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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努力构建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科学、及
时、准确、全面的环境信息和建立科学的减排考核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的一项具有战略性、基
础性和决定性的重要建设任务。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不断增加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投入，各级环境监测机构的装备水平有所提高，困扰
着环境监测正常开展的能力不足、队伍素质不高等问题有所改善，快速监测、污染源在线监测、排污
总量监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生态监测、固体废物及土壤监测等基础能力逐步完善。
然而，要建设适应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和环境管理需要的现代化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全面提
升环境监测整体能力，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历史性机遇，切实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水平，努力建
设一支业务精良、技术过硬的环境监测人才队伍。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依据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和
《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充分体现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管理的理念，切实履行环境监测
质量管理职责，按照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构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思路，自2006年以来，组织
一批省、市级环境监测单位的业务骨干，在水和废水、酸沉降、海水、空气和废气、生物、土壤、固
体废物、噪声、振动、辐射、室内空气、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质量管
理和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等环境监测领域，追踪最新监测技术标准，充分注重近年来的环境监测
技术积累，进行资源的优化整合和信息共享，编写完成了《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试题集》（上
、下册）。
其间，披沙拣金，集腋成裘。
谨此，对参加本书编撰出版付出辛勤汗水和智慧的单位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对环境监测人员培训、考核、上岗工作的开展和各级环境监测部门的技术交流
，规范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提升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水平，促进我国环境监测事业的快速、稳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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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试题集(下册)》的出版，将有助于对环境监测人员培训、考核、上
岗工作的开展和各级环境监测部门的技术交流，规范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提升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水平，促进我国环境监测事业的快速、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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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价第七章 放射性测量第一节 放化分析第二节 核物理测量第八章 电磁辐射第一节 电场强度和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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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水中溶解氧第三节 酶底物法测定水中总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第四节 RAD7测氡仪测定氡附录
附录I 索引附录II 参加本书编写的单位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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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简述无组织排放监测中，当平均风速≥1m／s时，参照点应如何设置？
为什么？
答案：当平均风速≥1m/s时，因被测排放源排出的污染物一般只能影响其下风向，故参照点可在避开
近处污染源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被测无组织排放源设置，以使参照点可以较好地代表监控点的
本底浓度值。
3.简述无组织排放监测中，当平均风速小于1m／s（包括静风）时，参照点应如何设置？
为什么？
答囊；当平均风速小于1m／s时，被测无组织排放源排出的污染物随风迁移作用减小，污染物自然扩
散作用增强，此时污染物可能以不同程度出现在被测排放源上风向。
此时设置参照点，既要注意避开近处其他源的影响，又要在规定的扇形范围内，在远离被测无组织排
放源处设置。
4.《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中对气象因子于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适宜
程度做了分类，试对这四种适宜程度分别进行描述。
答案：a类：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适宜于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b类：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较适宜于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c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较不适宜于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d类：很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不适宜于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5.简述在单位周界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时，如果围墙的通透性很好或不好时如何设定监控点。
答案：当单位周界围墙的通透性很好时，可以紧靠围墙外侧设监控点。
当单位周界围墙的通透性不好时，亦可紧靠围墙设监控点，但把采气口抬高至高出围墙20～30cm；如
果不便于把采气口抬高时，为避开围墙造成的涡流区，宜将监控点设于距离围墙1.5 ～2.0m，据地
面1.5 m处。
6.无组织排放中有显著本底值的监测项目有哪些？
简述监测这些项目的无组织排放时设置参照点的原则。
答案；无组织排放监测的污染物项目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氟化物。
设置参照点的原则要求是：（1）参照点应不受或尽可能少受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影响，力求避开其
近处的其他无组织排放源和有组织排放源的影响，尤其要注意避开那些尽可能对参照点造成明显影响
而同时对监控点无明显影响的排放源。
（2）参照点的设置，要以能够代表监控点的污染物本底浓度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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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试题集(下册)》是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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