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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重庆市抗震救灾环境应急监测方案 
 

一、监测目的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 7.8 级地震，致使部分水库和水

电站出现险情而泄洪，这可能对我市部分饮用水源地水质产生影响，

引发地震灾害次生环境污染事件，为了保障我市饮用水安全，防范

环境风险，特制定本方案。 

二、地表水自动预警监测断面、项目和频次及值班要求 

地表水自动预警监测包括长江朱沱水质自动站、嘉陵江金子水

质自动站、渠江码头水质自动站、涪江玉溪水质自动站。对四川省

进入我市的入境断面进行实时在线监控。监测频次为 4 小时/次，监

测项目为：pH、电导率、水温、浊度、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

数、总磷、总氮。 

灾害解除以前，自动监测室值班人员每日对水站实时监测数据

进行 24 小时严密监控，同时安排水质自动站现场值班人员实时关注

监测断面水位变化趋势。每获取一次监测数据后及时以短信方式向

市环保局上报水质状况，同时每日上午 7:30 和下午 2:30 前汇报当

日水质监测状况及变化趋势，每日下午 5：00 准时上报当日各个水

站监测数据快报。若发现水站监测数据出现异常变化，立即启动实

施应急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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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表水应急监测断面、指标及频次及职责要求 

在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的四川省—重庆市入境及重要饮

用水源地设手工监测断面 8 个（见图 1），采用左、中、右垂线进行

布点采样。监测指标为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

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铬、

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硫酸

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共计 27 项。监测频次为洪峰到达之前

监测一次，洪峰到达时监测一次，洪峰过后每 4 小时监测一次。特

殊情况下，市监测中心可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监测方案。市监测

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抗震救灾”期间地表水应急监测工作，各断面

监测工作承担单位见表 2。 

表 2  地表水应急监测职责分工 

河流 

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性质 承担单位 

朱沱 长江入境 永川区环境监测站 

江津长江大桥 江津区饮用水源地 江津区环境监测站 长江 

丰收坝 重庆主城区饮用水源地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东渡口 合川区饮用水源地 合川区环境监测站 

北温泉 重庆主城区饮用水源地 北碚区环境监测站 嘉陵江 

梁沱 重庆主城区饮用水源地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涪江 玉溪 涪江入境、潼南县饮用水源地 潼南县环境监测站 

渠江 码头 渠江入境 合川区环境监测站 

四、污染源应急监测工作要求 

（一）人员及仪器设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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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区县环境监测站要成立应急值班小组，坚

持每天值班，随时待命。 

2、市监测中心要根据全市重大危险源排查结果，重点针对氯气、

氨、硫化氢、天然气（可燃气）等危险化学品、重点污染治理设施

及饮用水源可能出现震后衍生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行相关仪器设备的

准备。主要包括：便携式 GC－MS、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多组分气体测

定仪、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复合式气体检测仪、多参数水质测定仪、

便携式分光光度计、快速检测管、防护、通讯及照明设备等仪器，

使上述仪器设备处于待用状态，并保持大气环境应急监测车、水环

境应急监测车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区县监测站根据本地情况做好特

征污染物监测仪器设备的准备。 

（二）应急监测程序 

1、接警 

在接到此类灾害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任务时，应急监

测值班人员立即对有关事故信息进行落实，应问清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原因、污染物种类、性质、数量，污染范围、影响程度及事

发地地理概况等情况，对污染物的应急资料进行查询，在快速掌握

事件的基本情况后，立即向应急监测值班领导进行汇报，同时负责

出警工作安排，立即成立应急监测小组。如果能独立监测，通知相

关人员和部门立即进行集结。如果不能独立完成，则向上级汇报或

请求其他部门协助。 

2、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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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监测成员在得到通知后以不超过 30 分钟时间，按应急监

测值班长提供的信息进行应急监测仪器及相关配件、采样器具、试

剂药品、通讯设备装车工作，并提出初步的应急监测应对措施，装

车完成后立即赶往事发地。 

3、监测 

应急监测小组赶往事发地途中，有必要与事故现场负责人或当

事人员等取得联系，以便初步掌握事故发生情况及目前污染状况、

并提出应急监测初步方案。到达事发地后，在安全防护设备到位、

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应有专人进行事故的现场调查，预测事故

发展趋势，制定好监测采样安全规程为监测人员采样提供指导。 

应急监测小组到达事发地后，首先听取当事人员的汇报，并立

即进行现场踏勘、布点，完成初步情况调查汇总和事故源监测、周

边环境示意图，制定应急监测方案，并按应急监测方案及质量保证

体系进行采样、监测、调查，将所采集的样品尽可能在监测车内实

验室内完成分析。若需送回实验室分析的，要立即保存好样品，在

第一时间送回实验室分析。 

整个应急步骤大致如下： 

准备工作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工作    现场分析工作 

  现场调查情况汇总       分析、调查结果（报告）及通讯传输。 

五、数据信息报送 

1、数据报出时间及方式：区县应及时将监测结果以专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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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上报市监测中心，中心汇总后即时上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市监测中心对数据结果汇总分析后，编制监测信息快报，即

时报送市环保局。 

3、市环保局将信息报送环保部。 

六、注意事项 

1、各相关单位密切联系，保持通讯畅通。 

2、方案实施过程中加强安全防护，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 

3、样品采集和分析过程中加强质量控制，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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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庆市地震灾害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水质应急监测断面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