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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由自动监视系统、自动监视装

置、监视中心三部分构成，主要由自动监视系统构成。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设备是指在污染源现场安装的用于

监控、监测污染物排放的仪器、流量（速）计、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记录仪和数据采集传输仪等，它是污染防治

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实际上就是

一套以现代电子信息技术设备为核心的一套系统，对排

污企业实施全程监督、及时发现和预防污染事故产生。

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主要污染物减排的统计、监测、考

核提供数据基础、为环境管理服务的管理系统。

一、葫芦岛市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安装现状

2004年起，葫芦岛市逐步对重点污染源安装在线监

控系统，并成立监控室，在监控室内就可以调阅查看监测

数据，可以实时监控全市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24小

时监控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全面提高环境执法效率。

近年来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自

动监控全流程“建管用”工作意见》（辽环综函（2021）

286 号）、《辽宁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

（试行）》（辽环函（2021）129 号）及市生态环境局《固

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全流程“建管用”工作方案》（葫环

发（2021）39 号）要求，为逐步创新环境监管机制、服

务企业，按照“事前、事中、事后执法”监管模式，至

此，葫芦岛市已按计划完成共计 149 家企业、332 个监控

点位在线监控设施的安装和联网，其中安装水污染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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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安装 52 家安装自动检测设备 392 台套，主要监测流量

计、温度、湿度、PH 值、COD、氨氮、总磷、总氮指标；

111 家大气污染源企业安装自动检测设备 582 台套，主要

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现场数据通过数字信

号传输到数采仪，数采仪再通过 GPRS 上传至国家 4.2 监

控平台。

从 2004 年到 2023 年，葫芦岛市在线监控设施建设

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线监控设施安装企业共

涉及热力生产和供应、铅锌冶炼、热电联产、染料制造、

化学农药制造、石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船用配套设

备制造、碳素等数十个行业。虽然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污染源监管的现代化、运维的专业

化等问题，但是在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中运行成本高，还

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改进。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污染

源在线监控设施的运营都是委托给了社会上的第三方机

构，如果企业没有在线监控房钥匙，运营成本都是由企

业自己承担，而第三方运营企业的监管则是由地市级以

上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来承担。

二、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

作用

1. 污染源在线监测为排污单位污染防治治理设施的

运行提供数据支持

自动监测设备不仅能 24 小时监管污染源主要污染物

排放状况，可以实时记录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的工

艺运行状况、关键技术参数，实现远程自动监控、超标

报警、派单督办和总量测算。

2. 污染源在线监控为环境执法提供数据参考和依据

生态环境监控部门利用电等监控数据，从数据完整

性、对逻辑关系、异常变动等方面展开大数据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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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疑似数据造假、设备运行不正常等违法违规行为，生

态环境监督部门要及时告知并配合同级执法部门，展开

现场调查取证工作，提高在线监控设备在日常监督管理

和执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3. 污染源在线监测为环境行政处罚提供证据支撑

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5] 第三十条和第二十九

条的规定，对已被环保部门标注过的自动监测数据，可

以作为确定违法行为的证据，也将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的法律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三、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运行过程中常见问题及认

定情形

随着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在现实中应用的数量增加，

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环境执法人

员在对现场检查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实质性问题，通过梳

理归纳，污染源在线监控应用中常见典型问题如下。

1. 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

在线监测设备是否规范、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监

测数据是否真实。排污单位不遵守相关规定，不确保自

动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转，造成自动监控数据丢失或失效。

其认定条件有：第一，在没有得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批准的情况下，对污染源的自动监控装置进行了停用或

部分停用。二是由于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出现故障而无法

正常运转，没有按要求进行汇报，或者没有进行维修就

无法恢复正常运转。

2. 在线设备运行维护不规范

排污单位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及时对在线监

测设备进行运维工作，从而造成数据不真实、超出允许

的误差范围，或者造成在线监测数据丢失或无效等违法

行为。常见不规范运维情形如下：一是仪器量程与数采

仪量程不一致，来改变输出电压或电流值，从而数据输

出量；二是废气未设置 NO/NOX 之间的 1.53 倍转换系数，

减小了氮氧化物的输出量；三是更换仪器内部取样管路，

让仪器始终抽取人为放置低浓度水样。四是在一次仪表

和二次仪表之间的传输线路中添加可变电阻的设备，来

改变数采数据输入量。五是采样管路中途加入稀释，减

小数据测量值。六是擅自变动或更改自动监测设备、参

数和数据，或不符合技术标准要求而改变仪器和试剂的

运行。七是自动监测数据的传送与实际情况不符。八是

重点排放单位的生产条件和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和

自动监测数据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关联。九是应当申报

而没有申报年度实施的情况。

3.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为掩盖非法排污等问题，主观故意对监控数据人为

控制进行“质”的改变，把原本超标的数据伪造成达标

数据。数据造假包括硬件造假、软件造假等多种情形：

硬件造假（以废气为例）：一是将排出的气体经过

打孔的取样管内，通入氮气，将污水中的取样探针置于

洁净的水样中，对样本进行稀释后，即可对其进行监控。

二是排气取样探针被拔下，取样系统和装置之间的联系

被切断，由取样探针引入到脱硫后的烟气中，使得在线

自动监控装置所收集的样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三是将纯

化或过滤设备联接到取样管道上，以减少污染物质的含

量。四是把一个信号消减器连在仪器和工业控制计算机

的数据线上，导致数据测量的不准确。

图1　硬件造假情形

软件造假：一是通过在工业控制计算机中嵌入或者

使用一些计算机本身带有的伪造程序来模仿和上载伪造

的信息。二是对测量范围或测量上下限进行了调整，导

致测量的真实值与上载的测量值不符。三是未经批准，

任意更改仪器的各项指标（斜率、截距、换算系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流速、流速等参数的变化，导致了

流速的变化，从而对流速的测量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是将一个信号消解装置，安装在仪器和工业控制计算

机的数据线上，造成数据降低。

图2　软件造假情形

四、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运维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1. 企业对自动监控设施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在这些企业中，安装这些设备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决

定，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国家或者当地的环境保护考核

的影响，一些企业对此没有充分的重视，他们没有意识

到建立和运行的重要性。这就造成了在系统完成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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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之后，忽视了设备运行状态的监督与考察，或是对

其进行了运营和维修的不标准，从而不能保证系统的正

常运营，使系统运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数据无法成为

环境保护决策的依据。

2. 污染源在线监控设备质量及工艺工况问题

在线监控设备品牌和质量参差不齐，设备稳定性及

准确性各不相同，设备性能不稳定，在实际应用中，往

往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严重影响了在线监控设备

的正常使用。工艺工况问题：治理设施设计不完善，投

入运行后不能长时间稳定运行，不能达标排放，在线设

备选型不合理，不能适应恶劣工况，造成运营维护量大，

且不能反应排放情况。

3. 污染源在线运维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自己没有专业运营技术人员、责任意识不同，

运营技术人员不按运维要求进行运营维护；大多数企业

是聘请第三方运维单位，但是为了节省资金，未进行调

研，聘请的运维方不靠谱，运维水平较低、技术力量不

强，运营单位运营管理不到位，备用物质储备不足，无

法保证运营质量。

五、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运行监管建议

1. 多措并举，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监管

为进一步强化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监督管理，提升

非现场执法能力水平，执法部门要采取多项举措强化污

染源在线监控设施规范管理工作。一是强化帮扶，点穴

式分类提升。建立了与其它要素部门协商机制，分析研

判全市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安装特点，逐个企业、逐个

点位开展一企一策措施，分类开展在线监控设施规范提

升工作；二是加强监管，建立异常数据核查、监测机制。

遵循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总要求，执法队第

一时间对生态环境部推送的在线超标异常任务进行核查，

对于在线监测数据出现了异常或超出等问题的线索，可

以让企业进行自我检查，并向企业递交一份书面报告以

及与之有关的证明文件。经审核确认，仍需赴现场调查

核实的，进行现场执法检查、监测；三是常抓不懈，务

求实效。执法机构将继续加强对污染物的日常检查，加

强对污染物的在线监测设备的监管，建立长效机制，确

保工业企业污染源达标排放。

2. 加强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管理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环境监管和执法实践中，主要

是以环评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在线监测报告等第三方

机构出具的数据和报告，来作为监管和执法的基础依据

的。但个别三方机构在编制环评报告、竣工验收报告、

环境监测报告时，唯利是图，企业要什么结论就写什么

结论，甚至是帮着企业来隐瞒欺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

图蒙混过关，造成重要污染问题避而不谈，从技术上开

展专业的弄虚作假，在线监测超标数据修改为达标，误

导环境执法人员监管。因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

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管，不能根据和依赖第三方机构

编制的检测报告进行监督管理和执法。

3. 积极探索信息化执法手段

支持各地生态环境行政机关在网络上进行监督管理，

开展网络证据（电子证据）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认证和说

明；确认等线上监管过程，可以直接反应出水或空气污

染物排放状态的相关参数、生产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用电量；录像等资料可以用作执法的依据，对非现场执

法方法进行改进和优化，从而进一步提高执法效率。

六、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阐述了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作为现

代化执法监管手段，在葫芦岛市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及解决对策。蟹类旁通，在全国同类城市应用中同

样会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提醒各级环境主管部门必须

认真分析，高度重视，坚决打击排污单位利用在线监测

系统进行环境违法犯罪，与此同时，还要构建一套能够

长期稳定运转的制度，强化对污染源的实时监测和控制，

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这样，就可

以让实时监测系统在环保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出它的功能，

为环保工作的开展、优化等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

支撑和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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