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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构建和完善我国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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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水利系统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水环境监测
网络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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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拼来，国家加大了水环境的治理力度，但从最近
三河三湖重点水域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除太湖流域

外，其它重点水域水质状况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水生态

环境似乎愈来愈糟。由于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致使信

息不对称，水质实际状况与各地平时上报的数据相差

甚远，掩盖了水环境的真实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完善

已有的水环境网络监测体系，构建国家统一的水环境

监测信息处理发布平台，为政府决策管理提供公正、权

威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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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的现状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水利系统就开展了
水环境监测工作，截止目前，全国七大流域机构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设立了由中央和地方编制部门批

准的水环境监测中心、分中心。现在，全国共有251个
水环境监测中心、分中心，监测人员2 218人，控制河
流1x567条，湖、库326座，布设地表水水质站点3 240
个、地下水水质站点1070个，并在省界水体人河排污．
口、重要水源地布设了监测断面，开展的监测项目可覆

盖水污染项目的绝大部分，初步形成了以各类水质站

为基础、各级水环境监测中心为核心的全国水环境监

测网络体系。

2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水环境恶化
的问题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要求获取涉及自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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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有关信息的意识愈来愈强，各级政府需要及时了

解水环境状况，特别是突发性水污染信息，为社会公

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可以说，没有任何

一个时候，政府为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水环境

监测工作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基础数据，发布公

正、权威的信息显得如此迫切。由于多方面原因，水

环境监测体系还不健全，严重制约了水环境监测工

作为水环境保护提供可靠支撑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2.1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1a合度不高
    全国251个监测中心（分中心）分属于流域机构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块块管理为主，而水利部水环

境监测评价研究中心由中国水科院管理。由于部门和

条块的分割管理，使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缺乏一个强

有力的牵头单位，致使水环境监测网络不紧密、不完

整，网络结点间显得松散，藕合度不高。

2.2水环境监测信息资源整合度不高
    目前，全国每年水质监测的有效数据达数千万个，
由于没有形成由中央级一流域级或省区级一地市级一县

级与行政管理相协调的全国统一水环境监测信息系

统，缺乏统一的信息处理平台，使得水环境监测信息资
源不系统、不全面，信息离散性强，资源整合度不高。

2.3水环境监测信息预测预报权威性不高
    水环境监测信息多源于水质分析化验结果，与水
体状况和人类水工程活动对水质影响结合起来预测预
报不够，分折得出的结果与环保部门相比不能很好地
体现水利系统的优势和特点，不具有唯一性，给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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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不高。

3构建和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是服务于水环境保护的基
础支撑体系，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按照流域和区域、水
量和水质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体
系建设，满足开展水环境监测工作的需要。
3.1完善中央、流域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
（监测站点）四级水环境监测体系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地市都设立了
水环境监测中心、分中心，与水文局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七大流域机构也分别设有水环境监测中心、分中
心。由于缺乏中央级水环境监测信息的汇集、处理、发
布中心，致使水环境监测网络祸合度不高。为此，笔者
建议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国家水环境监测
中心，统一汇集、处理和发布水质信息。
3.2构建统一的信息采集传输网络体系
    根据水质信息时效性要求，水质信息可分为常规
信息和突发性信息两大类。常规信息一般在水质站点
获取水样，送到水环境分中心（中心）进行化验分析，再
将信息通过通信传输网络送至省级中心。突发性信息

往往时效性要求高，需要配置移动水质分析实验室，在
现场通过移动网络将信息在第一时间传输至省级水环
境中心，便于各级管理部门和行政首长及时获取信息，
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突发污染事件。各级监测中心应把
各类水质信息资源整合起来，按照从分中心一省级（流
域级）一中央级中心的信息流程，通过国家防汛指挥系
统骨干通信网传输。

3'.3建立权威的水环境监测信息体系
    制定信息发布格式，建立统一的信息处理发布矛
台，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中央、流域（省级）、地市、
县级四级统一信息发布体系，加强量质结合的水环境
质量趋势预测预报，增强信息的权威性和透明度。

4结语

    水利部门的水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在站点的代表
性，大江大河监测采样设施，水量、水质结合的信息分
析以及流域管理方面具有优势，应当在进一步完善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优势，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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