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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无设备也没有实验室

“起步都是这样，从一穷二
白开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已
经退休的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原技术负责人谭丕功
回忆说。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始建于 1976 年 10 月。
刚成立的单位办公地点在太平
路 37 号，近 20 人挤在一间办公
室里，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设备。
后来，单位腾出一间小北屋搭起
简易实验室，水样监测分析工作
就此起步。1979 年，原“青岛市
环境保护局”成立。1980 年，青
岛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正式组建，
2019年，更名为现今的山东省青
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成立之初，监测人员外出监
测时用的提篮，后来演变成木
箱，再从木箱换成铁箱，逐步发
展为如今轻便规范的现代化监
测仪器专用便携箱，环境监测设
备日新月异不断提档升级。为
采集管道烟气，谭丕功记不清爬
了多少根工厂企业的烟囱；为监
测河流污染物质，数不清走了多
少座桥梁。当年的监测工作，更
多依靠脚力和体力。“当时的基
础设施条件、通讯方式、出行工
具等，比现在差多了。”谭丕功
清楚记得，拎着重五六斤的“烟
枪”，骑着自行车满城转，爬上企
业排放烟囱后插入烟枪查看烟

尘排放情况。一天下来，累得腿
都迈不动。

讲述
缺少资料到处找书

2018年退休时，第一批监测
人崔勇曾讲述了其 1976 年进站
时的情况。环境保护事业的起
步期，无论是硬件上的技术设
备，还是软件方面的人才学术，
都极其匮乏。崔勇称，监测工作
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相关专
业领域的参考资料。

如今遇到不明白的情况，动
动鼠标在网上搜索就行，可当年
只能求助于书本。如今，在山东
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海洋
监 测 实 验 室 里 ，有 一 摞“ 宝
贝”——老旧泛黄的书籍。它
们是崔勇刚开展监测工作时用
的资料书，其中最有岁月感的一
本，是 1959 年印制的《青岛滨海
常见无脊椎动物》，泛黄的书页
散发着一股霉味，书的扉页已经
残破不堪。“太冷门了，那时候没
有公开卖这种书的，全国一共也
没多少本。”1981 年一次偶然的
机会，崔勇在老师那里看到了这
本书，被书里的手工画深深吸
引。为了能买到这本书，崔勇一
路打听到了中科院，打听到谁手
里有书，去找人家买。

1987年初春，崔勇为了寻求
一套《中国动物图谱》跑了大半
个中国，最后找到持书人，人家
坚决不卖。这可如何是好？崔

勇想了个办法：恳求人家借阅几
天，期间找了个印刷厂将整套书
复印出来，自己装订成册带回了
青岛。

变化
出海移动终端自动定位

潮间带监测采样，是一件非
常艰辛的工作，老一辈监测人从
未跟家人讲过他们的具体工作，
只说去采样，不想让家人担心。
青岛是半日潮，一天两涨两落，
采样的时间正好是饭点，最难熬
的是夏天，骄阳似火，在高温烘
烤下低头弯腰，没多久就头晕眼
花。潮间带的质地不同，有沙
地、礁石、滩涂，对取样人员来
说，陷进滩涂是家常便饭。

“当年出海监测采样坐着小
木船，在海上晃得连苦胆都吐出
来了。”谭丕功告诉记者，中心
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
有人员出海，无论多晚，领导们
都等到他们安全返回才下班。

随着硬件设施的提升、智能
设 备 的 使 用 和 监 测 水 平 的 提
高。如今，这样的情况再也不会
出现了。

虽然现在每年监测人员还
要出海采样，但当年的小木船已
经变成了钢铁船，采样点位也比
当年明显增加。监测人员出海
采样全程使用移动终端。新技
术的引入，让采样过程更简便智
能、结果更精细准确。

近年来，系列无人设备的启
用 ，更 是 让 监 测 工 作“如虎添
翼”。无人船监测能有效弥补人
工采样和自动监测点在地域分布
上的局限性，实现采样与分析同
步进行，充分节省了监测所需时
间，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人员难
以到达的地方和不利气候条件下
发挥其独特作用。

运用
空天地一体监测更智能

海洋环境采样监测的变化，
只是近 50 年来我市环境监测工
作变迁的一个缩影。

同样巨大的变化，也出现在
空气质量监测板块。如今的空
气质量监测，从原来仅有的几个
点位，覆盖到了全市141个镇街，
监测内容更多，手段也更丰富，
实现了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人
员综合运用卫星遥感、雷达组
网、移动走航、无人机探空、空气
超站等监测手段，实时掌握空气
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变化情况，
实 现 对 空 气 质 量 的 立 体 化 监
测。与此同时，我市深化空气质
量分析预报系统的实际应用，优
化升级空气质量预报模式，做好
空气污染过程的预警预报、过程
跟踪和综合评估。

每天，市民通过市生态环境
局官网不仅可以查看当天空气

质量情况，还能获悉下一周的空
气质量预报。目前，山东省青岛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在酝酿中
长期空气质量预报，以便更好地
为市民服务。

新技术、新装备与监测业务
得到了有效融合。在自动在线
监测领域，空气和水质主要指标
自动在线监测技术得到了规模
化应用；在应急监测领域，无人
机、无人船、走航车、激光雷达等
技术得到充分运用；在卫星遥感
监测领域，利用遥感遥测新技
术，实现了对生态环境高精度、
全方位、短周期的监测。

成绩
智慧赋能年出亿条数据

信息化赋能下的智慧监测，
让环境管理更加“耳聪目明”。

如今的山东省青岛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不仅是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黄海近岸海域环境监测
分站，还是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
唯一地级市成员单位，拥有电感
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气/液相色
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
仪等中大型先进分析仪器设备，
应急监测车两部。中心主要承
担青岛市空气、水、土壤、海洋、
生态等领域的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开展环境质量状况分析评
价，承担环境质量报告编制相关
工作，青岛市污染源监督监测、
执法监测，青岛市突发污染事故
环境应急监测及辐射环境质量
监测等，每年出具人工及自动监
测数据1.03亿条。目前，中心已
成为监测手段先进、监测方法齐
全、监测对象广泛、监测技术过
硬的专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具
有涵盖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
气、海水、海洋沉积物等12大类、
381个参数、275个方法的生态环
境监测领域的资质能力；获得 7
大类、194 个参数的国家实验室
认可监测技术能力。其中，空气
质量预报预警、海洋与生态监
测、辐射与应急监测等领域的监
测能力处于全省领先、全国先进
水平。

近年来，该中心先后获得
“全国工人先锋号”“首届全省环
境监测技术大比武团体一等奖”

“全国环境空气质量预报工作先
进单位”等 60 余项荣誉和表彰，
连续 13 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连续 5 年获评国家总站实
验室能力考核优秀单位。

环境监测是保证全市生态
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从
无设备无实验室到目前实现空
天地一体化监测，全市已构筑牢
固的技术守护屏障，全力呵护生
态环境，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
感、幸福感。观海新闻/青岛晚
报 记者 徐美中 通讯员 华丽
孙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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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各色先进仪器齐全的“人给家足”；从手提
肩扛全城采样，到在线监测鼠标点动；从开展简单分析测试项目，到拥有现代化实验室和丰富
分析测试能力……当鸟儿划过一抹湛蓝、当鱼群穿过一股清澈、当孩童踏过一寸青翠，碧海蓝
天中印刻着生态环境监测人坚实的脚印，红瓦绿树下绽放着生态环境监测人守望的笑脸。环
境监测被称为环境保护的“耳目”和“哨兵”，成立47年来，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不论
是技术力量还是监测仪器设备，都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在信息技术的加持助力下，如今的环
境监测智慧化水平更高，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每年可出具上亿条数据。

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使用先进便携式监测设
备开展应急监测。

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为小学生讲解海洋标本。

谭丕功（左一）带领团队开展
试验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