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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进展1 背景与进展1

1.1 背景背景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提•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提

出建设直管站

•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国办发〔2015〕56

号）提出监测事权上收

• 《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环• 《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环

办〔2015〕176号）要求2016年完成1436国控城市站

监测事权上收



1.2 进展进展

• 《关于做好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直管站第三方运维交

接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4]1831号） 上收了193接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4]1831号），上收了193

个直管站

• 《关于做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城市站社会化运

维交接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6〕1527维交接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6〕1527

号），上收全部1436个国控城市站，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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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交接范围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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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交接范围与形式交接范围与形式

• 第一批193（201- 8）个直管站

2014年中标公司交接给2015年中标公司，地方监

测部门见证 三方签字测部门见证，三方签字

• 其他1243 （1436- 193）个国控城市站

地方监测部门交接给2015年中标公司，双方签字

• 运维公司将交接记录表格报总站确认并备案

2.2 交接时间交接时间

• 9月初，全面启动国控城市站上收工作，10月底前

完成完成

• 京、津、冀、晋、鲁、豫、蒙10月底前务必完成京、津、冀、晋、鲁、豫、蒙10月底前务必完成

• 其他省（区、市）如遇特殊情况，可顺延至11月

底前完成

2.3 交接内容交接内容

• 主要包括

点位点位

站房

仪器设备

数据审核

• 以上内容存在问题 在交接表中注明以上内容存在问题，在交接表中注明



2.3 交接内容～点位(信息)交接内容 点位(信息)

• 登记以下信息

站点名称站点名称

联网编码

经纬度

高程高程

详细地址

2.3 交接内容～点位(功能)

监测项目

交接内容 点位(功能)

城市空气 SO2、NO2、PM10、 CO、O3、
PM 、气象五参数、能见度等PM2.5、气象五参数、能见度等

颗粒物粒径谱仪

沙尘天气
TSP和PM10（能见度、风速、风向
和大气压）

常规监测仪器

颗粒物自动监测仪

颗粒物采样切割头

温室气体 CO2、CH4等 能见度测定仪

颗粒物手工监测仪

2.3 交接内容～站房(1)

基础不牢

交接内容 站房( )

• 站房及周边环境——符合要求

站房防雷 正常

站房不符合

与建筑物太近
环境不符• 站房防雷——正常

• 供电系统——正常

环境不符

漏雨影
响运维供电系统 正常

• 费用——提供合同

• 验收资料——交接

• 站房无漏雨

2.3 交接内容～站房(2)交接内容 站房( )

• 钥匙——全部交接

• 影响进入站房的其他因素• 影响进入站房的其他因素

单位院内多层锁

——都应有钥匙

位于楼顶通道不畅位于楼顶通道不畅

——确保安全畅通

运维需爬 梯子不接运维需爬
窗进入

梯子不接
触地面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

参数测试设备

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

• 6参数测试设备

PM10、PM2 5、SO2、NO2、CO和O3设备PM10、PM2.5、SO2、NO2、CO和O3设备

• 校准设备

动态气体校准仪、独立臭氧校准仪（如动态气体校准

仪配备臭氧发生器，此项可不配备）、零气发生器、空仪配备臭氧发生器，此项可不配备）、零气发生器、空

压机

• 气象五参数设备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

采样设备

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

• 采样设备

PM10采样头、PM2 5采样头、气态采样总管和支管10采样头、 2.5采样头、气态采样总管和支管

• 数采系统

工控机、VPN设备

环动设备• 环动设备

采样泵、温度计、湿度计、空调等温控系统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部分站点配备)

• CH 、CO 等温室气体设备

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部分站点配备)

• CH4、CO2等温室气体设备

• 降尘设备降尘设备

• 能见度设备

• 城市摄影系统

室内监控仪、室外监控仪• 室内监控仪、室外监控仪

• UPS• UPS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六参数1)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六参数 )

• 设备品牌、型号、序列号检查——无变更

• 设备重要参数检查——无变更

颗粒物设备K值和K 值等颗粒物设备K值和K0值等

• 颗粒物设备输出状况检查——为标况颗粒物设备输出状况检查 为标况

• 仪器当前量程数检查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六参数2)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六参数 )

• 性能测试——工作正常

颗粒物设备颗粒物设备

校准膜检查或K0值检查

气态污染物设备

零点检查零点检查

跨度检查

响应时间检查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六参数3)

• 交接以下设备和资料

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六参数 )

• 交接以下设备和资料

颗粒物监测设备的标准膜、气态污染物监测设备的标

准气体、能见度校准板

说明书及随机软件硬件工具说明书及随机软件硬件工具

运行、校准、维修保养记录

验收报告

设备密码设备密码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六参数4)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六参数 )

• 更换设备——暂缓交接

• 运行不正常——地方监测站维修并确定期限

• 使用备机——地方监测站确定换回原设备期限

参数变更 提供证明材料• 参数变更——提供证明材料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校准)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校准)

• 动态气体校准仪测试——工作正常

• 动态气体校准仪配备臭氧发生器测试——工作正常

独立臭氧校准仪测试 工作正常• 独立臭氧校准仪测试——工作正常

• 零气发生器测试——工作正常零气发生器测试 工作正常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采样)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采样)

• 颗粒物切割器档案检查——齐全

颗粒物采样管加热装置检查 正常• 颗粒物采样管加热装置检查——正常

• 气态采样总管和支管气密性检查——正常• 气态采样总管和支管气密性检查——正常

• 气态采样总管风扇检查——正常

• 气态采样总管加热装置检查——正常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其他)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其他)

• 能见度监测仪、气象五参数仪检查——工作正常

• 能见度监测仪、气象五参数仪档案检查——齐全

• 最近一次校准时间检查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数采1)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数采 )

• 网络传输检查——正常

网络链接方式检查 登记• 网络链接方式检查——登记

• 联网参数检查——全部联网• 联网参数检查——全部联网

PM10、PM2.5、SO2、O3、CO、NO2、NO、NOx、气

象五参数

• 能见度、室内外监控检查 正常联网• 能见度、室内外监控检查——正常联网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数采2)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数采 )

• 数采软件检查——必须总站软件主动采集

——升级为4.5.16.2387版本

VPN设备、工控机检查 工作正常• VPN设备、工控机检查——工作正常

• 工控机远程访问权限检查——卸载远程控制软件工控机远程访问权限检查 卸载远程控制软件



2.3 交接内容～仪器设备(温室气体)交接内容 仪器设备(温室气体)

• 性能测试——工作正常

测试内容同“气态污染物监测设备”测试内容同“气态污染物监测设备”

• 与CH4相关的氢气发生器设备与CH4相关的氢气发生器设备

型号、出厂年限——登记

性能测试——工作正常

2.3 交接内容～数据审核(1)交接内容 数据审核( )

• 交接后，运维公司负责监测数据的在线审核

每日12时前完成前一日监测数据的在线审核

每月1日完成上月监测数据的审核每月1日完成上月监测数据的审核

监测数据经总站复核后同步给省级和地市级监测站

2.3 交接内容～数据审核(2)

• 国控城市站交接过程中

交接内容 数据审核( )

• 国控城市站交接过程中

监测数据在线审核以城市为单位整体交接

时间节点为11月2日（审核11月1日数据）

先交接的站点仍由地方监测站审核、在线传送先交接的站点仍由地方监测站审核、在线传送

运维公司每日9时前，向地方监测站提交前一日监测

仪器运维记录

从 月 日起，监测数据审核工作全部由运维公• 从11月2日起，监测数据审核工作全部由运维公

司负责司负责

2.4  问题及处理～站点

• 列入交接范围站点都应交接 并按时完成

问题及处理 站点

• 列入交接范围站点都应交接，并按时完成

• 属于地方“超级站”的国控城市站属于 超 的国控城市

正常交接

原则上，移走其他设备

确需留在站房内，省厅/局向环保部提出申请确需留在站房内，省厅/局向环保部提出申请

• 列入“粤港澳”网国控城市站

正常交接

广东省环保厅向环保部提出特殊运维要求申请广东省环保厅向环保部提出特殊运维要求申请



2.4 问题及处理～设备(1)

仪器设备以国家登记确认的为准

问题及处理 设备( )

• 仪器设备以国家登记确认的为准

各地不得擅自更换仪器设备各地不得擅自更换仪器设备

确需更换的，须经环保部批准同意

• 中央财政购买的备机要交接

备机配置情况见《2012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备机配置情况见《2012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

资金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设项目（一期）建设方案》

2.4 问题及处理～设备(2)

• 不影响监测工作正常开展的仪器设备一般性故障

问题及处理 设备( )

校准不合格

响应时间超过标准范围

动态校准仪、零气发生器等校准设备缺失或工作异常动态校准仪 零气发生器等校准设备缺失或 作异常

• 处理方式

地方监测站更换备机，可先行交接

在《城市站交接内容清单》注明地方监测站维修期限在《城市站交接内容清单》注明地方监测站维修期限

维修后，依据《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测试

2.4 问题及处理～设备(3)问题及处理 设备( )

• 仪器故障、站房条件明显不符合规范要求，影响正

常运行的，可暂缓交接，上报环保部

仪器设备型号与国家登记确认的仪器配置不符仪器设备型号与国家登记确认的仪器配置不符

列入国家能力建设计划范围，但设备未更新

• 非总站软件主动采集监测数据，改造后交接

2.4 问题及处理～设备(4)问题及处理 设备( )

• 卸载工控机全部远程控制软件，并填报在环办监测

函〔2016〕1527号通知附件4“其他情况说明”函〔2016〕1527号通知附件4“其他情况说明”

• 站房内其他设备物品站房内其他设备物品

及时清空

有特殊情况应上报环保部



2.5 交接督查～总体安排

保部组织 个督查组（暂定）开展督查

交接督查 总体安排

• 环保部组织六个督查组（暂定）开展督查

一组由部领导带队由部领导带队

其他组由监测司和总站负责同志任组长

各相关省（区、市）环保厅主管厅长任副组长

• 督查内容• 督查内容

运维交接的组织落实、工作进度、能力保障以及交接后运

维情况

2.5 交接督查～交接过程(1) 

重点检查内容

交接督查 交接过程( )

• 重点检查内容

站点及站房站点及站房

交接记 经纬
小时
数据

5分钟
数据

是否为
总站数

站房
内是 供电 站房 站点是 钥匙

是否有
影响进

录是否
签字完

备

度是
否变
更

数据
传输
是否
正常

数据
传输
是否
正常

总站数
采软件
主动采

集

否有
交接
以外

供
系统
是否
正常

是否
防雷
验收

否有网
络防雷
验收

是否
全部
交接

影响进
入站房
的其他
因素正常 正常 集

设备
因素

2.5 交接督查～交接过程(2) 

重点检查内容

交接督查 交接过程( )

• 重点检查内容
设备

设备
是否
完备

指标
是否
正常
运行

设备输
出是否
为标况

设备重要
参数是否
有变更

设备是否更
换或是否使
用备机

校准设备
是否交接

密码
是否
交接

其他设备
是否正常
运行完备 运行 为标况 有变更 用备机

是否交接
交接 运行

PM10
PM2.5
SO2SO2
NO2
CO
O3O3

2.5 交接督查～公司准备 (1) 

公司能力保障

交接督查 公司准备 ( )

• 公司能力保障
机构 省/市/自

治区
市

当地技术支
持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负责
人

联系
电话车辆 治区 持机构名称 人 电话

省/市/自
治区

市
国控点
名称

车辆品牌
及型号

运维车辆
车牌号

备
注治区

市
名称 及型号 车牌号 注

*每2个国控站至少有1个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日常维护，每4个国控站至少配备1
辆专用巡检车辆。



2.5 交接督查～公司准备 (2) 

省 市 自 国控点 运维人 身份证 上岗证公司能力保障

交接督查 公司准备 ( )

省/市/自
治区

市
国控点
名称

运维人
员姓名

身份证
号码

上岗证
编号

备注• 公司能力保障
人员

*每2个国控站至少有1个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日常维护，每4个国控站
至少配备 辆专用巡检车辆

耗材

至少配备1辆专用巡检车辆。

序
号

国控
点名

仪器
品牌

备件
耗材

数
量

仪器
品牌

备件耗材
名称

数量
号

点名
称

品牌
型号

耗材
名称

量
品牌
型号

名称
数量

1

1 1

2 21 2 2

… …
…

2.5 交接督查～公司准备 (3) 

序号 国控点名称 质控设备 数量 品牌及型号 备注公司能力保障

交接督查 公司准备 ( )

序号 国控点名称 质控设备 数量 品牌及型号 备注

1
1
2

• 公司能力保障
质控设备

…
…

序号
国控点 PM仪器 手工比

数量
品牌及

手工比对设备
备机

序号
名称 型号 对设备

数量
型号

1
1
2
…

…

国控点 备机品牌型号及数量
省 市

国控点
数量

备机品牌型号及数量

SO2 NO2 CO O3 PM10 PM2.5

2.5 交接督查～运维情况

• 已由公司运维站点的运维情况检查

交接督查 运维情况

• 已由公司运维站点的运维情况检查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分值 得分

01站房环境保障情况 站房环境 温度 相对湿度 防水 防雷 供电 501站房环境保障情况 站房环境，温度、相对湿度，防水、防雷、供电 5

02采样系统维护效果 采样口、采样总管和采样支管 10

03仪器日常维护效果 仪器工作状态、仪器过滤膜、耗材更换 10

04质量控制效果
动态校准仪流量检查。气态污染物采样流量，气态污染物流量、
标气浓度、t90响应时间检查，PM流量、K或K0值、校准膜检查
或K0值检查，校准设备计量检定、标准气体有效性

40

05通讯系统维护效果 数据正常采集 305通讯系统维护效果 数据正常采集 3
06运维人员要求 否持证上岗 2
07档案记录 记录规范和齐全 5
08运维工作完成情况 按照要求完成运维工作 2008运维工作完成情况 按照要求完成运维工作 20

09异常情况处理情况 是否及时处理异常情况的（如故障应急处理等） 5

10飞行检查情况 飞行检查采用现场比对中各项目监测结果是否满足比对要求

总分总分

3 运维管理3 运维管理



3.1 数据共享模式数据共享模式

城市站 城市站用户城市站
数
据
共
享

反
馈

城市站用户

运维人员 子站 国家站

数据传输

反馈

数

国家站用户

数
据
共
享

反
馈

省站

省站用户

3.2 运维工作内容维 作内容

运维公司负责站点 常运行 设备维护 设备维修• 运维公司负责站点日常运行、设备维护、设备维修、

质量控制、量值溯源等各项工作，具体包括：质量控制 量值溯源等各项 作，具体包括
运维工作一般要求
日、周、月度、季度、半年、年等定期要求日、周、月度、季度、半年、年等定期要求
运维档案要求
质量控制要求
系统设备维修要求系统设备维修要求
其他要求

3.3 计划运维检查～现场计划运维检查 现场

• 京津冀80个城市站每月现场检查1次• 京津冀80个城市站每月现场检查1次

• 定期组织全国性的运维检查工作定期 国性的 维检查 作

• 检查内容包括

数据获取率

质控合格率质控合格率

子站现场检查

联机比对等

3.3 计划运维检查～网络(1)计划运维检查 网络( )

• 检查范围1436个城市站• 检查范围1436个城市站

•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检查内容 要包括

动态的仪器设备及运行状态

动态的日常运维和现场检查痕迹

实时的城市网、监测设备运行状况实时的城市网、监测设备运行状况

实时关联分析判断监测数据异常



3.3 计划运维检查～网络(2)

• 动态的仪器设备及运行状态

计划运维检查 网络( )

• 动态的仪器设备及运行状态

国控城市站的信息和安防信息

站房及周边安防监控与报警：掌握进出站房人员、时间信

息 人员进入站房或采样区域 自动记录并发出提示信息息，人员进入站房或采样区域，自动记录并发出提示信息

监测设备核心参数及其正常范围

重要参数变动的报警信息

设备信息有痕管理 跟踪变动的信息 变动原因和时间等设备信息有痕管理。跟踪变动的信息、变动原因和时间等

3.3 计划运维检查～网络(3)计划运维检查 网络( )

• 动态的日常运维和现场检查痕迹

利用GPS卫星定位技术监控运维人员位置

管理现场人员的考勤 操作过程和结果等管理现场人员的考勤、操作过程和结果等

移动终端机记录、上传运维工作内容和现场图像信息

现场检查未完成的报警信息

3.3 计划运维检查～网络(4)计划运维检查 网络( )

• 实时的城市网、监测设备运行状况

网络运行状态统计与分析

监测设备运行状况监测设备运行状况

不定期抽查设备质控情况

站房环境状况监控

监测网 设备异常 及时通知总站和运维单位监测网、设备异常，及时通知总站和运维单位

3.3 计划运维检查～网络(5)计划运维检查 网络( )

• 实时关联分析判断监测数据异常

历史数据历史数据

同城数据

同区域数据

设备状态设备状态

气象数据

其他数据



3.4 运维考核要求维考核要求

• 依据合同考核

• 每月考核一次

采取 分制 单站的考核方式• 采取百分制、单站的考核方式

• 主要考核监测数据获取率、数据质控合格率以及运主要考核监测数据获取率、数据质控合格率以及运

行维护工作完成情况等

3.5 运维违约责任(1)维 约责任( )

• 运维质量责任 包括：• 运维质量责任，包括：

公司10%站点未达到数据有效性要求，警告，扣除保证

金的50%

连续2次10%站点 或者单次考核20%以上站点未达到数连续2次10%站点，或者单次考核20%以上站点未达到数

据有效性要求，总站有权终止合同

同一站点连续两个月未达到数据有效性要求，扣除保证

金的25%；连续3个月 扣除保证金的50%；累计4个月金的25%；连续3个月，扣除保证金的50%；累计4个月，

总站有权终止合同

3.5 运维违约责任(2)维 约责任( )

运维公司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 否则总站有权• 运维公司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否则总站有权

终止合同终 合同

• 调整数据、修改参数、改动设备、弄虚作假等违规

行为，总站有权终止合同

终止合同后 在总站网站公开合同终止相关信息• 终止合同后，在总站网站公开合同终止相关信息

4 职责分工4 职责分工



4.1 环保部监测司环保部 测司

• 统一协调部署以下工作• 统一协调部署以下工作

国控城市站社会化运维交接

国控城市站监测点位的调整、仪器更换的审核

国控城市站 常 维 作管国控城市站日常运维工作管理

4.2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 测 站

组织运维交接相关方开展交接 作• 组织运维交接相关方开展交接工作

• 组织国控城市站日常运维和质控的管理组织国控城市站日常运维和质控的管理

• 组织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审核、复核、

发布和共享

• 国控城市站监测点位调整的技术审核

• 组织开展国控城市站监测质量QA/QC任务 不• 组织开展国控城市站监测质量QA/QC任务，不

定期进行检查

4.3 地方环保部门(1)地方环保部门( )

• 会同运维公司实施辖区内国控城市站交接

• 负责保障城市站的站房用地、站房建设或租赁、

安全设施 电力供应 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安全设施、电力供应、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

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

• 调整点位时，负责点位调整的前期技术论证工作

4.3 地方环保部门(2)地方环保部门( )

• 如遇站点供电、通信和周边环境等的异常情况，负如遇站点供电、通信和周边环境等的异常情况，负

责向总站报送上一日相关异常情况



4.4 运维公司运维公司

• 会同地方环保部门实施国控城市站交接• 会同地方环保部门实施国控城市站交接

• 依据《合同》及相关规范开展运维和日常质控工作依据 合同 相关 范开展 维和 常质控 作

• 负责站点运维安全，未经总站允许，严禁非运维人

员进入站房、采样探头和相关设施所在区域

及时制止干扰监测数据行为 并报告总站• 及时制止干扰监测数据行为，并报告总站

• 负责城市站数据在线审核工作，保证数据和运维记负责城市站数据在线审核工作，保证数据和运维记

录真实性

数据质量控制5 数据质 控制5

数据质量控制数据质量控制

想想5.1 指导思想与目标5.1 指导思想与目标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

5.3  环境空气监测质量体系5.3  环境空气监测质量体系

5.4  保障措施5.4  保障措施

5.1 指导思想与目标～～指导思想指导思想5.1 指导思想与目标～～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 以促进环境监测数据公开、开放、专业、共享为

原则 实行社会化运维 建立环境监测质量评估原则，实行社会化运维，建立环境监测质量评估

制度，不断提升监测数据的社会公信力

• 建设运行独立、透明、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技

术体系 保障各项监测活动规范 展 断提高术体系，保障各项监测活动规范开展，不断提高

监测数据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监测数据代表性 准确性 精密性 可 性和完

整性，促进监测数据质量的持续改进



5.1 指导思想与目标 ～目标～目标指导思想与目标 目标目标

质量控制体系实现“三个全覆盖”，即监测

要素、监测指标、监测过程全覆盖，确保完整性

要素全覆盖 空气• 要素全覆盖：空气

• 指标全覆盖：空气6项指标全覆盖：空气6项

• 过程全覆盖：从布点采样到数据处理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 ～重点任务～重点任务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重点任务～重点任务

统一环境监测技术方法。规范环境空气、地表水和土壤质

量监测技术体系和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使国家网的监测活

动在一个技术体系下执行，确保监测全过程受控动在 个技术体系下执行，确保监测全过程受控

建立量值溯源/传递体系。规范标准物质使用，健全以总

站为源头的量值溯源/传递体系 使国家网的监测活动在站为源头的量值溯源/传递体系，使国家网的监测活动在

统一的量值体系下进行，确保数据准确、可比

创新运维监督检查方式。综合运用网络技术、视频监控技

术、以及数理统计技术等手段，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监督

检查，使质量控制的全部要求在实际监测活动中得到落实

，确保国家网外部质量监督体系有效运行，确保国家网外部质量监督体系有效运行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运行机制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行机制行机制

针对国家网运行方式的转变，把质量管理的重心从地方监测站针对国家网运行方式的转变，把质量管理的重心从地方监测站

调整到委托服务机构，着力完善质量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全员

全过程质量控制工作机制

外部（第三方）监督

完善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管理体系：内部质控和外部监督，
统一各个环节，统一各级各类监测机构的监测活动质控要求

外部（第三方）监督

• 统一的质量 • 覆盖各要素
的量值溯源/

规范化规范化
内部质控内部质控

有效的有效的
外部监督外部监督

国家网
质控体系

管理制度

• 统一的技术
标准规范

的量值溯源/
传递体系

• 质量监督核标准规范

• 标准化的质
量体系文件

质量监督核
查考核体系

• 数据造假依
法追责

国家负责国家负责
各单位对自身数各单位对自身数
据质量负责据质量负责

……
法追责

……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运行机制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运行机制运行机制

国家网质量管理体系由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和外部质量监督国家网质量管理体系由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和外部质量监督

体系构成，内部受外部的监督与检查，由数据质量专家委

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国家网运行的制度、机制、监测过

程以及各要素监测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监测总站对运维/监测公司的质量体系运行进行监督考核

区域质控中心协助监测总站对辖区内运维/监测公司的质量区域质控中心协助监测总站对辖区内运维/监测公司的质量

体系运行进行监督考核

运维/监测公司通过公开招标产生，相关公司必须通过实验

室资质认定，监测技术人员须持证上岗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运行机制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行机制行机制

环保部环保部

监测总站监测总站

数
据
评

监
督
检

区域质控中心

评
估

检
查运维/检测机构

地方网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职责分工～职责分工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责分责分

• 关键机构职责分工

• 执行计划

• 实施飞行检查

• 例行质控检查

区域量值溯源与传

• 体系、技术方案

• 实施飞行检查

• 编制报告

技术指导地方网 • 区域量值溯源与传
• 递

• 技术指导地方网

监测
总站

区域质
控中心总站 控中心

第三方

按国家网要求制定• 环保部组织

运维/检
测公司

第三方
质量评

估
• 按国家网要求制定
体系

• 执行质控技术要求

• 环保部组织
• 评估质控计划、报
告、数据质量

• 审核指导体系运行
完善完善

5.2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职责分工分工

运维 监测机构

任务、分 与运行机制～～职责分工分工

运维/监测机构

建立质量保证实验室建立质量保证实验室

用于传递标准的温度计、气压表、压力计、流量计以及

其他校准设备量值溯源，1次/年

用于工作标准的流量计等，标准传递2次/年用于 作标准的流量计等，标准传递 次/年

臭氧工作标准传递2次/年

每个城市PM10和PM2.5手工采样，至少5天/月（有最低点

数要求）要求）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职责分工～职责分工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职责分职责分

运维/监测机构运维/监测机构

按照运维服务合同要求，开展日常运维/监测工作，执

行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国家网质量体系文件和QA/QC计

划；落实内部QA/QC要求划；落实内部QA/QC要求

区域质控中心

按照合同要求 执行监测总站发布的年度质控计划 协按照合同要求，执行监测总站发布的年度质控计划，协

助监测总站开展量值溯源/传递和质量监督检查



5.2 任务、分工与运行机制 ～～职责分工职责分工任务 分 与 行机制 ～～职责分工职责分工

监测总站

制定统一的监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技术方

法 制定并实施年度质控计划 开展量值溯源/传递和质法；制定并实施年度质控计划；开展量值溯源/传递和质

量监督检查；编制国家网数据质量年度报告和数据质量

专报

数据评估专家委员会数据评估专家委员会

对国家网环境监测质量工作计划、质控报告等进行系对国家 环境 测质 作计划 质控报告等 行系

统评估；对各相关单位的监测和质控工作进行检查，指

导国家网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和完善导国家网质量控制体系的运行和完善

5.3 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内控技术要求～内控技术要求

1、颗粒物

日常运维：站房巡检、清洁切割头、流量检查、标准膜校准、

记录

手工比对：采用统一配发的滤膜，每个（要求的）站点每月开

展1次，每次比对获得不少于5天（时段）的比对数据

2、气态污染物

日常运维：站房巡检、清洁采样、零跨检查和校准、准确度检日常运维：站房巡检、清洁采样、零跨检查和校准、准确度检

查、精密度检查、动态校准仪的多点校准、更换滤膜等耗材、记

录。使用统一的标气开展日常校准

O3量值传递：每年将臭氧传递标准送监测总站进行1次一级校

准，并采用臭氧传递标准对下一级臭氧传递标准进行校准，每半传 传

年对臭氧自动分析仪进行1次量值传递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

1、臭氧自动监测量值溯源与传递体系示意图

国际基准

运运
维
机
构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气质 测质控体系 外控 术要外控 术要

构建了O3量值溯源与传递体系构建了O3量值溯源与传递体系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2015年建立了环境空气臭氧一级校准实验室

• 建立了以标准参考光度计（SRP）为源头 向下逐级传递的量值溯

构建了O3量值溯源与传递体系构建了O3量值溯源与传递体系

• 建立了以标准参考光度计（SRP）为源头，向下逐级传递的量值溯
源与传递体系

• 已校准了30余台传递标准 覆盖了7个省级监测站和7个运维公司

空气 站

已校准了30余台传递标准，覆盖了7个省级监测站和7个运维公司

臭氧 级校准实验室 空气子站臭氧一级校准实验室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气质 测质控体系 外控 术要外控 术要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 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部质量监督外部质量监督

2、手工采样设备比对测试

各运维公司和区域质控中心将2台手工采样器送至总站进行集中

气质 测质控体系

各运维公司和区域质控中心将2台手工采样器送至总站进行集中

比对测试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气质 测质控体系

• 工作原则• 工作原则

总站：统一采购采样滤膜

总站或委托区域质控中心：集中称量、发放和回收滤膜

采 发放 采 滤膜 对运维公司：采用总站统一发放的采样滤膜开展手工比对

颗粒物比对平台
（多台手工采样器）（多台手工采样器）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部监督检查外部监督检查

2、颗粒物现场手工比对

气质 质控

由监测总站统一采购滤膜，发放给区域质控中心；区域质控中心

进行比对采样、滤膜称量、整理汇总结果，报送监测总站

3、气态污染物标气考核

采用经过监测总站校准的O3校准仪现场动态发生标气，对现场分采用经过监测总站校准的O3校准仪现场动态发生标气，对现场分

析仪进行比对考核

采用统一的CO NO SO 标气 对现场分析仪进行盲样测试采用统 的CO、NO2、SO2标气，对现场分析仪进行盲样测试

4、飞行检查，以问题为导向，环境管理需求

5、网络检查

建设自动站全方位视频监控系统、在线运维管理系统、运行参数

实时采集和传输软件、自动化的数据质量网络监视平台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部监督检查外部监督检查气质 测质控体系 外部监督检查外部监督检查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部质量监督外部质量监督

空气自动监测质控体系

气质 测质控体系 外部质外部质

日常运维 监督检查

颗粒物 气态污染物 颗粒物 气态污染物

日常巡检、
手工比对、
数据评价

日常校准、巡检、臭氧
逐级传递、不确定度、

评价指标

手工比对、
流量检查、
运维检查

现场比对核查、
标气考核、结

果评价数据评价 评价指标 运维检查 果评价

内控 外控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质量报告

数据质量持续改进

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纠偏气质 测质控体系 纠偏

1、在国家网空气自动站日常质量管理活动中，如若发现仪

器数据有较大偏离，应立即检查仪器的运行状态，进行仪器设

备的调试、校准或维护。

2、在对国家网空气自动站进行监督检查时，如若发现监测

数据不满足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或超出了年度质量控制目标数据不满足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或超出了年度质量控制目标

的范围，应立即启动仪器的纠偏程序。

（1）报告，启动程序

（2）由空气自动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仪器进行校准（2）由空气自动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仪器进行校准

（3）仪器经校准后，需再次开展现场比对，反复校核直至（ ）仪器经校准后，需再次开展现场比对，反复校核直至

仪器满足相关规范或年度质量控制目标的要求



5.4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监测总站建设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管理信息化平台 集中管理监测总站建设国家环境监测网质量管理信息化平台，集中管理

质量控制和质量监督信息，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实时调取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运维信息，包括人员到点位运维

的位置记录、视频，以及运维操作过程产生的数据记录

实时展示环境空气在线监测数据，监控自动数据的上报状态和有

效率 并具备数据审核功能效率，并具备数据审核功能

动态监控环境空气监测点位信息

汇总分析飞行检查、实验室能力考核等监督检查的结果数据

实时筛查可疑数据

5 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5.3空气质量监测质控体系～外控技术要求～外控技术要求

以问题为导向的质量监督检查

2015年全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PM10和PM2.5监测数据没有明
显的断崖及异常聚集，未发现人为干预。

报告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