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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旨在深入研究新污染物环境监测在国际上的实践经验，并探讨其对中国环境监测的启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案例分析，总结新污染物环境监测的最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在对中国现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

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污染物环境监测发展策略和政策建议。本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环境监测水平的提升，加强新污染物监测和管

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中国环境监测将能更好地应对新污染物带来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建

设美丽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new pollutants in the world, and 
explore its enlightenment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new pollutants 

ar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evalu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new 

polluta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re	put	forward.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evel in China and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new pollutants. By drawing on advance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hin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ill be able to better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new pollutants,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of a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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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不断释放出

大量新型污染物，如挥发性有机物、微塑料、新型有机污染

物等，这些新污染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新污

染物的引入给环境监测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为了更

好地应对新污染物的监测与管理，国际上积极开展新污染物

环境监测的研究与实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之一，也面临着严峻的新污染物监测挑战。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不可避

免。因此，加强新污染物环境监测对于中国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概述

2.1 新污染物的定义与特征
新污染物是指近年来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而

产生的，以往环境监测中较少关注的新型化学物质和微量有

机物。这些新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挥发性有机物、微塑料、

新型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污染物等。它们在环境中的存在形

式复杂多样，有的具有挥发性和难以降解的特点，有的在环

境中具有较高的毒性和蓄积性。由于新污染物的种类繁多，

它们的危害性和影响因素也各异，因此对新污染物的准确定

义和深入了解显得尤为重要。

新污染物的特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首先，新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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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复杂的环境迁移和转化行为。由于新污染物的结构和性

质多样，它们在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路径不尽相同。有些新

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挥发性，易被释放到大气中，而有些则可

能在土壤和水体中积累和转化，进而对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

响。对这些复杂行为的监测和分析，需要借助先进的监测技

术和方法。其次，新污染物的生物蓄积性和生物放大性引起

关注。一些新污染物在环境中具有较高的生物蓄积性，即生

物体对其吸收能力较强，可能在食物链中逐级富集，最终导

致高级食物链生物中的污染物浓度远高于环境中的背景浓

度。这种生物放大现象使得一些新污染物在食物链传递过程

中成为优先考虑的监测对象。

2.2 环境监测技术现状
为了有效监测和管控新污染物，国际上不断推进环境监

测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现代环境监测技术主要包括传统监测

方法和新兴监测技术，各种技术手段相辅相成，为新污染物

的监测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传统监测方法主要包括大气采

样、水样采集、土壤采样等，通过采集样品后送回实验室进

行分析。这些方法操作简便，经验丰富，能够监测到一些常

见的新污染物，但对于某些特殊的新污染物，传统方法的灵

敏度和准确性可能不足。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兴监测技术也

逐渐成为新污染物环境监测的重要手段。例如，光谱技术、

质谱技术、纳米技术等在新污染物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这

些新兴技术具有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和高效率的特点，能够

监测到低浓度的新污染物和微量有机物，为环境监测提供了

更多可能性。

3 国际实践与案例分析

3.1 发达国家环境监测经验
发达国家在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

熟的管理措施 [2]。通过案例分析，可归纳总结出典型的经验，

以探讨其成功的监测模式和管理措施。首先，发达国家重

视监测网络的建设和布局。建立广泛覆盖的监测网络，涵盖

大气、水体、土壤等不同环境介质的监测站点，以实现全面

监测。监测站点的布局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特点和污染源的分

布，以便全面了解新污染物的分布规律。其次，发达国家在

环境监测技术上不断创新。采用一系列先进的监测技术，如

质谱技术、传感器技术、遥感技术等，提高了监测的灵敏度

和准确性。此外，发达国家还积极推进无人机技术在环境监

测中的应用，通过无人机进行空中采样和监测，实现了对较

大范围区域的监测。最后，发达国家重视监测数据的共享和

开放。建立健全的数据共享平台和数据库，不仅使监测数据

能够及时共享给政府部门和公众，还促进了国际间的数据交

流与合作。

3.2 发展中国家探索与挑战
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方面还

存在一些挑战和不足。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

面相对落后，导致在新污染物环境监测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首先，技术水平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新

污染物的监测技术通常较为复杂和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在相

关技术上的投入和研发相对不足。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加

强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技术合作，引进和吸收先进的监

测技术，提升监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其次，缺乏足够的资金

支持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环境监测的因素之一。环境监测工

作需要大量的设备、仪器和人力投入，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环境保护的资金相对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与国

际组织和捐助国的合作，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确保监测工

作的持续进行。最后，人才培养和技术人员的稀缺也是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新污染物环境监测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人才进行操作和数据分析。然而，由于人才培养

体系的不完善和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技术人员的

流失和稀缺。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对环境监测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力度，确保监测队伍的稳定和专业性。

总体而言，国际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

经验。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针

对自身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环境监

测发展策略，加强技术创新与合作，不断提升环境监测水平。

只有通过国际实践的学习和探索，发展中国家才能更好地应

对新污染物带来的挑战，推动环境监测的全面提升，为保护

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4 国际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4.1 中国的新污染物环境监测现状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广阔土地和多样化自然环境的大国，

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压力 [3]。新污染物的出现使得

环境监测工作更加复杂和重要。中国在环境监测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首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监测工作，

在政策法规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制定。相关环保法规和标准

的实施为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指引。其

次，中国在环境监测技术上也取得了一定进步，逐步引进和

应用了一些先进的监测技术，如质谱技术、遥感技术等，提

高了监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最后，中国的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逐渐完善，涵盖了大气、水体、土壤等不同环境介质的监

测站点，实现了对一定区域的全面监测。

然而，中国在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技术落后是制约中国环境监测的主要问题之一。新污

染物的监测技术相对复杂和高端，需要大量的研发和投入。

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还比较薄弱，需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合作，引进先进的监测技术。其次，中国的环境

监测网络尚不完善，仍存在一些盲区和薄弱环节。在一些偏

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监测站点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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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完整和不准确。

4.2 国际实践中借鉴经验
从国际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环境监测的改进提供参考。首先，我们

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环境监测技术方面的经验。发达国家在

新污染物环境监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如质谱技

术、传感器技术、遥感技术等，以提高监测的精准度和全面

性。我们可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

的监测技术，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技术创新和适应性应

用。其次，值得借鉴的是发达国家在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面

的经验。发达国家建立了广泛覆盖的监测网络，涵盖不同环

境介质和区域，实现了对全面监测。我们可以借鉴其在监测

站点布局和监测网络优化方面的做法，逐步完善中国的监测

网络，弥补监测盲区，提高监测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最后，

我们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数据共享和开放方面的经验。发达

国家建立了健全的数据共享平台和数据库，实现了监测数据

的及时共享和开放。这为科学研究和环境决策提供了重要支

撑。中国可以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建立开放

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测数据的透明度和可用性。

4.3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策略
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应提出新污染物环境监测的发展策

略和对策，以推动环境监测水平的提升 [2]。首先，我们应加

大技术创新的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新污染物环境

监测技术的研发，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监测能力。其次，

我们应加强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逐步完善监测站点布局，

弥补监测盲区，实现对不同环境介质的全面监测。最后，我

们应加大对环境监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提高监测队伍

的专业水平，确保监测工作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政

府应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提高环境监测的优先级，确保

监测工作的持续进行。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环境监测工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环境保护的进程。

5 展望与建议
5.1 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环境监测需求的不断增加，新污

染物环境监测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首先，新技术

将在环境监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质谱技术、传

感器技术、遥感技术等的不断发展，环境监测的灵敏度和准

确性将大幅提升。同时，无人机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也

将不断拓展，实现对难以进入的区域进行监测，为监测工作

带来更多可能性。其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推

动环境监测进入智能化时代。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我

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新污染物的分布规律和影响因素。同

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处理和预

警，提高环境监测的效率和实用性。此外，环境监测的全球

合作和数据共享将更加紧密。新污染物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

的挑战，各国之间需要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通过共享监测数据和经验，各国可以更好地应对新污染物带

来的挑战，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5.2 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中国新污染物环境监测发展，推动环境监测水

平的持续提高，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2]。首先，政府应加

大对环境监测的投入。增加环境监测预算，提高环境监测的

优先级，确保监测工作的持续进行。政府可以设立环境监测

基金，用于购置先进的监测设备和技术引进，支持环境监测

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其次，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环境监测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环境监测数据的管理和保

护，推动监测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和可用

性。同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网络，涵盖全国不同地区和环

境介质，实现对全面监测。最后，政府可以加强与发达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监测技术和管理经

验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进先进的监测技术和设备，提高中国

的监测水平和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监测项目，加

强数据共享和交流，共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6 结论
本研究对新污染物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和实际应用价值进

行了强调。随着新污染物不断涌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

及时了解新污染物的分布规律和影响因素，对于及早采取有

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所总结的发达国家

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技术，为中国环境监测的改进和提升提供

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可以

更好地应对新污染物带来的挑战，推动环境监测的持续发

展。在实际应用层面，本研究的结论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政府可以据此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

环境监测政策和策略，加大对环境监测的投入和支持，推动

环境监测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时，各界参与环境监测工作，

积极应用先进技术，共同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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