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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requiring various industries to 
develop on the premise of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in this process there are many case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pollution, s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work.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tasks, we can underst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btain the correct data,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alyze the problems, put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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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关系
季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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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要求各行业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已经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
不少对环境破坏污染等的案例，因此采取了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通过落实两项工作，能够了解环境的实际情
况，获得正确数据，开展全面评价，为环境保护治理等提供依据。在论文的研究工作中主要分析了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
价的主要内容，重点探讨两者的关系，分析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几点有效的对策，以及提高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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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监测主要是对环境开展全面监测工作，了解环境

的实际情况。环境影响评价是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可能造

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通过两者的有效结合，

有效落实环境保护的措施，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实

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环境监测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基

础，并贯穿于整个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从环境监测入手，

加强监测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并做好对环评人员的综合素

质培养，从而提高环评工作效率。

2 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与职能

2.1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他以环境为对象，运用

物理，生物，化学等一系列技术手段，能够对环境中的污染

物及相关组分进行定性定量的综合分析，从而研究环境的变

化情况。环境监测，它以统计学为基础，同时用包括了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内容。他能够为社会服务获得各项环境

监测数据，做好数据的综合分析，从而反映大气环境，水环

境，土壤环境等的环境容量、环境情况等等，从而为环境规

划，环境评价，环境保护治理恢复等提供基础数据。针对施

工项目开展环境监测工作，主要是对施工过程和竣工后的监

测，判断施工过程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1]。

在实际的工作中，环境监测必须要遵循科学性和实用

性的原则，监测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实

施。在制定监测方案时要更加注重监测的全面性和数据的有

效性。还需要遵守污染物优先监测的原则。例如危害严重，

毒性大的污染物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污染因子等等。采取

有效的分析监测手法，获得准确数据，有效遏制污染物的影

响。环境监测更加注重，全面规划和合理布局，根据建筑项

目的实际情况，确定监测点位及时采样分析处理数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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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测试落实，提高环境监测的质量。

2.2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是通过分析预测评估为工程开展提供相

应的环保建议，并评价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现状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预测与评价、跟踪评价三方面内容。开展

现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主要是针对已经运行一段时间的项

目开展监测工作，获取各类污染物的监测数据，从而评价该

项目建设后对该区域的影响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环境预

测与评价是根据地区的发展规划，对需要建设的项目进行环

境影响分析通过分析预估判断该项目建设后可能会产生的

各种环境影响。

跟踪评价是针对大型的建设项目开展跟踪评价工作，

在建设实施的过程中，及时地掌握各项数据信息，将这些数

据信息与预期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差异较大，需要及

时提出改进意见。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需要与环

境监测机构及时沟通，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

对项目现场的调查，确定点位建设全面的监测系统，完善监

测方案。在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监管，确保环境监测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的需求，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 [2]。

3 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关系

3.1 环境监测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
环境监测工作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基础，它能够为

环境影响评价提供各项数据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开展环评

工作，首先要对项目建设环境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了解拟建

设区域的环境容量，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噪

声环境等等。分析判断项目建设后对该区域所造成的影响。

而开展这一系的工作需要数据上的支持。因此 , 需要先进行

环境监测工作，掌握环境监测的各项数据信息，从而分析判

断该区域的环境质量，确定环境可承载力，为项目的建设提

供重要的依据。其次在跟踪评价工作中，同样也需要用到环

境监测技术掌握环境建设的动态，对环境的影响情况等等。

通过获得动态的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掌握环境建设与预

期建设的差异情况，从而提供改进建议。随着生态环保理念

在建筑项目中的不断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而环境监测在其中的基础作用也越来越突出。通过不断

发挥环境监测技术优势加强对整个环境的动态监控，能够开

展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3]。

3.2 环境监测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监督职能
环境监测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具有极强的监督功能，项

目建成后通过环境监测，能够做好对整个项目的监督管理。

发挥监督职能，开展动态监控，获取全面信息，为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是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发挥

监督职能，能够使施工方认识到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带来的各

种环境问题，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落实相关的环保措施和绿

色施工技术，保护好周围环境，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3 环境监测贯穿于整个环境影响评价中
针对建设工程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需要从项目施

工前开始分析评估，施工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持续跟踪，竣工

后也需要对区域环境进行评估。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而

在各个阶段都需要环境监测的支持。综合发挥监督职能，开

展全面监测，获得详细的数据信息，从而为整个环境影响评

价提供重要的支持，确保环评工作体系的顺利运转。在前期

评估工作中，环境影响评价，需要获得环境监测的个性数据

信息，确保环境的可行性。

在竣工后，也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析，评估

项目建成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情况。通过对废气污染源达标

排放、环境大气敏感区监测判断大气环境影响情况，通过废

水达标排放以及当地水源受污染情况来确定水环境问题。项

目运行一段时间后，还需要开展回顾性评价，通过监测数据

的对比分析来判断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由此可见，环

境监测贯穿于整个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 [4]。

4 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4.1 监管机制建设不到位
针对环境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监管机制建设不

到位，责任划分不明确影响到了环境监测和环评工作的质

量。首先很容易受到一些客观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监测数

据失真，监测质量不高。环节监测是量化环境污染状况的重

要手段，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借助于各种技术设备。但在工

作过程中，由于监管工作不到位，设备的操作可能存在人为

操作失误，影响数据的精确性。监测点位设置不合理，监测

频率不足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了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其次

环境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流程不规范，市场环境秩序混

乱，第三方检测机构资质难以保障。一般是由环评编制单位

了解分析项目，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再由监测机构开展环

境监测工作。在这一流程下，环形编制单位具有较高的主动

性，而环境监测机构相对被动。由于缺乏对项目现场的实际

了解和分析环境，监测机构无法根据实际情况来优化调整监

测方案，最终监测机构的作用和功能被削弱影响到了实际工

作的顺利开展 [5]。

4.2 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环评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支持，但在实

际的工作中，很多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就是由于人为因

素导致出现各种失误，影响到最终的环境，影响评价质量。

一些环境监测机构为了快速地获得环境数据，采取不合适的

监测手段，获得的数据缺乏全面性和科学性。在现实生活中

也经常会出现环境监测经费不足，时间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均会影响到环境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一些工作人员

的责任意识不强，专业知识不足，无法高效利用信息综合分

析各项数据信息，进而影响到了工作质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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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设备相对滞后
在生态环境的监测工作中，中国的一些技术设备相对

滞后，研发力度不足，技术的研发，设备更新等明显不足。

而在监测工作中，很多监测机构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设

备和技术相对滞后。很多机构只是对简单的空气质量噪声污

染等进行常规监测，往往流于形式，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监

测体系。

5 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问题的解决对策

5.1 完善管理机制
为了进一步完善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发挥

两者优势，政府部门需要进入其中完善环评单位的考核制

度，加大对环境监测市场的规范和管理，进一步完善管理机

制的建设。

首先要明确工作机制，规范市场秩序，要求各机构严

格遵守市场秩序。加大对机构资质的审查力度，严打一些违

法行为，要求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严格执行环保相关法律

法规，满足项目单位的基本要求，合理布设环境监测点位，

确保监测工作符合制度要求，进一步保障监测数据的科学性

和全面性。环评部门需要在前期工作中积极与环境监测机构

进行沟通，实现资料的共享，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充分了解项

目的情况，进一步完善监测方案，确保监测方案的针对性

更有效地应对现场环境中存在的气象气候以及其他因素的

变化。

其次也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项目建设单位

等的重视程度，认识到环境监测的重要性，能够尽早寻求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的合作，投入一定资金留有足够的时间，确

保监测和环评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要严格控制监测流程。通过严整规范的流程，确

保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尽可能的减少外界因素和内

部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环评部门需要做好对环境监测机构的

监督工作要求，监测机构定期提交工作报告安排，专人负责

跟进工作做好现场的记录，及时发现监测工作中存在不足 [7]。

5.2 做好人员教育培训
加强对环境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市场的监管审查，提

高环评单位的重视程度，做好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引进高素质

的人才。构建一个完善的教育培训机制，结合环境监测和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需求，来确定主要的课程要求工作人员参

与其中，积极学习，不断的提升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掌握先进技术设备，在工作中积

累经验，能够全面分析各项数据信息灵活处理这些数据信

息，出具全面的环评报告。环评单位也构建一支高素质的团

队提高自身的资质，不仅能够促进自身快速发展，也能满足

建设单位的需求，做好对环境的保护工作 [8]。

5.3 提高技术水平
政府环保部门、环境监测单位等都需要提高对环境监

测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大资金等的投入力度，引进一些先进

的技术设备，及时更新淘汰一批陈旧的设备，建设一个全面

的环境监测体系。为环评工作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获得更为

详细准确的数据，了解环境的实际情况。

6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并贯穿

于整个环评工作中，发挥着监督职能。两者相互结合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分析评估项目的建设可行性以及项目施工对环

境所造成的影响，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落实生态环保理念，做

好对环境的保护工作。而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落实环境

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也将进一步完善。建设完善的管理

机制，加强对环评单位的审查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做好宣

传工作，提高建设单位对环境监测的重视程度。环评单位也

需要注重技术设备的更新，建设完善的培训机制，构建高素

质团队。通过措施的落实，提高环境监测和环评工作的素质，

落实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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