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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核

罗荣真，徐汉文
（国家海洋局汕尾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汕尾　５１６６００）

　　摘　　　要：监测报告的审核是海洋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的最后环节。文章结合日

常开展海洋环境监测报告审核的工作实际，从审核制度、审核程序、审核人员资质、审核

内容等方面，对监测报告的审核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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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环境监测报告是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对

外提供或发布的海洋环境质量监测最终成果，

能否出具高质量的海洋环境监测报告，让社会

公众 （或者委托方）准确地从中了解监测信息，

使海洋环境监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社会经济

建设，服务于海洋环境管理，服务于客户，已

成为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能否适应当前我国海

洋事业蓬勃发展新形势的核心问题。本文结合

日常开展海洋环境监测报告审核的工作实际，

从审核程序、审核人员资质、审核内容等方面，

对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核进行了阐述，探讨

关于报告审核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１　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的定义

海洋环境监测报告，一般是指按照海洋环

境监测计划 （或方案），在完成现场调查监测、

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和评价等工作后，将海

洋环境评价工作的各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逻

辑地表达各项评价的结果，以报告书 （或文件）

的形式对海洋环境质量作出概括性的、准确的、

客观公平的结论的技术性文件［１］。根据我国目

前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特点，海洋环境监测报

告一般包括有： 《海洋环境监测报告》 《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 《海洋倾倒区选划 （增量论

证）报告》《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和 《海洋环境

质量公报》等。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海洋环境监测是一

项系统性工作，这项监测工作的过程包括了各

个不同的工作阶段，且监测项目多，涉及专业

面广，决定了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核是一件

复杂而繁琐的工作。

２　制定审核制度

为了对外提供高质量的海洋环境监测报告，

各监测机构首先应从体制上考虑问题，建立监

测报告的审核制度，形成一套完善的内部质量

审查机制，落实职能部门，明确报告审核职责。

审核制度的建立一般包括：审核的程序、审核

人员要求、审核的内容和报告批准等内容。海

洋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核由技术负责人负责技术

把关，监测机构成立由技术负责人牵头组成的

监测报告内审专家组，经内审专家组对监测报

告进行技术审查合格，送批准人签字后，方可

对外提供。例如，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

日发文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

若干意见》，针对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审核

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具有海域使用论证资质

的单位须建立和健全论证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３　建立审核程序

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编写完成后应立即启动

审核程序，尽快完成报告的审核工作，报批准

人批准后对外发布。一般来说，监测报告的审

核程序包括以下几个工作环节。

３１　成立内部审核专家组

由本机构具有一定资质和相关专业知识的

审核人员组成，也可聘任外单位的专家人员。

３２　报告审核

根据监测报告性质和类型，一般可采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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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核和咨询审核两种方式。对于监测内容较

全、涉及专业面广的重要的大型海洋环境监测

报告，采用会议审核的方式进行全面、详细和

严肃的审查，会上充分讨论后最终形成书面修

改意见，根据意见组织编写人员逐条修改，完

善监测报告；而对于监测内容较少的小型监测

报告，可采用咨询审核的方式进行内部技术审

查，收集各审核专家的书面修改意见后，由报

告编写人员按要求进行修改。

３３　报告批准与发布

经过反复多次的慎重审核、修改和完善后，

送报告批准人 （一般为监测机构负责人或者技

术负责人）批准后，对外发布或者提交委托人。

３４　监测数据审核程序

监测数据是高质量的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的

前提和保障，是监测报告编写工作重要的基础

资料之一。针对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的审核，则

应按计量认证的有关规定要求实行 “三级”审

核程序［２］。

一审：由质量监督员 （或科室负责人）对

编制人员签字后的 《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进行

审核。

二审：由数据审核 （或质控）部门对 《检

测报告》、原始记录进行审核，对不合格的 《检

测报告》或者数据记录应附修改意见后退回，

并要求重新编制，必要时则应重新开展实验室

分析工作、甚至重新开展监测工作。

三审：由监测机构实验室授权签字人对

《检测报告》进行最后审核，审核结果无误，签

字后 （并明示其职务）进行结果的报告。

４　审核人员资质

审核专家组一般由３～５名具备高级工程师

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能覆盖监测报告涉

及的各专业领域，如海洋化学、物理海洋、海

洋生物生态、海洋地质、海洋测绘等。

审核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工作经历，长期连

续从事海洋环境监测工作达８年以上；熟悉和

掌握海洋环境监测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

标准、方法；具备对监测结果作出相应评价的

判断能力。

监测报告批准人 （授权签字人）应具备相

应的工作经历；具备相应的职责权利；熟悉或

掌握检测技术及实验室体系管理程序；熟悉或

掌握所承担签字领域的相应技术标准方法；熟

悉监测报告的审核签发程序；具备对检测结果

作出相应评价、判断、分析和推理能力；熟悉

和掌握海洋环境监测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

标准、方法等。

５　审核内容

５１　监测工作的规范性

监测方案设计是否合理和具有针对性，包

括：监测频率、监测内容与项目、采样方法、

站点布设、评价方法等；根据不同的海洋工程

性质正确选取监测内容与项目，根据污染特征

物正确选取评价因子。具体应以国家海洋局颁

布实施的各监测技术规程为审核依据，如 《海

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海洋倾倒区选

划技术导则》《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

技术规程》《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和 《陆源

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测技术规程》等。

５２　监测报告的数据

５２１　数据的可靠性

采样分析人员是否持有上岗证；实验室分

析仪器设备是否经过计量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方法应优先使用国家标

准或行业指定方法，如使用非标准方法 （仪器

说明书、自行研究设计），在使用前应经过方法

确认。以上均为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和提高

监测数据出门合格率的必要条件。

数据处理要符合方法标准规范的要求，按

照规范进行数值修约和保留有效数字，使用法

定计量单位，符号规定、名词术语应按标准规

定的称谓。监测数据的计算公式、统计和评价

方法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如监测项目有未检出

现象时应按约定的方法进行统计和计算，对可

疑数据、离群数据和异常值是否按 《海洋监测

规范》第２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中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和判别等。各项质控指标

是否符合要求，如空白值、精密度、准确度是

否都在技术文件规定的允许范围内。



６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　

５２２　数据的相关性
［２－３］

结合现场采样情况，分析在同一站位、同

一次监测中，不同项目的监测结果与其相互关

系项是否吻合、数据逻辑关系是否合理，从而

分析和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如某些研究表明，

在海 洋 环 境 中 溶 解 氧 （ＤＯ）、化 学 需 氧 量

（ＣＯＤ）以及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３项参数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４］，同一水样中ＣＯＤ＞

ＣＯＤＭｎ，ＣＯＤ＞ＢＯＤ５，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

和氨氮之和小于总氮浓度。

充分利用各监测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可

以使数据审核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临界性

数据要进行详细的审核，即对环境标准附近的

监测数据进行全面细致的复查，防止由于小的

失误，导致监测结果质的变化。

５３　监测报告的内容

各监测技术规程、导则等技术文件的规定均

有具体的编写内容要求，如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海洋倾倒区选划技术导则》《建

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和 《海

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等都对报告的内容作出了

规范性规定。但是，依据海洋工程或者监测工作

的特点和监测的具体内容，可对个别章节和内容

进行适当的增减。对于监测报告内容的审核，应

严格按要求执行审查，各章节内容必须严格要求

做到与技术文件规定的报告内容一一对应，求全

不缺；数据要翔实，分析要透彻，论述要求既要

有深度，还要有广度，纵横结合，论证充分；各

章节间应相互联系，前后不矛盾，思路清晰，逻

辑严谨；文字表述要求做到，文字简练，意思明

确，语句通顺。

５４　测报告格式的统一性

监测报告的格式应按照各监测技术规程、

导则等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统一编制，审核时

按要求执行。监测报告文本外形尺寸为 Ａ４

（２１０ｍｍ×２９７ｍｍ），封面各行文字间距应适

宜，整体保持美观；封里１分行写清：报告编

制单位、编制单位负责人、单位技术负责人、

监测项目负责人、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等；

封里２一般为监测机构的资质证书彩印件 （Ａ４

规格），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等大型报告还应

有封里３ （各专题报告名称、协作单位全称、负

责人）和封里４ （报告各个章节的编制人、审核

人）。监测报告最后还应有附件、附录、参考文

献等。

５５　监测报告与合同规范的符合性
［２］

审核监测报告与合同规范是否符合，主要

包括：监测项目是否完整；监测方法是否为规

范规定的标准方法，如使用非标准方法是否经

过客户的确认；分包项目是否经过客户同意，

监测报告中是否明确说明；合同中客户要求的

其他信息是否在报告中体现；非计量认证、实

验室认可项目在监测报告使用计量认证章

（ＣＭＡ）时，必须标注清楚等。

５６　监测报告结论的正确性和评价的合理性

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结论部分的审核，应把

握结论与建议是否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１）基本要求。结论应做到：文字简洁、条

理清晰、用词准确、语句通顺、层次分明、篇

幅不宜过长，建议要结合评价结果提出针对性

工作措施，到位，可行，可操作性强。

（２）客观、公正。应在全面分析各项目监测

数据和充分论述、概括、总结全部监测评价工作

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给出结论。

（３）观点明确、科学准确。根据监测数据

和适用的评价标准，得出合理的结论，观点表

述清晰、准确、完整，用语要明确规范，不用

“可能”“大概”“基本上”等模糊语言，并尽量

减少产生误解和误用的可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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