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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 
 

第一条  为了准确核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国令第 369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1〕26 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1〕35 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以下简称“减

排监测”），是指对国家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化学需氧量、氨氮、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状况和浓度水平开展监测，并进行计算、

分析和评价的活动，包括为核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开展的污染源监

测和为验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成效开展的环境质量监测。减

排监测采用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本办法适用于对排放主要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城镇污水处理厂

等排污单位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机动车的监测（检测）

管理。 

第三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结合行业特点以及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需要，制定自行监测

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开展自行监测和

监控，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建立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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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量、处理处置量、排放量等台账。自行监测采用手工监测的，每

日至少开展一次；采用自动监测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排污单位

不具备开展自行监测能力的，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监测（检测）

机构进行监测。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设置符合规范和安全要求的废气、废水

污染物排放口，保证监测人员操作安全。市（地）级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检查、

验收。 

第四条  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或

完善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尤其要尽快安装氨氮和氮氧化物自

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自动监测设备的监测数

据应当逐级传输上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尚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或已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但未配置氨

氮、氮氧化物自动监测仪器的，应当在 2013 年底前完成自动监测设

备的安装和验收。对于生产状况不稳定，生产负荷低于 50%的，可以

提出申请适当延期。 

已经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应当建立和完善自动监测设备运行、

维护管理制度，确保设备运行正常。因设备质量原因导致数据未通

过有效性审核的，应当更换自动监测设备，并重新向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申请验收。 

其他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要求，按照所在地省级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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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监督排污单位的自行监

测工作、污染物排放状况、自动监测设备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应当开展监督性监测。监督性监测由县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

责，县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测能力不足时，由市（地）级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承担或由省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排

污单位应当根据监督性监测工作的需要提供相关工作资料和必要工

作条件，不得拒绝、阻挠、拖延监督性监测工作的开展。 

市（地）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监

督性监测，省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装机总容量 30 万千瓦以

上火电厂的监督性监测，负责对脱硫脱硝设施进出口自动监测设备

的数据开展有效性审核。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监督性监测每季度至

少开展一次，监测数据共享使用，不得重复监测。 

第六条  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应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的要求开展机动车环保检测业务，建立数据服务器，并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联网，实时上传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和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数据。 

市（地）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的

日常监督检查，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省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负责对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检测线进行监督性监测，每年抽测比例

不少于 50%。检验机构加快安装自动检测设备，地级以上城市全面使

用简易工况法进行检测，到 2015 年底前，机动车环保检验率（含免

检车辆）达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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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环保日常监

测，主要包括停放地抽测和道路抽测。日常监测应采用国家或地方

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原则上应与当地环保

定期检验方法一致。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采用遥感、目

测等方法筛选高排放车辆，进行道路抽测。 

第八条  纳入各地年度减排计划且向水体集中直接排放污水的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按本办法第三条要求，每月至少开

展一次自行监测。纳入国家重点监控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名单的，应

当安装化学需氧量和氨氮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

网。 

第九条  县级以上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纳入年度减排

计划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开展监督检查，监督其污染物排

放状况、排放去向、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废弃物综合利用情况

等，监督检查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对纳入年度减排计划且向水体

集中直接排放污水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开展监督性监测工

作，监督其污染物排放状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监督性监

测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 

第十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计

算污染物排放量，在每月初的 7 个工作日内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

告上月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并提供有关资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

当对排污单位每月报告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定，并将核定结

果告知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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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且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数据有效性审

核的，以自动监测数据为依据计算、核定污染物排放量； 

对于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但未通过数据有效性审核的或未安装自

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位以手工监测数据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依据监督性监测数据进行核定。 

对于不具备监测条件的，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

物料衡算、排污系数等方法计算、核定污染物排放量。 

第十一条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环境空气、地

表水、土壤等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满足总量减排工作需求，定期分

析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评估总量减排工作成效，每半年至少编写一

期减排监测专项报告。总量减排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与日常环境质量

监测工作一并进行，不重复监测。 

第十二条  减排监测应当遵守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布的

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方法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 

市（地）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

据和县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性监测数据的质量监督管理工

作，对手工监测开展质量考核和比对抽测，对污染源自动监测开展

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按照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省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市（地）级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性监测数据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地方各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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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性监测数据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整的污染源

基础信息档案和监测数据库，按季度逐级报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

据。一个季度内开展多次监督性监测的，应上报全部监测数据。自

动监测设备必须连续稳定运行，确保数据准确有效。 

第十四条  排污单位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通过报

刊、广播、电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排污单位网站、新闻发

布会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自行监测结果。其中，采取手工

监测的，应当在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监测结果；采取自动监

测的，应当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各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于每个季度结束后的 15个工作

日内，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布监督性监测结果。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减排监测体系能力建设，尤

其要提高直接为总量减排提供支撑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能力和为验

证减排成效而开展的环境质量监测能力及减排监测管理能力，推进

环境监测机构和机动车污染监管机构标准化建设，开展标准化建设

的达标验收工作，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监测体系。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直接为减排监测、统计和考核服务的污染源

监督性监测费用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并足额保障，中央财政对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监督性监测费用予以补助，确保各级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做好减排监测，特别是氨氮、氮氧化物两项新增指标和

畜禽养殖、机动车等新增领域的监测工作。地方财政可对规模化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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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养殖场（小区）的自行监测予以补助。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费用不

得向企业收取。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