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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鸟瞰图

锦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旧址
锦州市环境监测c心站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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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z一800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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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锦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始建于一九七四年十月，迄今已有整整

二十年历史。为纪念建站二十周年，经站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编纂本

《站志》。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编纂《站志》的目的旨在

客观地记述二十年来我站的发展变化历史，为监测站今后的发展建

设提供历史借鉴。

《站志》编写领导小组于今年五月份成立。由于参加编写同志的

积极努力、勤奋工作和站领导及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仅用三个多

月的时间，以超常的速度完成了从编写大纲、收集资料到写成初稿

的工作任务。

《站志》主要记载了我站成立二十年来，在组织机构、人员构成、

仪器设备等方面发展变化的经过，透过监测职能、管理体制、业务工

作等各个不同的视角，反映我站在事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充实、

完善的全过程。阅读本《站志》，会使您对锦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有

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由于编纂时间短促，内容庞杂，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

遗漏和不妥之处，望能得到各位领导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站志》编写过程中除了全站同志的共同努力外，还得到了市

政府、省、市环保局领导和曾在我站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

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凡 例

一、站志编写原则：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用记实性文体编写，

一般不加议论，不需论证道理，寓评论于事实的记叙之中。力求文字

简洁，语言表达准确。

二、编采时间断限：从监测站成立之日，即一九七四年十月起至

一九九四年八月止。系统记载这一段时间内事业发展经历。有关监

测机构成立的组织、筹备等一系列工作在本志书中不作记叙。

三、站志编写结构：横排竖写。首先将要反映的内容进行分类。

先分大类，后分小类，再分子目。本志共设六篇、十七章、五十一节，

各篇、章、节之间是横排并列的。而篇与章、章与节之间是统辖关系。

竖写，即在编写需要溯源循流的条目时，要按照自身的发展顺序，也

就是依时序加以记述，基本包括起始、发展、现状三项内容，并以现

状为主。

四、辑录重点：以事业发展为主线，录入各不同时期对监测站发

展有影响的各种资料。为突出单位的整体形象，故与其它志书不同，

不设人物传记篇。有关先进人物在相关章节中顺致表述。

五、重迭部分编写原则：鉴于志书体例的限定，在某一部分编目

中会出现貌似重迭的标题，如第四章“行政建制”中的各节与第七至

第十三章的题目几近相似。在编写第四章各室机构设置时，直接记

述各室设置时间、人员构成及主要工作职能，偏重于介绍现在的情

况。而在第七至第十三章中，则要详细说明各项业务工作完成单位

的机构沿革、不同时期的具体工作内容、监测手段、工作水平以及科

研成果等，即沿着时间这条主线，记述事业的起始、发展、现状备阶
一2一



段有价值的资料，使监测业务的兴衰起伏、成败得失跃然纸上，给读

者以自然流畅的感觉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六、图、表处理：图、表出现的位置在与之对应文字的后面，并按

照所在章节顺序分别编号。如第十章第五节的第二张图，其编号为

“图10—5—2”。第八章第四节第一张表，编号为“表8—4—1”。

七、标题阶次：目录编制中最后一阶是“节"，节以下的若干层

次，逐次采用一、(一)、1、(1)形式。

八、注释的使用：当专业用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注释。需注释的

词后加“呋"号。注释的位置放在该词所在页的最下边。

九、计量单位的使用：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在文字中出现计

量单位名称时，用汉字表示，如“摩尔”、“分贝”等。若在图、表中出

现，则用单位符号表示。

十、监测站单位名称：1984年以前为“锦州市环境保护监测

站”；1984年以后为“锦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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