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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二

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三

一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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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要求

《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工作要点中明确要求：

完善以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测体系。

 有序开展重点排污单位执法监测，完善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

污染源监测体系。

 加强对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指导，落实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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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要求

自行监测是排污单位为掌握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

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规范组织开展的环境监测活动，是落实排污单位主体

责任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撑排污许可证后监管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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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要求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以及一些行业的《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自2017年6月1日起实施。

 排污单位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排污单位可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利用自有人员、场所和设备自行

监测，也可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

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做好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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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要求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建设、联网、运维和管理有关规定》

（沪环规〔2022〕4号）：排污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生态环

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负责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运行和

维护。若排污单位具有相应运维能力的，也可自行负责固定污染源

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排污单位承担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审核的主体责任，对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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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规定了污水手工监测

的监测方案制定、采样点位、监测采样、样品保存、运

输和交接、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监测数据处理、质量

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是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

2002）中污水监测技术规范部分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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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增加了监测方案制定的内容；

 增加了附录A，给出常用污水监测项目的采样和水样保存要求；

 删除了建设项目污水处理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应急监测、

资料整编等内容；

 修改了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中污水内容的相关表述；

 完善了采样点位、监测采样、分析方法、监测数据处理、质量保证

和质量控制等相关内容。

 本标准自2020年3月24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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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目的、监测

点位、监测项目、监测方法、采样频次、采样器材、现场

测试仪器、样品保存、运输交接、采样安全以及监测质量

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等。



10

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目的

根据环境管理要求，了解排污单位工艺特点及产污环节、生产及排污

情况、排放污染物种类及数量、排放规律、排放去向等，明确监测目的，

确定监测范围和内容。

监测点位

 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

 在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设置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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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对于环境中难以降解或能在动植物体内蓄积，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产生长远不良影响，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根据环境管理需求

确定的应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监控的水污染物，在含有此类水污

染物的污水与其他污水混合前的车间或车间预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置

监测点位，如果含此类水污染物的同种污水实行集中预处理，则车间

预处理设施排放口是指集中预处理设施的出水口。如环境管理有要求，

还可同时在排污单位的总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对于其他水污染物，监测点位设在排污单位的总排放口。如环境管理

有要求，还可同时在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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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点位：监测污水处理设施的整体处理效率

时，在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的进水口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

置监测点位； 监测各污水处理单元的处理效率时，在各污水进入污水

处理单元的进水口和污水处理单元的出水口设置监测点位。

 雨水排放监测点位：排污单位应雨污分流，雨水经收集后由雨水管道

排放的，监测点位设在雨水排放口；如环境管理要求雨水经处理后排

放的，监测点位按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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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准备

 采样器材主要是采样器具和样品容器。应按照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分

析方法的要求，准备合适的采样器材，如要求不明确时，可按照附

录A执行。

 采样器材的材质应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在样品采集、样品贮存

期内不会与水样发生物理化学反应，从而引起水样组分浓度的变化。

采样器具可选用聚乙烯、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等材质，样品容器可

选用硬质玻璃、聚乙烯等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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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污水监测应配置专用采样器材，不能与地表水、地下水等环境样品

的采样器材混用。

 按照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的要求，选择现场测试仪器。

 准备现场采样所需的保存剂、样品箱、低温保存箱以及记录表格、

标签、安全防护用品等辅助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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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现场监测调查

 现场监测期间，监测人员应对排污单位进行现场监测调查，做好相

应的记录，由排污单位人员确认。

 现场监测调查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和监测点位的基本信息、监测期

间是否正常生产及生产负荷、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是否正常及运行负荷、污水排放去向及排放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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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采样频次

 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

见、排污许可证、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定等对采样频次有规定的，

按规定执行。

 如未明确采样频次的，按照生产周期确定采样频次。生产周期在8h

以内的，采样时间间隔应不小于2h；生产周期大于8h，采样时间间

隔应不小于4h；每个生产周期内采样频次应不小于3次。如无明显

生产周期、稳定、连续生产，采样时间间隔应不小于4h，每个生产

周期内采样频次应不小于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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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排污单位间歇排放或排放污水的流量、浓度、污染物种类有明显变

化的，应在排放周期内增加采样频次。雨水排放口有明显水流动时，

可采集一个或多个瞬时水样。

 为确认自行监测的采样频次，排污单位也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一

个生产周期内进行加密监测：周期在8 h 以内的，每小时采1 次样；

周期大于8 h 的，每2 h 采1 次样；但每个生产周期采样次数不少于

3 次；采样的同时测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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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采样位置

 采样位置应在污水混合均匀的位置，如计量堰跌水处、巴歇尔量水

槽喉管处等。采集的水样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污水的水质情况，

满足水质分析的要求。

 HJ 353 5.1.5  压力管道式排放口应安装满足人工采样条件的取样阀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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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样品采集

 采样前要认真检查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及其瓶塞（盖），及时维修并

更换采样工具中的破损和不牢固的部件。样品容器确保已盖好，减少

污染的机会并安全存放。注意用于微生物等组分测试的样品容器在采

样前应保证包装完整，避免采样前造成容器污染。

 到达监测点位，采样前先将采样容器及相关工具排放整齐。

 对照监测方案采集样品。采样时应去除水面的杂物、垃圾等漂浮物，

不可搅动水底部的沉积物。

 采样前先用水样荡涤采样容器和样品容器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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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的容器材质、加入的保存剂及其用量、保存

期限和采集的水样体积等，须按照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要求执行；

如未明确要求，可按照附表A执行。

 采样完成后应在每个样品容器上贴上标签，标签内容包括样品编号

或名称、采样日期和时间、监测项目名称等，同步填写现场记录。

 采样结束后，核对监测方案、现场记录与实际样品数，如有错误或

遗漏，应立即补采或重采。如采样现场未按监测方案采集到样品，

应详细记录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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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样品采集其他要求

 部分监测项目采样前不能荡洗采样器具和样品容器，如动植物油类、

石油类、挥发性有机物、微生物等。 

 部分监测项目在不同时间采集的水样不能混合测定。如水温、pH值、

色度、动植物油类、石油类、五日生化需氧量、硫化物、挥发性有

机物、氰化物、余氯、微生物、放射性等。

 部分监测项目保存方式不同，须单独采集储存，如动植物油类、石

油类、硫化物、挥发酚、氰化物、余氯、微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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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样品采集其他要求

 部分监测项目采集时须注满容器，不留顶上空间，如五日生化需氧

量、挥发性有机物等。

 水温、pH值等能在现场测定的监测项目或分析方法中要求须在现场

完成测定的监测项目，应在现场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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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流量测量

 已安装自动污水流量计，且通过计量部门检定或通过验收的，可采

用流量计的流量值。采用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CJ/T 

3008.1～5 等相关技术要求修建或安装标准化计量堰（槽）。

 排污渠道的截面底部须硬质平滑，截面形状为规则几何形，排放口

处须有3～5m 的平直过流水段，且水位高度不小于0.1m。通过测量

排污渠道的过水截面积，以流速仪测量污水流速，计算污水量。

 在以上流量测量方法不满足条件无法使用时，可用统计法、水平衡

计算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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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采样安全

 现场监测人员须考虑相应的安全预防措施，采样过程中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

 监测人员应身体健康，适应工作要求，现场采样时至少两人同时在

场。

 监测过程中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急救用品。现场采样时，若采样

位置附近有腐蚀性、高温、有毒、挥发性、可燃性物质，须穿戴防

护用具。现场监测人员要特别注意安全、避免滑倒落水，必要时应

穿戴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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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样品保存

       按照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要求确定样品的保存方法、加入的

保存剂及其用量、样品的保存期限，如分析方法要求不明确的，

可按照附表A执行。

运输交接

 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监测项目的保存期限，确定适当的运输方

式，例如：防震、低温运输、避免日光照射、防破损、防沾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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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样品容器应做好标记并妥善包装，特别是采样瓶颈部和瓶塞，在运

输过程中不应破损或丢失。为避免盛水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因震动、

碰撞而破损，最好将采样瓶装箱，并采用泡沫塑料等减震材料分隔

固定。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送实验室分析，现场监测人员与实验室接样人员

应按规范要求做好样品交接工作，并在样品交接记录上签字。

 有些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对于样品运输方式有特殊要求的，要严格

按要求执行。比如，五日生化需氧量样品需要在0～4℃的暗处运输

（详见HJ 505-2009《水质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稀释与

接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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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项目

 排污单位的污水监测项目应按照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

定等明确要求的污染控制项目来确定。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排污单位可根据本地区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

污染物排放特征等条件，增加监测项目。

 有毒有害或优先控制污染物相关名录中以及所在流域环境质量超标的

污染物指标也应纳入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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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应优先选用所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

规定的标准方法；若适用性满足要求，其他国家、行业标准方法也

可选用（包括最新颁布实施的标准方法）；尚无国家、行业标准分

析方法的，可选用国际标准、区域标准、知名技术组织或由有关科

技书籍或期刊中公布的、设备制造商规定的等其他方法，但须按照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168）的要求进行

方法确认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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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所选用分析方法的测定下限应低于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限值。

 除分析方法有规定的，污水分析前须摇匀取样，不能过滤或澄清。

 监测结果的表示方法

 监测结果的表示应根据相关分析方法等要求来确定，并采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当测定结果高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报实际测定结果值；当测定结

果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时，报使用的“方法检出限”，并加标志位

“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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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数据的处理

 对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的有效测定结果，按以下原则进行数据处理：

 日均浓度值统计时以1/2 方法检出限参与计算；

 总量统计时按HJ/T 92 执行；

 对于某一类污染物的测定，如果每个分项项目的监测结果均小于方

法检出限，在填报总量的结果时，可表述为“未检出”并备注出每

个分项项目的方法检出限；当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分项的监测结果

大于方法检出限时，总量的结果为所有分项之和,低于方法检出限

的分项以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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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

 采样质量控制

 基本要求

（1）对不同的监测项目，按选用的分析方法中的要求采集质量控制

样品。

（2）采样前，保存剂应进行空白试验，其纯度和等级须达到分析的

要求；采样器具和样品容器质量应进行抽检，抽检合格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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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全程序空白样品

        按分析方法中的要求采集全程序空白样品，如分析方法中未明确，

每批次水样均应采集全程序空白，与水样一起送实验室分析。

 现场平行样品

        按分析方法中的要求采集现场平行样品，如分析方法中未明确，

对均匀样品，凡能做平行双样（除现场监测项目、悬浮物、石油类、

动植物油类、微生物等）的监测项目也应采集现场平行样品，每批次

水样应采集不少于10%的现场平行样品，样品数量较少时，每批次水

样至少做1份样品的现场平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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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空白样品

       每批次水样分析时，空白样品对被测项目有响应的，至少做2个实

验室空白。

 校准曲线控制

监测项目的校准曲线（包括工作曲线和标准曲线）控制标准按照分

析方法中的要求确定。用校准曲线定量分析时，仅限在其线性范围内进

行，校准曲线相关系数γ按照分析方法中的要求确定。校准曲线需定期

核查，不得长期使用，不同实验人员、实验仪器之间不得相互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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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精密度控制

        精密度可采用分析平行双样相对偏差、测量值的标准偏差或相对

标准偏差等来控制。监测项目的精密度控制指标按照分析方法中的要

求确定。平行双样可采用密码或明码编入。

 准确度控制

        准确度可选用分析标准样品、自配标准溶液或实验室内加标回收

等方法来控制。监测项目的准确度控制指标按照分析方法中的要求确

定。实验室其他质量控制措施的相关内容执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

术导则》（HJ 630）。



Copyright © 2012 Andy Guo. All rights reserved。                         

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一、实施范围

 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实施范围包括：

（一）纳入水、气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污单位；

（二）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位。

        按照本市固定污染源监管职责分工，经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现场核

实，上述排污单位确不具备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安装使用技术条件的，

应当针对相应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国家或本

市有相关标准或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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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二、总体要求

 排污口设置：废水排放口应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

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

规范》（HJ 353）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等要求。

 数据采集传输：新建自动监测监控设备数据不允许经工控机处理后

再发送至数据采集传输仪，须直接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传输至生态

环境部门监控平台。



Copyright © 2012 Andy Guo. All rights reserved。                         

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数据采集传输：新建自动监测监控设备数据不允许经工控机处理后

再发送至数据采集传输仪，须直接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传输至生态

环境部门监控平台。

 建设进度：现行的废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从进样、校准和核查等环

节都与原有的技术规范有较大的区别，排污单位需根据现行的技术

规范，对现有的自动监测监控设备进行排查，按照“先老后新、利

旧节约”原则，分步更新改造，确保污水处理厂在2022年底、其

余排污单位在2023年底前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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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数据应用：排污单位承担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审核的主体责任，

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备案之日起，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

数据可以作为环境执法和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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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三、建设安装

（一）排污单位根据下列相关的情形和要求，开展固定污染源自动监

测监控设备的建设，建设项目对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要求参照执行：

 涉及一类污染物重金属排放的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应当在车间处理

设施排放口和总排放口安装水质自动采样器。

 污水处理厂应当在进、出口分别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监测项目应当

包括流量、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和总氮。

 医疗机构污水监测项目应当包括流量和总余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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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其他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项目应当包括流量、pH、化学需氧量

和氨氮，特征污染物包括总氮、总磷的，监测项目还应包括总氮、

总磷。

 生态环境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氮磷污染防治的通知》中

明确的氮磷排放重点行业的重点排污单位，以及自行监测指南中要

求进行总磷、总氮监测的重点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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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二）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相关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pH、流量自动监测设备，应分

别满足《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HJ 377）、《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HJ 101）、《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3）、《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2）、《pH水

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96）、《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等要求。前述自

动监测设备还应具备《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

运行技术规范》（HJ 355）明确的自动标样核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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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HJ355 5.1.2 针对模拟量采集时，应保证数据采集传输仪的采集信号

量程设置、转换污染物浓度量程设置与在线监测仪器设置的参数一

致。

 HJ355 7.4 数据传输正确性：同时检查水污染源在线连续自动分析

仪器存储的测定值、数据控制单元所采集并存储的数据和监控中心

平台接收的数据，这3个环节的实时数据误差小于1%。

 HJ356 6.2.2 水质自动分析仪、数据采集传输仪以及监控中心平台接

收到的数据误差大于1%时，监控中心平台接收到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不能满足要求的，建议更换数字量的在线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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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HJ353 5.5.1 数据控制单元可协调统一运行水污染在线监测系统，采

集、储存、显示监测数据及运行日志，向监控中心平台上传污染源

监测数据。

 HJ353 5.5.3 数据控制单元触发水污染在线监测仪器进行测量、标样

核查和校准等操作。 

 自动核查仪或者质控仪不能反控数据控制单元（数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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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HJ353 6.3.1  采用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JJG711、CJ/T 

3008.1、CJ/T 3008.2、CJ/T 3008.3等技术要求修建或安装标准化计

量堰（槽），并通过计量部门检定。

 HJ353 6.3.3 采用电磁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HJ/T 367的技术要求

进行选型、设计和安装，并通过计量部门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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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医疗机构污水总余氯自动监测仪应符合本市技术规范要求（附件

1）。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水质自动采样单元应满足《水污染源在线

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等要求。

 涉及重金属排放的排污单位安装的水质自动采样器应满足本市污染

源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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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总体要求

•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在满足《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372）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门禁管理、视频监控、报表

查询等功能。

•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确保一点多传，实现与区

和市两级监控平台的联网。



Copyright © 2012 Andy Guo. All rights reserved。                         

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技术要求

•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具备定时、流量触发和远程启动等多种采样方式，具有

采集瞬时水样及混合水样、自动润洗及排空以及留样功能。记录并向监控

平台上传每次采样的时间、采样量、采样触发方式和采样瓶编号等信息。

具备历史数据存储和报表查询功能，做到设置参数自动保存，断电不丢失。

• 水质自动采样器须具备电子门禁、控制权限和视频监控功能，可以存储门

禁的开启信息（包括开关时间及门禁卡信息等）以及操纵者的影像信息，

并实时上传至监控平台，防止篡改样品，确保样品的保管符合监管要求。

• 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具有恒温单元，确保水样存储的环境控制在4℃左右，并

满足《样品的保存以及管理规定》（HJ 493）在暗光1～5度情况下进行留

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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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HJ 353 5.4.4中规定：水质自动采样单元的构造应保证将水样不变质

地输送到各水质分析仪，应有必要的防冻和防腐设施。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5年12月29日印发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第四条中规定，篡改监测数据，系指利用某

种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

导致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包括（六）故意更换、隐匿、遗弃监测

样品或者通过稀释、吸附、吸收、过滤、改变样品保存条件等方式

改变监测样品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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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四、联网备案

 排污单位应当及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的设备系统方可投入使用。

设备的主要或核心部件更换、采样位置或者安装位置等发生变化的，

以及数据采集传输仪发生更换的，应当重新组织验收。

 排污单位应在设备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污染源自动监测监

控设备有关材料交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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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五、运行维护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运行维护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和《污染源

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等要求执行。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现场所需的试剂、标准物质和质控样，

应注明制备单位、制备人员、制备日期、物质浓度和有效期限等重

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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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运行、

使用、管理制度和台账的有关规定，对自动监测监控设备进行维护、

校验、自动标样核查和校准，并对台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台

账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排污单位

应当在12小时内向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水污染源自动监

测设备应按《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

术规范》（HJ 355）“9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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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停运期间，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技

术规范，采用手工自行监测等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测，

并向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监测数据。废水污染物手工监测

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4次，监测周期间隔不得大于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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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六、相关法律责任

 排污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建设、联网、验收和

备案等相关程序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自动监测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 
1. 未按技术规范进行维护，生态环境部门对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开展比对抽

测或者使用标准物质、质控样试验结果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 
2. 排污单位生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测监控数据相关性异常

的；

3. 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不按照规定报告的；

4. 数据传输率不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

5. 其他原因造成的自动监测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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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号文相关内容解读

 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自动监测监控数据等行为依据《环

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界定。

 未按规定安装自动监测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监控设备或

篡改、伪造自动监测监控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进行处理；涉嫌

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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