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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安全风险和防控

郭文静

甘肃省白银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甘肃 白银 730900

摘　要：安全风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普遍遇到的风险类型，存在于各个行业，生态环境监测行业也无法避免。文

章根据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实际情况，简单分析了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存在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其他风险，提出了几

点针对性预防与控制措施。在这个基础上，对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安全风险预防与控制措施进行了优化探究，希望为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安全进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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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在现今时代，早期工业粗犷式发展带来了众多

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广大民众对生态环境的不断关注，生

态环境监测也逐渐进入社会行业体系中。生态环境监测所开

展的工作涉及了物理、化学、生物多个学科，工作过程安全

风险更为复杂多样，再加上生态环境监测需要人员进入室外

作业，由此带来了一些不可控的外部自然风险，对安全风险

预防与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探究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的安全风险预防与控制措施非常必要。

一、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安全风险

1、 物理风险

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人员经常需要

接触气相色谱仪、离子色谱仪等仪器，上述仪器每时每刻都

在产生电离辐射。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监测场所大面积暴露于

紫外辐射、射频辐射、超声波辐射环境中，不仅会直接伤害

工作者的耳朵、皮肤、眼睛，而且会诱发工作者心血管系统、

生殖系统病变，甚至出现癌症。除此之外，环境监测工作者

需要接触大量电力仪器、高压气瓶，一旦防控不当，就会导

致渗透受到触电等伤害。

2、 化学风险

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者不可避免地

需要接触氰化钾、三氧化二砷等毒害化学试剂或甲醛、苯等

有机物，上述物质可以通过工作者的呼吸系统、皮肤甚至食

道进入工作者体内，对工作者嗅觉器官、内脏器官造成无法

逆转的伤害，同时会致使工作者免疫能力下降，甚至致使工

作者组织癌变、生长畸形、基因突变。

3、 生物风险

致病菌、病菌等微生物感染是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面

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比如，在医疗废水排放量大幅度增加背

景下，生态环境监测人员在采集样品、分析时必然要接触废

水，极易被废水内致病细菌感染。同时由于病毒、致病菌、

寄生虫及其分泌物具有潜伏性、空间污染、急性传染等特征，

在现场监测时，监测者不仅会受到健康威胁，而且会因液体

废物溢出、飞溅等处理不当，出现多种急慢性感染疾病。

4、 其他

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诸多无法确定

的风险因素，相关风险因素会直接威胁工作者的身体健康甚

至生命安全 [1]。比如，工作者在雷雨天采样时，极易因携带

金属工器具而遇到雷击事故，或者因地表径流过量而遇到山

体滑坡事故。再如，在采样过程中，工作者极易遇到毒虫咬

伤、交通事故、山林火灾、滚石打击、落水等安全事故。

二、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安全风险防控一般措施

1、 物理风险防控

对于电离辐射安全风险，工作者应严格依据国家放射

性规定，对样品、辐射仪器设备进行放射性检查。从初级辐

射、大型精密仪器辐射两个方面，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对于

初级辐射，工作者应向单位申请加强无线电辐射管理，避免

其对自身造成伤害；对于大型精密仪器辐射，工作者可以严

格遵循设备操作规程，并穿戴辐射面罩等防护装置，保证自

身安全。

对于用电安全风险，应从全部设备总体用电量入手，

落实电缆专用、电源专用、开关独立（含空气开关）方针，

保证现有设备运行在最大负荷功率以内。同时严格依据电力

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以及环境监测工作规范，进行规范操

作。若遇电力监测仪器设备故障，则需要及时切断电源，避

免私自接入，与专门的维修人员联系，降低故障危害。在离

开监测区域后，工作者应断开全部电力监测仪器设备电源，

避免电力风险。

对于用气安全风险，工作者应严格落实专气专用方针，

避免混合使用各种气体或气压表。同时工作者应避免私自灌

装，而是由专业操作者进行。在高压气瓶应用前，工作者应

对所连接仪器设备功能正常与否、气瓶气体泄漏与否进行检

查。在高压气瓶应用时，工作者应选择距离热源、火源、电

源较远，且干燥、无阳光直射、通风的位置，并站立在气压

表一侧，避免将身体部位对准气瓶总阀门。在高压气瓶应用

完毕后，工作者可以将阀门关闭，并检查气瓶内剩余气体量，

避免气体用尽倒灌问题出现。若需搬运，则应在平稳固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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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的基础上轻缓拿放。

2、 化学风险防控

对于危险化学品，工作者应从采购、储存、收集、处

置等几个环节，落实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方针，即优先选择

信誉良好的供应商进行危险化学品采购，并进行采购商采购

物品信息的动态管理。同时由专人分类别管理化学品，分开

存放有机化学试剂与无机化学试剂、酸试剂与碱试剂 [2]。

对于毒害化学品，则应落实双人领取、限量取用、双

人保存管理、双人使用台账机制，保证危险化学品处于防火

防水、通风的区域，并设置专门的化学品回收机制，尽可能

降低化学品的危害。同时对于易挥发产生毒害气体的化学试

剂，应严格遵循监测要求，选择通风橱内操作，避免体表、

衣服与化学试剂直接接触，并在操作完成后进行手部、脸部、

鼻腔、口腔清洗。

对于部分具有腐蚀作用的化学品，操作者应在工作时

佩戴手套、面罩，正确穿着实验服，避免腐蚀性化学品飞溅

到体表或衣物上引发剧烈腐蚀作用。

对于易燃易爆化学品，操作者应注意轻缓拿放，科学摆

放，远离火源特别是明火。若需废弃，则应规范操作。同时

掌握消防沙、灭火器的操作方式，保证安全风险的及时消除。

3、 生物风险防控

对于生态环节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潜在病原微

生物、病原细菌，操作者应在佩戴手套、口罩的基础上，正

确穿戴塑料围裙或耐性较佳的制服，必要时开启微生物兼容

安全柜，避免潜在有害生物外泄。同时在正常清洁监测区域

的基础上，操作者应根据规范操作程序，进行监测介质的科

学清洗，并合理选择消毒剂进行消毒。对于废弃物，则将其

运输到恰当的废物单元后，用灭菌的防漏塑料滤袋消毒，避

免微生物渗漏。

对于需要进入不同地点进行样品采集的人员，应严格

根据环保相关从业人员所暴露风险的防范文件，从工作前、

工作中、工作后，针对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手套、口罩，

并穿戴防护服、护目镜等用品，同时用酒精等对有关环节进

行消毒。

4、 其他

根据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风险形成原因差异，所对应的

风险预防与控制措施也具有一定差异。在进入生态环境中进

行监测时，操作者应全面了解特定时期样品采集所在地天气

情况，准备必要的安全帽、面罩、救生衣等劳保用品以及药

物、防寒用品 [3]。在夏季雷雨时期，避免携带金属器具，或

者为金属器具准备特制的保护装置，避免在陡峭山崖下避

雨。在外出时，监测人员应要求驾驶人员定期保养、检查、

维修车辆，制止超速、超载行为。若需进入山林，则应避免

携带明火，并穿着绑扎防穿刺护具的防砸鞋，降低毒虫爬咬

风险。

三、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安全风险防控优化方案

1、 合理利用安全检查表

安全检查表是从系统视角列出工作中面临的多层次不

安全因素，按顺序检查解决的表格。安全检查表的应用，可

以为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安全风险预防提供有效的支持。

对于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而言，工作者可以从人的不安

全行为、作业环境不安全因素、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缺陷

几个方面，进行自查表格的制订，便于预先发现安全风险预

先解决 [4]。比如，岗位设置不足、缺乏安全操作习惯、化学

试剂管理不当、恶劣地形地质等。

2、 加强安全文明建设

安全文明建设是保障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安全开展的关

键。工作者应从设施与环境规范入手，在确保监测用仪器设

备鉴定 / 校准合格且处于有效期内的情况下，依据 HJ168-

2020、GB8978-1996 的相关要求，进行样品有效性管理 [5]。

同时工作者应注重自身职业操守提升，主动了解与环境监测

相关的知识，丰富个人专业库，在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准确性

的同时，维护自身工作安全。

文章结语：

综上所述，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者

不仅会遇到辐射、触电等物理性安全风险，而且会遇到毒害

化学试剂中毒、致病菌感染以及落水、山体滑坡等安全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工作者应从自身做起，仔细研读与监测工作

开展相关的注意事项，注重仪器设备用电安全防护以及用气

安全防护，学习与监测工作安全事故相关的应急处理方法，

尽可能降低工作中安全风险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保证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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