重要水体省市界和重要水功能区的“全覆盖”，形

成了“自动监测为主、手工监测为辅”与“手工、自动监

测深度融合”的监测新模式，通过主要指标自动实时

监测、特征指标动态监测、基础指标例行监测的有机

结合，真正做到了“国家考核、国家监测、数据共享”，

促进了水环境管理能力稳步提升，推动了全国水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健全“一套体系”，保障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摸索和经验积累，地表水国

家网建立起以“技术、质控、管理”为核心的三大体

系，使网络运行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有了根

本遵循，为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全”提供了坚实

保障。

地表水国家网的体系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抓住

“全”这个要点做足文章：一是全过程，技术规范贯穿

运维人员维修采水、冬季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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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选择、建设安装、仪器选型、运行维护、质量控制、

数据审核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它是标准尺，使每个环

节有“法”可依，做到标准统一；二是全要素，质控措施

覆盖人、机、料、法、环、测等各监测要素，辅之以“日质

控、周核查、月质控”多维度的细化措施。它像检验器，

可辨别真伪优劣，使每个要素有“法”必依，让投机行

为难以得逞；三是全链条，制定20多项管理规定，将

各项要求具体化，做到衔接有序、环环相扣。它是指挥

棒，统筹全局，对违规者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政

令畅通、落地见效。此外，根据不同水体特征与在用仪

器性能，提出“一站一策”针对性技术路线，研发形成

“多模式组合、动态感知、自动切换”的抗浊度干扰预

处理技术，克服了多数进口设备“水土不服”的通病，

增强了仪器设备对复杂水体的适应性，促进了国产设

备的功能提升与技术创新。“全过程、全要素、全链条”

的整体管控及三个体系的“交互驱动”，夯实了数据保

真的“安全坝”，并使之持续得到巩固。

国家网在数据“保真”的同时，“打假”也一着不

让、绝不手软。总站坚持预防为主的导向，严防人为干

扰监测行为发生，从技术层面织密“防火墙”，首创“关

键参数匹配、流程日志可溯、数据反演匹配、远程随机

质控、关键环节留痕、智能监控预警”等多信息复合印

证技术，使“1”个有效数据背后有“100”余条信息支

撑，把数据的“真”做铁做硬，经得起检验；从管理层面

打出“组合拳”，实行风险分级、动态更新管理，加强对

重点断面、重点指标、重点人员的管理监督，落实站点

周边环境排查，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督协同发力，压实

各方责任，对干扰行为“零容忍”，扎牢篱笆不留漏洞。

通过典型案例宣讲，提升了运维人员的数据敏感性和

对异常情形的甄别能力，震慑了人为干扰监测的行

为，干扰情形得到有效遏制。

锻造“一支队伍”，服务“先行、灵敏、准确”
“总站统筹调度、地方基础保障、机构日常运维”

是国家网的组织管理模式，涉及的区域面广、地区分

散、人员众多。以现场运维为例，运维人员就多达千余

名，运维工作一般是一个人独立进行或两人一组进

行。如何把分散的个体整合成一支队伍，拧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想、劲向一处使，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道理说起来浅显，做起来却不

容易。

古有言：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总站抓住“立

规矩、强能力”两个关键，在培养队伍方面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一是将一线运维人员纳入总站统一管理和

廉政监察范围，强化思想教育和监督检查，通过正面

引导、以案说法等形式，树立运维人员“监测质量生命

线”意识，确保不踩红线、不破底线；二是通过理论培

训、技能比武等形式，提升运维人员能力，开展“比、

学、赶、超”和“评先创优”活动，激发运维人员练本领、

强素质的热情，增强其自信心、使命感与荣誉感，让他

们以“国家队”为傲，争做标杆示范。

环境监测行业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每一座水

质自动监测站就是一座瞭望塔，伫立在江河湖畔守护

着一泓碧水；每一位运维人员就是一个流动哨，巡逻

在国家网的每一个监测点位。没有白吃的苦、白流的

汗，这群以年轻人居多的运维人员，经过长期学习锻

炼，尽管还是那个默默运维的“独行侠”，但不知不觉

中已经成长为“千里走单骑”的精兵强将，正是这支队

伍扛起了国家网日常运维的重担与责任，把廉洁、担

当、使命刻在心里，“踏踏实实运维，干干净净出数”。

某日，运维人员小吴发现高锰酸盐指数日质控未

通过，他仔细查阅视频监控、日质控、关键参数、流程

日志等信息，并下达了远程质控指令，仍然未通过。

“只能”去现场，尽管一来一回驱车近4个小时，但如果

日质控不通过，就要“丢失”一批数据，这是运维人员

自己心里就绕不过的坎儿。小吴检查完需要用的工具

和配件，赶到水站已经是10点多钟。他一遍又一遍检

查，找不出原因所在，似乎一切都正常。小吴头上开始

冒汗，像过筛子一样多次逐个管路、逐个泵阀、逐个环

节地一一排查，最终发现是一个泵阀松动造成的，泵

阀无法拧紧，只能更换。在更换泵阀后，按照技术要求

完成测试，已经接近12点，小吴顾不上吃饭，打扫了站

房卫生后，又赶赴数十公里外的点位去采样。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这支队伍始终保持“全年

在岗、全年无休和全过程跟踪溯源”的工作状态。

2022年，面对汛情、旱情、疫情“三情”的叠加考验，

运维团队舍小家顾大家，长期驻守站点，饿了吃泡

面，渴了喝井水，困了睡草席，除断电和断流等不可

抗因素外，实现了国控水站和国控断面运行的“应测

尽测，应采尽采”两个百分之百，用坚守和行动保障

了国家网的稳定、高质量运行，彰显了环保铁军顶梁

柱与急先锋的风采与担当。几年来，国家网每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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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余万组（约1.4亿个）有效数据，1.1亿组质控

数据与相关参数信息，数据有效率稳定保持在98%以

上的较高水平。  

  

用好“一套数据”，支撑“管理、决策、治理”
真实、准确的监测数据，客观反映着水环境质量

状况，关系到环境决策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针对

性，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与公众切身感受的一

致性，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监测数据从产出、审核到入库，可以说是一个复

杂的“品质控制”系统工程。国家网的监测数据实行

三级审核制度，每级审核都是对数据生产全过程的

一次体检与会诊。当数据异常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

经标液核查、水样复测、水样比对等多种方式验证，

再结合专家的复核研判和终审认定，科学判定数据

的有效性，确保每个数据都经得起质询。

如果说生产数据是环境监测的“最初一公里”，

那么数据应用就是环境监测的“最后一公里”。从海

量数据中，研究上下游点位关联、分析不同指标间的

逻辑关系、捕捉水质突变节点，为环境管理与环境执

法找准目标、输送炮弹，正是环境监测基石地位和作

用的体现。总站创新提出汛期污染强度的新概念，以

汛期污染强度分析与管理为抓手，堵住旱季“藏污纳

垢”、汛期污染“零存整取”的漏洞，可谓是抓住了面

源污染管控的“牛鼻子”，倒逼地方加强汛期污染面

源管理，着力解决水环境突出问题。目前，地表水国

家网的监测数据已经全面应用于水环境质量评价、

考核与排名工作，已经成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的强大推动力。“美丽中国哪儿美，监测数据告诉

你”，从2018年国家网组网运行至2022年年底，我国

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由71.0%上升为87.9%，

劣Ⅴ类断面比例由6.7%下降为0.7%。水变清了、鱼虾

多了、鸟儿来了，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水环境的变

化，“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图景重新回到了

我们身边。

多年来，国家网在服务和支撑环境管理的同时，

还承载着更多的功能。总站始终坚持“监测为民”理

念，通过举办“百个水站公众开放” “走近身边的母

亲河”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让社会公众走进

水站，了解数据产生的过程，使水站成为最贴近老百

姓的生态文明宣讲“科普驿站”，公众扫描国家网断

面桩和水站铜牌二维码，就“码上知道”身边河流水

质状况，了解地方水环境治理的举措。经统计， 2022

年国控水站共接待参观调研1800余次，累计3万余人

次，网上浏览量达58万余次。通过上述活动，总站积

极回应社会公众关心的环保热点问题，引领社会公

众走进监测、了解监测与信任监测，极大调动了公众

参与环保实践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回望这几年地表水

国家网的建设运行历程，在前辈辛勤工作的基础上，

这一代环保人矢志不渝、接力奋战，国家网收获累

累：共获得各类奖项5项，其中，环境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2项、二等奖1项，北京市与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各1项；出版专业书籍10部，制定行业标准5项。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强调，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新阶段、新变化与新需求，总站将紧紧围绕

研究型单位建设目标，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锚定生

态科技研究与创新，加快推进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

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国家网自动化、信息化和智慧化

水平，持续抓好监测数据质量，着力强化风险防控措

施，充分发挥国家网预测预警能力。同时，及时总结

国家网好的经验做法，加快知识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扩展对外延伸服务，发挥好国家网标杆示范的引领

作用，带动地方监测网络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断增强

地表水监测网络服务环境管理的支撑力，更好地服

务“三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统筹管理，

以生态环境监测的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环境的高水

平保护。

国控水站公众开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