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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管理现状，提出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积分管理制度并试行。通过结合监测活动中出现的

质量问题，进行上岗证积分的量化考核，改变以往上岗证静态管理的模式，加强环境监测质量工作的日常监督，发掘上岗证

的新用途。该制度的实行加强了质量管理环节的部门联动，实现将质量问题落实到技术处罚，有助于缓解一线监测人员与

质量管理人员的对立情绪，理顺质量管理的关系，从而提升环境监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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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管理现状
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台的《环境监测人员持证

上岗考核制度》中要求，环境监测机构中一切为环

境管理和社会提供环境监测数据和信息的监测、数

据分析和评价、质量管理以及与监测活动相关的人

员必须持证上岗。持有合格上岗证的人员方能从

事相应的监测工作；未取得合格证者，只能在持证

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监测质量由持证人员

负责
［１－２］

。

目前，环境监测上岗采用分级管理制度，国家

级环境监测机构监测人员的合格证由环境保护部

颁发；省级环境监测机构监测人员的合格证由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和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

心颁发；其他环境监测机构监测人员的合格证，由

各省级环境保护厅（局）颁发。合格证有效期为 ５

年。监测人员取得合格证后，只有出现违反操作规

程、造成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者，编造数据、弄虚作

假者，调离环保系统环境监测机构者才会被取消持

证资格，收回或注销合格证。由此可见，目前环境

监测上岗证采用的是１次考核５年有效，不犯大错
不会取消的静态管理制度

［３－５］
。该制度重点强调

了在考核过程中的理论考评和技能考核，但缺少对

持证后监测质量的持续评价，无法在５年的周期内
对取得上岗证的监测人员进行动态监控。为加强

环境监测质量工作的日常监督，发掘上岗证资质管

理用途，镇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试行了环境监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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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上岗证积分管理制度。

２　上岗证积分管理制度
２．１　上岗证积分管理的扣分细则

上岗证积分管理采取扣分制度，扣分考核项目

为省环境监测中心认定的操作考核项目。根据监

测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的情节轻重，共设计６个上
岗证扣分档次，扣分条款详见表１。

表 １　上岗证积分管理的扣分细则

序号 扣分分值 扣分质量问题 备注

１ ０．５分 原始记录，监测记录，采样记录，仪器使用记录，仪器维护保养记录等各类记录填写错
误、填写缺失、随意涂改等

每出现１处扣０．５分
　

试剂标签不符合要求，试剂保存期过期 每出现１次扣０．５分
２ １分 原始记录计算错误 每出现１处扣１分

各类记录出现代签 每人扣１分
３ ２分 未按照质量管理要求采集、分析质控样品，或质控样品数目不足 每次扣２分

样品无故超期分析 每批样品扣２分
４ ３分 质控盲样分析不合格 每次扣３分

未按照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监测和分析，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标准曲线不满足要求或超期使用

参加各类考核、比对、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的

５ ６分 未按照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监测和分析，造成严重后果的 每次扣６分
因监测工作不符合相关规定，引起投诉的

参加各类考核、比对、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经整改结果仍然不满意的

未按照规定要求保存仪器工作站数据

６ １２分 伪造监测数据（含质控数据） 每次扣１２分
监测或分析工作弄虚作假

２．２　上岗证积分管理的操作程序
单位质量管理部门负责通过日常监督检查、飞

行检查、质控统计等手段记录监测过程中出现的质

量问题，每月报技术质量联席会议，由技术质量联

席会议讨论进行扣分，并将扣分情况向单位管理层

和各科室负责人通报。

在一个有效周期内（取得操作上岗证 １２个月
内）扣分达到６分者，由质量管理部门通知其所在
科室暂停其独立开展监测工作的资格，需在有资质

的人员监督下开展监测工作，并由科室在 １５天内
对其完成培训和再次考核，将培训记录和考核记录

报质量管理部门，由质量管理部门组织专家组对其

进行抽考，合格后恢复其独立开展监测工作的资

格，不合格则继续暂停其独立开展监测工作的资

格，并上报单位管理层；在一个有效周期内扣分达

到１２分者，由质量管理部门通知其所在科室暂停
其开展监测工作的资格，由质量管理部门组织对其

进行理论考试和操作考核，合格后恢复其开展监测

工作的资格，不合格者上报单位管理层。在一个有

效周期内未有扣分者，由单位管理层给予适当奖

励。每个有效周期后，上岗证积分扣分清零。

３　实行上岗证积分管理的意义
（１）改变了以往静态的上岗证管理模式，将监

测质量管理与上岗证管理挂钩，通过日常的监督监

测，对监测人员的监测技能进行适时考评，拓展了

上岗证的用途，丰富了上岗证管理的内涵。

（２）加强了质量管理的部门联动，通过暂停达
到一定扣分分值监测人员的监测资格，限制了监测

部门的有效监测人数，直接影响其监测任务的开展

进度，改变了以往监测部门只重视监测任务完成的

时效性而忽视监测任务完成质量的情况，将监测质

量管理由原来的质管部门单一负责变成质管部门

和监测部门共同参与，有利于提高监测人员的质量

意识，从而提升监测任务完成的质量。

（３）通过上岗证积分管理，能够对监测活动中
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量化考核，同时通过对监测人

员每个扣分周期内的扣分明细进行分析，能够及时

发现监测人员监测技术的薄弱环节，提高技能培训

的针对性，消除技术盲点，杜绝不良监测习惯对结

果的影响。

（４）实现质量问题回归技术处罚的模式，改变
目前普遍存在的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往往通过行政

（下转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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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提升监测能力
首先，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配齐土壤有机污染

物和无机污染物分析仪器，形成重金属监测和有机

污染监测能力，针对调查的首要污染因子进行监测

和评判；其次，加大培训力度，为各级环境监测单位

培养从事土壤污染物监测的技术人员，规范监测各

个技术环节；再次，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承担的工

作任务，建立市、县（市、区）两级土壤污染物监测

网络。

３．４　建立资金筹集和管理体制
由于棕地的修复周期一般在 １～２年甚至更

长，在棕地修复前应设立棕地专项修复资金管理委

员会。委员会下设资金筹备和资金管理部门，资金

筹备部门广开融资渠道，给予投资者棕地修复后的

相当权益以及税收、保险类的相关保障，吸引国内

外各种良性资本进行投资；资金管理部门储备棕地

修复专家和金融人才，对巨额修复资金进行论证和

核算，合理资金按修复份额和强度进行分配，不合

理资金重新进行评议乃至撤除，以保证棕地修复资

金的合理分配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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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或是经济措施对监测人员进行处罚的情况。

质量问题技术处罚的模式不但能够通过处罚解决

质量问题，而且可以缓解一线监测人员与质量管理

人员的对立情绪，理顺质量管理的关系，从而共同

提升监测质量。

４　结语
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积分管理制度的实行，能

够改变以往上岗证静态管理的模式，通过动态的量

化考核，发掘上岗证对加强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的支

撑作用。但积分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质量管理部门的工作量，特别是扣分条款的设计一

定要合理，既要能够客观反映容易出现质量问题的

考核点，又要兼顾考核面、考核点、考核分值与考核

周期的匹配性，避免出现监测人员反复被取消监测

资格，从而严重影响监测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因

此，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积分管理制度还需在实践

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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