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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7’序

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来，在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洪流中、在坚持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的实践中，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两个文明建设得到了加强和发

展。十年来，专业队伍不断壮大，现有职_7275人，科技人员占85％，

其中高级工程师9人、工程师29人、助工和技术员25人；自身建设逐

步完善，现有监测用房4000多平方米，，千元以上仪器设备185台，万元

以上仪器39台，其中进1：3仪器23台，固定资产已达4 15万元；业务水平

和监测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开拓，现已担负着国家网、 省网、 长

江网、东海网的各项监测任务，开展了水、气、声，渣等九种环境要

素的120多个项目的检测分析，建成了一对三大气地面自动监测系统。

总之，十年来；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在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

监测、科研监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市经济建设、城乡建

设、环境建设提供了大量准确，有效的科学数据。 。六五”期间被国

家环境保护局授予。全国优秀监测站”的光荣称号，连续四年由市政

府评为市。文明单位”，在我市环境保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纪念建站十周年之际，市站编写的站志，内容丰富、 资料翔

实，是我市环境监测工作真实的历史写照，对于我们了解过去、总结

现在、展望未来都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十年的发展壮大和硕果之取得，是市政府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国

家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精心指导的结果，是我市环



线老一辈领导辛勤培育的结果，更是市站全体职工艰苦创业、团

斗，努力实干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对为我市环境监测站的建

出贡献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l

回顾过去，令人欣慰和自豪。展望未来，深感任重而道远。环境

是环境保护工作的耳目和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蓬勃发展

的环保事业对环境监测工作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希望南通市环境保

护监测站在认真总结十年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励，吏上一层楼，为

把我市建设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的、对外开放的工业、港口城市而努力

奋斗。

奇未圣
一九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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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正在健康发展、稳步前进。环境监测是环境

保护工作的耳目和基础，多年来，环境监测在强化环境管理、加快污

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站成立至今已有十载。这十年，是我站从筹建、起步到初具规模，

艰苦创业的十年；是坚持环境监测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

服务韭取得丰硕成果的十年；是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开拓前进

的十年。回顾十年历程，使我们感到喜悦与自豪的是我站在上级领导

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下，全体职工团结协作，奋发图强，以自已辛

勤劳动果实，在我市的环境保护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值我站建站十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志》，如实记载了十年建设的历程，通过本志的修纂，以期达列记载史

实、总结经验、振奋精神、继续开拓前进的目的。

本志白1 989年5月开始搜集资料，同年10月完稿，历时半年。资

料来源主要录自本站档案材料，部份史实通过有关座谈回忆确认。．

由于编写水平有限，本志中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写组

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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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环境监测是一项新兴的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是环境保护工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一门综

合性、边缘性科学。环境监测工作的任务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

科学手段，获取大量准确、可靠、代表性强的环境信息，对环境污染

的程度、范围、变化趋势进行科学的判断，韭提出有效的污染防治对

策，以达到为环境管理服务的目的。由于环境监测的独特地位和作

用，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起步较晚，1972年前，卫生，水文、地质等

部门虽然提供过一些环境监测的资料数据，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领

导和技术规范，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也难以用

作环境保护的决策依据。1972年，我国制定了搿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

民一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特别是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

规定了统一组织环境监测工作，此后我国逐渐建立了国家、省、市、

县四级环境监测体系，制定了统一的环境监测标准方法和各项技术规

范，充实了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环境监测事业

已初具规模，在国民经济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发挥了日益重

要的作用。

南通市的环境监测工作起步于六十年代中期，由市卫生防疫站进

行了部份环境要素的质量调查和环境污染事故的取证工作，记录了我

市环境状况的珍贵历史资料。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加强

我市环境保护工作，1977年，南通市革委会决定在市防疫站内设置专

职的环境监测机构一一环境监测科，对外挂牌。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

站”，专业人员引进和经费拨发由市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行政、

业务管理由市卫生防疫站负责。委派刘元任环境监测科科长，韭任

当年引进的监测专业人员季鼎祥为副科长，监测化验分析人员全部



编入该站化学检验室，与原检验室人员共同完成环境样品的分析工

作。新组建的环境监测科克服了专业技术力量弱，仪器设备差、7-_

作经验缺乏等困难，开展了长江南通市区段、市区地下水、市区主

要内河水和市区大气环境质量的经常性监测及环境r辐射水平的监测

工作，同时还对市区的主要工业污染源和污染事故纠纷进行监测调

查，初步建立了工厂“三废”排放的原始档案，至1979年11月，共向

上级监测网络和本市环保主管部门提供了近万个监测数据。

为了理顺管理关系监使监测业务适应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1979

年8月市革委会行文决定独立组建全民事业性质的南通市环境保护监

测站，具有独立的人事、财务、业务管理权，隶属于市环保办领导，初

定编员35人。同年1 1月9日，市建委、市环保办公室、市卫生局有关

领导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韭任命吴昌庠同志为站党支部副书记，周

锦明同志为副站长。自此，我市环境保护史上首次有了一个独立的、
有权威的环境监测机构。

南通行署于1978年6月，正式决定组建独立的南通地区环境保护

监测站，属地区环保办领导，初定编制25人，任命唐洪生、马学余同志
为正、副站长，此后陆续引进专业技术人员，购置监测仪器设备，在一

无工作用房、二无仪器设备、三缺业务技术人员的困难情况下，发挥了

各方面的积极因素，1978----,1979年，借用原地区卫生防疫站的技术力量

和仪器设备，协助国家海洋局东海协作组完成了渤黄海协作网下达的

近海海水污染调查任务，1980年4月，借用南通县八一印染厂的化验分

析设备，独立承担了海洋污染调查，逐步开展了六县部分河流水质、部

分城镇大气贯量的监测和全地区的电镀行业废水排放状况调查，1981

年8月迁入新建的1500平方米监测楼后，监测业务工作开始全面展开。

1983年，江苏省实行市管县的体制改革试点，原南通市和南通地

区合并，同年3月4日，原地、市两个环保监测站宣布合并成南通市

环境保护监测站，隶属市城建环保局领导，在原市环保监测站内合署
开展监测业务工作。

地、市监测站合并后，技术力量明显增强，建设速度有所加快，

工作能力得到提高，业务范围有了开拓。我市的环境监测工作出现了
一个新的局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科研工作，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水平，经

市编委批准，于1985年5月成立南通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十人，

任命许纲熙同志为副所长，隶属市环保局领导，行政管理由市环保监

测站负责。1987年5月4日，市环科所与市监测站进而合并为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这一建制一直继续至现在。
建站十年来，在市环保主管部门的领导、支持和上级监测站的业务

指导下，我站在监测规范化，质管程序化、管理制度化和环境监测科研、
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仪器设备有了大幅度改善，监

测自动化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十年来，共取得大气、酸雨、地表水、

地下水、海水、土壤、底质、生物等环境质量数据14．5JY个，噪声环

境数据31万个，环境放射性数据2．8万个，工厂污染源排放监督监测数

据I．2万个，参加污染事故纠纷技术仲裁44 1次，编制环境质量报告书

二册，环境质量年报三册，环境监测年鉴四册，环境监测简报五十二

期，整编资料十五份，科研成果八个，其中获省级科技进步(成果)奖

四项，市级科技进步(成果)奖五项，在市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发表技术

论文?5篇，获市优秀科技论文奖和学会优秀科技论文奖49篇。十年来，

先后被评为全国“六五”期问优秀监测站、1985年度江苏省环境监测
先进单位、1984年以来江苏省环保先进集体、1986"--1988年度市环保

系统先进单位。1985,---1988年连续被命名为市“文明单位”。

目前全站人员编制79入，实有人员7，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3人，

共设置业务办公室、，环境监测室、监督监测室、中心化验室、自动监

测室和行政科六个科室。已建成监测工作用房4189M2，辅助用房

687．8M2、职工住房1979．68M2。拥有千元以上仪器设备185台

(其中进口仪器25台)，初步建成一对三大气地面自动监测系统一套

和交通噪声自动显示屏一座购存图书39 20余册，固定资产共415万

元。能开展各类环境要素121个项目的监测分析(其中水76项、气38

项．噪声振动3项。生物3项、放射性l项)。每年提供环境监测数

据约1．7万个，成为南通市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基本满足本市环境管

理工作的需要，．在南通市的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中发挥了

越来越大的作用。

’
●

●

3



第二章机构设置及其演变

第一节站行政机构及其隶属关系的演变

一、南通市和南通地区合并前的情况

(一)原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1979年11月9日，南通市革委会建委、环保办公室、卫生局领导

同志宣布市革会决定，独立成立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为全民事业

单位，隶属市环保办领导，具有独立的人事、财务、业务管理权。根据

江苏省环保局建议，初定编$135人，芷任命周锦明同志为副站长。原由

市环保办公室引进的23名业务行政人员组建成市环保监测站，对用环

保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所有权也进行了裁决。自此，各项监测业务活

动与市卫生防疫站脱钩。
1981年11月市环保办公室撤消，成立市环保局，原市环境监测站

改由市环保局领导，由副局长陈猷翔分管监测站工作。

，(二)原南通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

1978年6月，南通地区行署行文设置南通地区环境睬护监测站，

为全民事业单位，隶属地区环保办领导，根据江苏省环保局建议，初定

编制25人。同年10月，任命马学余同志为副站长，负责筹建监测站工

作。1979年任命地区环保办副主任唐洪生同志兼任监测站站长。1981

年10月任命陈祖昌同志为副站长。1981年11月免去唐洪生站长职务。

1982年任命孙学维同志为站长。

1980年4月，为完成渤黄海海水污染调查任务，借用南通县观音

山八一印染厂房屋设备开展工作时，计有8名职工。1981年8月迁至

新建的地区监测楼开展监测业务工作，共有职工19人。
198 1年7月，地区环保办撤消，成立地区环保局，地区监测站归

属地区环保局领导，由副局长唐洪生分管监测站工作。

二、南通市和南通地区合并后的情况

1983年3月，原地区，市环保监测站合并为南通市环保监测站e
五



共有职1"6 1人，‘：其中原市站36人，：原地区站25人，隶属南通市城乡建
设环保局领导，局党组副书记顾斌宣布合并决定，指定吴哥庠、孙学

维两同志为召集人h负责全站工作，在原市监测站内合署开展监测业

务，由副局长陈猷翔同志分管。 。。；．：

1983年10月，单独设立南通市环保局"市监测站划归市环保局领

导，由局长陈猷翔分管监测站工作，1985年4月起由局长于春兰分管

监测站工作。“·¨__：二¨_ 、 一{√r 一一：

1987年5月，市环保局次定市环科所与市监测站合并，站所人员

编制共79名，统筹使用：‘ ⋯ ⋯．

我站行政机构变化情况列于下图

1979,'-,1989年职工增长情况和缡制变化情况

’

年份实豁挚誓炙挚其中·市监翌站市环科所 备 注

1979 32 60 ．60 根据省环保局建议，
原市监测站暂编35人，

1980 42： 60 60 原地区监测站暂编25人。

1985．3通编(85)24号批复
市监测站增加事业编制7人。
1985．5通编(85)34号批复，
成立市环科所，事业编制10人。
1987．6通编事(87)29，通财行
(87)60批复增加市监测站自动监测

10 人员编制9入，同时，1985年增加
的7人编制划归市排污监理站。

10

10

lO

10

． 1988年8月，市计委批发同意成立南通市环境科技服务公司，隶

属市环保局领导，为全民企业性质j主要从事环境治理项目业务，市

环保局又委托市环境科学研究所代管，由卢君佳、徐国兴两同志担任

公司正、I副经理。1989：午1月，该公司由市环保局收回，’卢君佳、徐

国兴痢司志借公司使用。、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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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行 政 机 构 变 化 情 况

一1981)

孙学维(1982．2～ )

副站长I马学余(1978．10～ )

陈祖昌(1981．10--． ) 副站长：周锦明(1979．10"-" )

‘

南通市环保监测站

1983．3～1987．5

1983．3'一1984．11 站长l

副站长：

1984．11"-'1987．5 站长：

副站长l

孙

陈

马

周

季

季

陈

范

站(所)长

副站(所)长

副站(所)长

总工程师

季鼎祥

陈祖昌

范健

范健、刘金星、周锦明

季鼎祥

第二节科室机构设置及演变

．建站初期，地、市环保监测站均仅设立监测科、化验分析室两个

业务科室和后勤科(或总务科)。1984午3月进行第一次科室调整，

6



设立监测业务科，大气物理监测科、水质监测科、中心检验科和行政

管理科，共有职工60人(其中借局工作5人)；1985年3月进行第二

次机构调整，设置技术综合室，大气物理监测室、水质监测室、仪器

分析室和行政科，共有职工6 1人(其中借局工作4人)； 1987年5

月H市监测站与市环科所合并，当年年底又增设大气自动监测室，共

有职-I"-66人(其中借局工作3人)；1988年3月，进行第三次机构调

整，设置业务办公室、环境监测室、监督监测室、中心化验室、自动
监测室，工程设计室和行政科，共有职．7二72人(其中借局工作2人)，

1989年4月，实行双向聘用，撤消工程设计室，保存其余五室一科，

共有职工74人(其中借局1人，借环保科技服务公司2人)。

科室机构设置及变化情况见下图。

广环境监测科 负责人范健

一訾长室(地区饕；一．1分析检验科 负责(1人980。""陈1祖98昌3)1978""1983 (兼)( ．3) 1分析检验科 负责人·陈祖昌(兼)

L后勤科

一站长室(市站)
(1979．11"．'1983．3

r环境监测科 14人 科长·季鼎祥副科长，卢君佳

一+化学检验科 15人 副科长·庄起耿
7 o一总务科 4人 副科长；卢太丰

站长 室一一÷化学检验科
厂环境监测科

(1983．3-Zi984·3)L后勤科

站长室
(1984．3～l

站长室
(1985．3-vl

测业务科

质监测科

气物理科

心检验科

政管理科

20Z

26人

9人

14人

12人

9人

7人

8人

术综合室 6人

质监测室 21人

气物理监测室12人

器分析室 6人

改科8人

负责人。季鼎祥卢君佳

负责人。庄起耿

负责人。卢太丰

科长。卢君佳

科长t李兴中

科长。宋振亚

科长。庄起耿

科长-邵金栋

主任。卢君佳

主任：施燕回

主任s宋振亚

主任-庄起耿

科长；邵金栋

副科长：施燕回范健

副科长t陆哉堂

副科长。吴栋生

副科长·陆荣

副科长，卢太丰

副主任。陆哉堂

副主任。范健

副主任t吴栋生

副主任。陆荣

副科长。卢太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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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室
(1986．4～1

． ’站长室
(1988．3～

术综合室 7人

质监测室 21人

气物理监测室11人

器分析室 6入

气自动监测室4人

政科 10人

业务办公室

环境监测室

监督监测室

中心实验室

自动监测室

工程设计室·

行政科

·1989．I撤消

8人

16人

15人

10人

6人

5人

8入

主任。卢君佳副主任·陆哉堂

主任：施燕回副主任t范健
沈德富

主任t宋振亚副主任：吴栋生

主任。庄起耿副主任l陆荣

负责人t徐围兴

科长。邵金栋副科长t卢太年

主任{陆哉堂

主任，施燕回副主任·吴栋生

主任：沈德富吾Ⅱ主任l杨承德

主任。陆荣

副主任：朱鹤龄

主任。卢君佳

副科长：钱永泉

第三节 党组织机构及隶属关系的演变

一、南通市和南通地区合并前的情况

，(一)南通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市监测站成立

时，有党员六人，经市委批准，单独成立直属支部，由市级机关党委

代管，不设支部委员会，指定吴昌庠同志为专职支部副书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市环保办改为环保局，站党支部划归市委工

交政治部管理，直到一九八三年三月止。

(二)南通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一九七八年建站后，-9环保办

公室合建一个党支部，由倪广才同志任支部书记、唐洪生、马学余、
孙其浩三同志为支部委员。一九八一年七月、南通地区环保办改为南

通地区环保局，支部改选后，由倪广才、马学余、陈祖昌、孙其浩、

陈秀琴五位同志组成支部委员会，倪广才同志为支部书记。一九八二

年二月，补选孙学维同志为党支部副书记，共有党员13名。直到一九

八三年三月止。

二、南通市和南通地区合并后的情况

一九八三年三月，地、市监测站合并，共有党员十九人，成立监

测、化验、行政三个党小组、由吴昌庠同志负责支部工作。支部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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