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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wor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int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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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些年，中国越来越重视环境监测工作。论文结合实际，运用
文献法、调查法等对环境监测在环保工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对环境监测在环保工作中的应用策略展开探究，提出相关
观点，以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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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监测是为了特定目的，按照预先设计的时间和空

间，用可以比较的环境信息和资料收集的方法，对一种或多

种环境要素或指标进行间断或连续地观察、测定、分析其变

化及对环境影响的过程 [1]。将环境监测按监测目的分类，可

分为监视性监测、特种目的监测、研究性监测三类。监视性

监测又叫作常规监测或例行监测，是对指定的有关项目进行

定期、长期的监测。监视性监测主要包括两大项工作，分别

是污染源的监督监测与环境质量监测。特种目的监测又被叫

做特例监测或应急监测，常见的特种目的监测任务有污染事

故应急监测、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等。研究性监测也

称科研监测，是针对特定目的的科学研究而进行的高层次性

监测，研究性监测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很强 [2]。基于以上认知，

下面对环境监测在环保工作中的作用做具体分析。

2 环境监测对环保工作的作用

近些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卓越成就，国家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

护，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造成中国生态环境恶化，

沙尘暴、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体污染等环境

问题陆续出现，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身体健康已严重受到影

响。在此情况下，国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环境保

护任务，要求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手段做好环境污染治理与

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环境健康。在环境保护中，环境监测是

一项基础且重要的工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才能掌握环境

状况，了解环境受污染情况，进而制定科学可行的环境保护

方案与策略，确保环保工作科学有效 [3]。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也更加严重。近几年，中国环境污染事故

不时发生，这些污染事故使自然生态、群众安全等都受到影

响。研究与实践证明，环境污染事故会严重污染区域环境，

降低空气质量，并危害人员与动植物健康，影响地区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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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必须重视并做好环境污染监测，

通过开展环境污染监测，提前发现污染现象并作出处理，有

效预防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同时通过开展环境监测，了解

污染情况，为污染事故的治理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使环境

监测人员能在最短时间内查明污染原因，确定污染范围与污

染种类、污染程度等，进而迅速制定治理方案，采取有效措

施对事故进行治理，将事故影响、由事故带来的损失降到

最低。

3 环境监测在环保工作中的应用

3.1 自动化监测方案
基于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在此系统范围内，结合

北斗毫米级感知、短报文通信能力、融合多种监测传感器能

力，提供统一时空基准下的监测服务，实现对环境自动化监

测，辅助相关单位与人员开展大坝变形预防与处理。通过各

种传感器数据的实时采样，由各种设备组成的分别式网络传

输数据，结合远程通信将数据汇集到管理中心，在系统管理

中心经数据处理修正，同时与外部系统数据交互，最终在

GIS 地理信息平台上实时显示出大坝变形监测数据，显示各

监控点的实际情况，为各项防范与管理工作提供便利 [4]。

开展环境监测时，运用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

GNSS，进行连续动态监测，获得监测数据，显示出生态环

境具体情况。在连续监测的基础上，通过在系统中设置相应

的报警阈值，并综合运用分级自动发送信息报警手段，使环

境问题能得到及时的关注与处理。GNSS 的基本原理是测量

出已知位置的卫星到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之后综合多颗

卫星的数据得到接收机的具体位置。监测过程中，卫星的位

置可根据星载时钟所记录的时间在卫星星历中查出。而用户

到卫星的距离通过记录卫星信号传播到用户所经历的时间，

再将其乘以光速得到。当 GPS 卫星正常工作时，会不断用

1 和 0 二进码原组成的伪随机码发射导航电文。

自动化监测方案中还包含一个监测云平台，云平台服

务器实时采集、处理、存储、分析、显示、报警各类传感器

数据。在当前的技术支持下，一个平台可同时在多个项目之

间相互切换，平台中的地图可实时显示监测站点位置，站点

在线及离线情况，同时看到各类监测项目，生成折线变化情

况图片，便于工作人员了解现场环境情况，进而做出科学合

理的处理。

3.2 地理信息系统监测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空间信息系统，地理

信息系统以计算机硬、软件系统为基础，能对整个或部分地

球表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

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

要素包括人员、数据、硬件、软件及过程。人员是地理信息

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地理信息系统执行的各种任务及执

行任务的程序等都是由人员负责开发，系统的操作也需要由

人员完成。地理信息系统中包含多种类型的数据，如矢量数

据，栅格数据等，系统采用了地理模型分析方法，能够为信

息使用者提供多种空间和动态的地理信息。GIS 具备表格型

数据转换功能，可以将来自电子表格文件、数据库等的数据

转换为地理图形，并以地理图形的形式显示出来，使之更便

于浏览、分析与操作。地理信息系统中含有 GIS 软件及影

像处理程序、绘图程序、统计程序、数据库等，能为各项环

保工作提供便利。地理信息系统在环保领域的应用，主要是

在地理空间数据的分析、处置与存储、管理等方面，同时地

理信息系统也为地形图的绘制提供了便利 [5]。

3.3 GPS 卫星监测
卫星定位技术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点位监测的技

术。GPS 系统具有全球性、全天候、连续性及实用性等特

点，能为各类用户提供精准的坐标、速度与时间信息。运用

GPS 开展环境监测时，是通过测距交会将点位确定下来，

然后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已知坐标点到未知坐标点之间

的距离，将未知点的坐标数据解算出来。GPS 有多种技术

形态，其中静态定位技术与差分定位技术在环保领域应用得

最为广泛。

GPS 环境监测的要点包括：GPS 网布设在确定出监测

区域后，就应在区域内及周边布设 GPS 网，GPS 网由一定

数量的 GPS 观测站构成，观测站要满足位置合理，观测条

件优越、点位稳定等要求。

3.3.1 GPS 网观测
运用 GPS 技术进行环境监测环保时，需用到接收机等

仪器设备。接收机的性能质量按照 CH8016—95《全球定位

系统（GPS）监测型接收机检定规程》中相关要求进行检定，

将检定记录进行保留。接收机经检定合格后，用于环境监

测工作。GPS 监测期间还要用到光学对中器、圆水准气泡

等，对这些仪器设备，在使用前都需要做严格检查与详细地

测定，对在检查中发现的性能质量不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

不能用于监测工程。每次开展环境数据采集工作时，提前准

备好充电电瓶或电池，避免出现接收机能量不足不能工作的

情况。

3.3.2 人员组织
正式监测前组建好监测队伍，将各项责任进行划分与

落实，并要求各工作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环境监测作业。

一般情况下，可确定环保项目负责人 1 人，负责人全面负责

监测工作的开展与协调；环境 GPS 数据采集小组若干组，

每组若干人，负责仪器的维护管理等工作；内业小组若干人，

负责内业数据处理。

3.3.3 内业处理
对 GPS 接收机采集到的环境数据，要进一步处理。进

行内业处理时，可运用 GAMIT 等处理软件进行。运用专业

软件将采集到的外业数据进行 GLOBK 平差，将平差结果生

成报告形式并转换为 WGS84 坐标。开展数据处理工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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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详细检查外业数据，确定外业采集到的数据符合使用要求

后，再开展预处理工作。数据预处理主要需考虑以下问题：

数据的偶然误差，数据系统误差。数据偶然误差具有随机性，

是在监测过程中由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造成，对于偶然误差，

可通过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抵消。系统误差则有非随机性，

系统误差主要与仪器设备有关，如传感器性能不过关，导致

监测到的数据出现透镜焦距误差、主点偏移误差等。系统误

差会对建模精度及纹理映射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正式

建模之前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方法消除系统误差。例如，可

运用基于 Wallis 滤波的匀光匀色方式进行消除。

3.4 立体监测体系
运用现代监测技术构建立体式监测体系，强化空中与

地面移动监测能力，获取三维空间温室气体分布信息，有效

协助生态环境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总部规划制定“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达成路径。通过环境监测数据，结合地形地貌、

气象等综合环境因素，以及能源结构、产业布局等社会经济

特点，科学制定环境保护方案，做好环境保护规划。构建

立体监测网络，基于现有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背景站，

地基遥感站、卫星遥感手段，集合无人机航测等技术手段，

构建立体完善的监测网络，开展区域环境监测。立体监测网

络内建 4G/5G 通信能力，数据传输不限距离，使监测现场

与指挥中心等多地均可查看实时数据，随时随地掌握现场情

况。监测系统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支持事后导入历史

数据分析，提供历史数据下载功能，满足多场景下温室气体

分析需求，强化数据应用价值 [6]。

4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前提与基础，只有

开展环境监测，才能掌握环境健康状况，进而制定科学可行

的保护计划。在开展环境监测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科学

划分监测区域，实行分区监测更有利于提高监测效率与监测

精度。另外，还要做好对现代先进监测技术的运用，运用地

理信息系统、GPS 等构建立体完善的环境监测系统与网络，

实现对环境的有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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