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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现状及建设目标

各环境要素网络

现状 建设目标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空气环
境监测
网络

城市站 102 地级以上城市（国控网） 约 150 地级以上城市（省控网）

区域站 10 珠三角地区 16 粤东西北地区增设 6个区域站

超级站 1 江门市 2 江门等地

县级空气自动监测
站

约 200
未统一规划，30余个县未配齐国家新
标准要求的 6项监测指标或没有站
点。

约 130 优化、补充，县（市、区）全覆盖

复合污染成分监测
网

10 珠三角地区 约 30 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

粤港澳珠三角空气
网

23 珠三角地区 23 在 6个站点升级开展 VOCs在线观测

路边站 8 珠三角地区 约 20 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

码头专题站 0 无 5以上
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珠三角地区主要港口码
头

农村综合示范站 0 无 4 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的农村地区各新建 1个
垂直监测、遥感监测
专题站

1 江门市 6以上
珠三角地区 2-3套，粤东西北地区各配一套激光雷
达，与卫星遥感对接，实现垂直监测和遥感监测

重金属专题站 0 无 4 汕头、韶关、湛江、清远等市

VOCs专题站 0 无 4 广州、惠州、湛江、茂名等市

水环境
监测网
络

地表水监测网 162 主要江河、湖泊水库 约 340 覆盖全省各县（市、区）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
网

290 地级以上城市、县级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

约 700 地级以上城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产业转移园区监测
网

139 40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约 400 95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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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境要素网络

现状 建设目标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近岸海域监测网 103 13个沿海城市 约 200 近岸海域、主要海湾、重点海洋排污区域等

水污染通量监测网 7 练江、小东江、西江等 约 50 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以及公众关注河段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
测网

5 湛江市 79 各地级以上市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生物毒性实
时监控系统

9 珠江、韩江等 15 珠江、韩江等

土壤环
境监测
网络

土壤质量监测网 0 无 约 7600 耕地、饮用水水源地和污染地块等

多功能样品库 0 无 1 多功能样品库占地约 5000平方米

噪声环
境监测
网络

城市区域 3950 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约 3000 优化、补充，覆盖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道路交通 2288 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约 2500 优化、补充，覆盖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功能区 199 少量功能区点位实现自动监测 约 250 功能区点位全部实现自动监测

辐射环
境监测
网络

国控点水体 29 饮用水源地、海水、地下水 约 100 主要江河、饮用水源地、海水、地下水

空气γ辐射环境自动
监测站

7 广州等 7个城市 10 在梅州、揭阳、云浮市新建

电磁辐射自动监测
示范点

0 无 3 部分地级以上市

生态监
测网络

卫星遥感监测监控
中心

0 无 1 接收、分析、应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结合高
清视频，对全省生态状况进行监控与评估

无人机、无人船遥感
监测应用示范基地

0 无 3 东江、珠三角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
流域

地面生态观测站 5 深圳市 约 20 林场、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

区域（流域）生态监测监控中
心

0 无 1-2
新建机构，承担区域大气、水、土壤和近岸海域、
核与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大污染源监测、区域流
域重点环境问题监测评估、环境应急监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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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分工表

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1

在现有城市站、区域站、超级站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布点，加强站点建设，推进县级空
气自动监测站建设，逐步建设农村站及垂直
监测、遥感监测等专题站点。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2 所有县（市、区）全部按新空气质量标准建
成空气自动监测站。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年

3 逐步建设路边、码头等空气监测站。 省交通运输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4 在全国率先建设全省大气复合污染成分监
测网。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气象局 2017-2018年

5 提升挥发性有机物（VOCs）、重金属监测能
力。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6

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产业转移园区、重大
环境风险源下游等环境敏感断面的监测，逐
步补充主要江河、农村水环境等水质监测断
面；开展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以及公众关
注河段的水质与主要污染物通量实时监控；
逐步开展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物毒性
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
厅、水利厅

2017-2020年

7 逐步补充重要港湾及人类活动频繁海域等
水质监测断面。

省海洋与渔业
厅

省环境保护
厅、交通运输

厅
2017-2020年

8
提升全省饮用水水源水质全指标监测、水生
生物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化学物质监测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水利厅

2017-2020年

9

土壤环境监测网络：逐步建立以耕地、饮用
水水源地和污染地块等为重点的土壤监测
网络，涵盖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主要
农产品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行业
企业（含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
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
险废物处理处置、畜禽养殖场等）及其周边
地区、历史污染区域等。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厅 2017-2020年

10 在耕地布设点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省农业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11 在大型交通干线两侧布设点位开展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20年

12 建立省级土壤多功能样品库，提升全省土壤
环境监测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年

13 在现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城市道路交通噪
声监测点位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布点。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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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14 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功能区噪声实现自动
监测。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18年

15 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功能区噪声实现自动监
测。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20年

16

推进国控点水体和空气γ辐射环境监测，在梅
州、揭阳、云浮等市新建空气γ辐射环境自动
监测站；加强全省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选择部分地级以上市建设电磁辐射自动监
测示范点。在重要农产品基地等重点区域及
其周边地区开展土壤放射性污染状况调查。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年

17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及其周边
地区开展土壤放射性污染状况调查。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18

建设卫星遥感监测监控中心，提升卫星遥感
监测能力，打造无人机航空遥感应用示范基
地，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遥感立体监
测网络，实现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脆弱区和敏感区等区域的大范围、全天候监
测。

省环境保护厅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
2017-2020年

19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重点地区，
建立生态地面定位观测站或定位观测样地，
实现对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生态系统功
能等指标的监测，并定期开展重点地区生态
状况遥感监测与评估。

省林业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20

配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强化
对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野生动植物重要
栖息地、重要湿地、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生态公益林、沿海基干林带、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区以及重要河口、特殊保护岛屿、海洋保
护区、重要渔业水域等海域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区的监管。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林
业厅、海洋与

渔业厅
2017-2020年

21

建立完善省、市、县三级重点污染源名单并
每年进行动态更新。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严格
执行排放标准，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监测要
求，开展自行监测，并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国家和省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要建设稳定
运行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依法开展
监督性监测，分级公开监督性监测信息。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22 拓展对机动车、船舶、飞机等移动污染源的
监测与统计工作。

省环境保护厅
省公安厅、交
通运输厅，广
东海事局

2017-2020年

23 拓展对畜禽养殖等农业污染源的监测与统
计工作。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24 拓展对建筑工地等扬尘污染源的监测与统
计工作。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

2017-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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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25 拓展对种植业等农业源的监测与统计工作。 省农业厅 2017-2020年

26

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各有
关部门要开放数据接口，建成汇集各级各类
环境监测数据的全省环境监测数据库；制定
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
放数据目录，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
发布机制，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
道等，及时准确发布全省环境质量、重点污
染源及生态状况监测信息，提高政府环境信
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保障公众知情
权。

省环境保护厅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国土资
源厅、住房城
乡建设厅、交
通运输厅、水
利厅、农业厅、
林业厅、海洋
与渔业厅、卫
生计生委、统
计局，省气象

局

2017-2020年

27

在统一数据传输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加快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并与国家
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对接，形成国家、
省、市、县四级逐级贯通的环境监测数据传
输体系。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28

更新完善全省主要大气污染源清单、区域空
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空气质量改善
成效评估系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服务
系统和可视化业务会商系统，提高空气质量
预报和污染预警水平。发布各城市空气质量
预报信息，强化污染较严重地区的污染源追
踪与解析，建设全省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体系。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气象局 2017-2018年

29

形成宏观与微观融合、质量与通量并举、人
工与自动互补的的全省水环境监测预警体
系。加强对东江、西江、北江、韩江、九洲
江等流域干支流水体和大中型水库、水源
地、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等的水质监测与预
警。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海
洋与渔业厅

2017-2020年

30

开展土壤中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对人体健
康危害大的污染物监测，提升土壤环境风险
评估水平。加强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来源解
析、土壤有效态监测、土壤可溶性毒物毒性
监测，开展土壤污染物潜在生态风险研究。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农业厅、
卫生计生委

2017-2020年

31

以重点流域和重要区域为重点，开展核辐射
安全预警监测；建设全省范围内重大辐射源
监测预警平台系统，强化对监测、气象等数
据的综合分析。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水利厅，
省气象局

2017-2018年

32

建立核电站周围区域核辐射安全预警平台
系统。开展针对全省放射性风险源及敏感目
标的详细调查，建立分级、分类、分段的突
发核与辐射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体系。以
核设施和核利用源为重点，加强核与辐射环
境风险源数据库建设，实现动态更新。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 18 —

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33

定期开展全省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对生态
保护红线区、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重要
湿地、重要生态功能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的人类干扰、生态破坏等活动进
行监测、评估与预警。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水利
厅、农业厅、
林业厅、海洋
与渔业厅

2017-2020年

34
在重点区域设置监测点，定期监测暴露人群
健康效应，评估环境污染对暴露人群健康的
影响。

省卫生计生委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35

开展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新型特征
污染物及危险废物等环境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提高环境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急监测
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省卫生计生
委、安全监管

局
2017-2020年

36

完善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排放自动监测与异
常报警机制，提高污染物超标排放、在线监
测设备运行和重要核设施流出物异常等信
息追踪、捕获与报警能力以及企业排污状况
智能化监控水平。增强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预
警与处置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水利厅、
农业厅、安全

监管局

2017-2020年

37

依法完善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
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机构的监管制度，创
新环保、质监、公安等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加大监测质量核查巡查力度，建立投诉举报
和市场退出机制，严肃查处故意违反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省环境保护厅
省公安厅、质

监局
2017-2020年

38
严格环境监测机构计量认证审核发证，对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监测机构，依法撤销其
计量认证证书。

省质监局 2017-2020年

39
建立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信用管理体系，按信
用等级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差别化管
理。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40 将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相关信用等级信息纳
入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省发展改革委 2017-2020年

41

按照《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
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
境和资源方面调查监测数据的行为，严肃追
究责任。

省委组织部
省监察厅、环
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42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履行对排污单位的环境
监管职责，依托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法，建
立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和快速响应机
制，制定监测与执法联动工作规程，并根据污
染物排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施现场同步监测
与执法。

省环境保护厅 省公安厅 2017-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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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利
用监测与评价结果，为考核问责各地政府落
实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污染防治、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保护、核与辐
射安全监管等职责任务提供技术支撑，为环
境保护责任考核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等提供科学依据。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44

研究制定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
法、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管理规定
等规章。按照国家统一的监测布点、监测和
评价技术标准规范开展大气、地表水、地下
水、土壤、海洋、生态、污染源、噪声、振
动、辐射等监测，增强各部门、各类监测机
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交通
运输厅、水利
厅、农业厅、
林业厅、海洋
与渔业厅、卫
生计生委，省

气象局

2017-2020年

45

按国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成省以下环保机
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研
究制订试点工作方案及有关政策文件，规范
人、财、物、业务管理。

省环境保护厅
省编办，省财政
厅、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2017-2017年

46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省级，重点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和监管重心下移。各级环境监
测机构按照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要求，承担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执
法监测、环境应急监测与预报预警等职能。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年

47

省环境监测中心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成为
全省环境监测的技术中心、数据中心和培训
基地，并成为国际先进的环境监测机构。区
域性环境监测机构要强化区域辐射带动作
用和区域应急监测中心职能。地级市监测机
构要重点提升特征污染物的监测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48

完善与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财政保障机制，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测
数据质量控制、卫星遥感解译和无人机（船）
监测、环境应急监测、核与辐射监测、监测预
报预警、大数据分析等能力建设；保障对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有效投入。

省财政厅 2017-2020年

49

开放服务性监测市场，鼓励社会环境监测机
构参与排污单位污染源自行监测、污染源自
动监测设施运行维护、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监
测、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清洁生产审核、
相关工作场所的辐射检测或者个人剂量检
测、企事业单位自主调查等环境监测活动。
在基础公益性监测领域积极推进政府购买
服务，包括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等。加强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人员培训，提高
专业素质。研究制定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
制度化、规范化的相关政策，推进环境监测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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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推进环境监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健全生
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促进和鼓励高科技产
品与技术手段在环境监测领域的推广应用。
鼓励省内科研部门和相关企业研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在满足需
求的条件下优先使用国产设备，促进国产监
测仪器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借鉴
先进经验，提升我省监测科技创新能力。

省科技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51

深化粤港澳环境监测合作机制。协调推进珠
三角区域环境监测，共同维护及优化粤港澳
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联合开展臭氧前
体物特别是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探讨开
展其他环境质量的监测合作。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