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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应用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各类工厂的生产活动呈规模

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对社会

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在传统的环境监管活动中，更多是依靠阶

段性、固定性的人工监测、分析，不仅工作量大、效率低、准确性

低，还无法做到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全过程监管。随着现代计算

机、信息化技术的全面发展，集合自动化采样、自动化分析以及

远程信息传输功能的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出现，一改传统落后

的监管方式，可以真正实现对企业生产活动中各类排放物全过

程监测、实时监督和远程管理。这不仅极大减少污染源监测及环

境监管工作量，提高管理效率，同时还为环境保护工作积累了大

量的数据[2]。

2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常见的造假方式
2.1 采样子系统环节的造假
（1）避重就轻。部分生产企业对自身生产活动中各部分排污

情况比较了解，而相关监管部门了解程度不足，这种信息差导

致最终安装的采样装置集中在污染程度较轻、污染源处理效果

较好的位置，而污染严重的污染物排放口则被忽视。这样采集到

的数据显然更能达到相关监管标准，但严重影响了监管部门的

判断[4]。
（2）私设暗管。这种方式主要是在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采样

子系统装置安装、验收完成之后，企业私自对装置进行改造，导

致采样系统无法监测到企业主要的排放物。例如，在污水排放系

统中，企业通过改变排水走向、改造排污管道以及设置暗管的

方式，在监测系统的盲区偷排污染程度较高的废水，以此来躲过

监测。

（3）稀释样品。如前文所述，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有效进行监
测的基本前提在于获取有代表性的样品。但是，一些企业在采样

子系统环节通过一系列方法来稀释样品，导致样品本身的代表性

失效。比较常见的方法主要是企业在采样位置放置暗管，通过注

入洁净水的方式，来稀释样品。

2.2 分析子系统环节的造假
相比在采样子系统环节造假，在分析子系统环节的造假难度

较高，但是一些企业通过一些手段，和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设备

单位勾结，对设备本身进行改造，达到造假的目的。例如，通过改

变和调整分析设备标准曲线，达到修改实际测量分析值的目的。

通常情况下，我国常用的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分析子系统设备

运行中有两种工作模式，包括常规模式和工程调试模式。常规模

式即系统投入正式使用之后的标准化运行模式，而工程调试模式

则是由设备商在安装、调试时使用[6]。显然，标准化运行模式下，
任何人无法对采样子系统设备分析的数据进行修改，而工程调

试模式下，则可以在一定权限下对数据进行随意修改。如果排污

企业通过某种方法，获取了分析子系统设备工程调试模式的操作

权限，将直接导致其能随意改变设备标准曲线，或是修改监测数

据预警值，导致监测分析的数据失真，或是预警功能失效。值得

一提的是，如果这种情况被发现，企业可以将责任推给设备商，

而监管部门又无法对设备商进行追责，最终不了了之。

2.3 数据传输及通讯子系统环节的造假
数据传输及通讯子系统，主要将采集、分析的污染源监测数

据传输到监控室，以及实现相关监管、预警、警告信息通信功能。

在该环节中，常见的造假方式有以下两种：

（1）模拟假数据。该造假方式和在分析子系统中的造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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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通过和设备厂商的配合，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的方式，给

监管单位上报、传输符合相关标准的假数据。这是目前比较常见

的造假方式，如果监管单位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人员责任心不

足，都很难发现异常。

（2）美化数据。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监测数据的传输和通讯
都是基于企业局域网进行的，所以相关单位通过改造局域网，截

取数据，将其美化之后再进行上传[7]。同时，一些单位将所监测到
的数据进行平均化处理，这导致一些污染物阶段性或暂时性的

超标问题无法被发现。

3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造假问题的监管策略分析
3.1 采样子系统造假问题的监管
（1）避重就轻及私设暗管问题。在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构

建方案时，要与排污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沟通，对生产活动现场排

污管道分布图进行确定，明确相关数据指标。基于排污管道图纸

做好采样子系统结构设计方案之后，由环保江安单位进行实地

考察、审核和认证，待方案获得许可之后才能投入实际建设。同

时，监管单位要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要求其全面掌握监管

对象企业排污管道及采样子系统分布状态、结构特点，同时要求

其了解排污企业具体生产流程、工艺特点，分析可能存在的污染

物。在此基础上，有序开展实地考察、检查工作，对企业实际生产

活动、生产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再对污染源采样分析数据进行评

估，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检查采样系统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另外，还可以通过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对周边居民进行暗访的

方式，排查是否存在私设暗管以及未被监管的排污管道[8]。
（2）稀释样品及添加假样品问题。环境保护及监管单位技术

人员全面提升个人专业化素质，加强数据分析能力。比如，如果

通过大量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某排污单位采样系统上传的数

据波动小，则要怀疑是否存在样品造假的问题。具体来讲，监测

人员要注重对污染治理设备实际工作状况、采样口附近水质情

况的检查，同时不定期突击检查采样子系统开关是否处于关闭

状态。另外，检查采样口是否存在其他私自加设的管道，必要时

甚至要对采样泵及取水管内部进行检查。另外，还可以将污染源

在线监控系统采样子系统的监管全交由具备独立性的第三方单

位，避免存在相关违规行为。

3.2 分析子系统造假问题的监管
针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分析子系统部分的监管，要做好排

污企业和设备企业的管理，明确相关责任，避免在问题发生时出

现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在该基础上，在分析子系统上安装标定

记录装置，一旦出现设备标准曲线被篡改的现象，将第一时间给

监管单位发出警报，便于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在现场检查环

节，采用现场同时采样、实时对比分析的方式，分析采样子系统

工作状态[9]。

3.3 数据传输通讯子系统造假问题的监管
考虑到很多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中数据传输通讯子系统造

假问题都涉及计算机软件的介入，因此要深入分析相关数据进

行[10]。通常情况下，存在计算机模拟造假问题的数据，在统计图中
会形成有一定规律的锯齿波动状态，一旦发现这种联系，则要实

地考察分析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同时，要积极升级污染源在线监

控系统，利用现代网络传输技术及加密技术，一方面实现自动监

控系统和环保监管部门控制室的直接连接，另一方面在传输过

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一旦出现数据篡改现象，第一时间发出

警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全面发展，在生产活动污染源

监测及管理活动中配置的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发挥突出的作

用。但是，受到传统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上相关管理不到位，导致

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行过程出现各种造假问题。为此，环保监

管部门一方面要积极研究各种造假问题出现的原因，通过优化

系统配置、升级技术等方式，减少系统漏洞；另一方面要加强监

管队伍的素质培训，结合更完善、严谨的监管机制，严查各种造

假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应用

价值，为规范生产活动，推动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出关键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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