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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任远哲、周兴军、辛金元、吴方堃、王子威、王鹏、郝峰、张熙灵、李婧、

兴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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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温室气体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空气温室气体（CO2、CH4、N2O）自动监测系统的术语定义、日常运行维护要求、

故障处理、记录与档案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环境空气温室气体（CO2、CH4、N2O）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

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31705-2015 气相色谱法本底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在线观测方法

GB/T 34286-2017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测量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GB/T 34287-2017 温室气体 甲烷测量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GB/T 34415-2017 大气二氧化碳（CO2）光腔衰荡光谱观测系统

GB/T 33672-2017 大气甲烷光腔衰荡光谱观测系统

HJ 604-2017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818-20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指采用连续自动监测仪器对环境空气温室气体进行连续的样品采集、处理、分析的过程。

安装于室外，对环境空气中温室气体和气象状况(包括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等)进行连

续自动采样、分析，采集、处理和存储监测数据，定时向中心计算机传输监测数据和设备工作状态信

息的监测系统。环境空气温室气体监测子站主要由子站站房、采样装置、监测仪器、校准设备、数据

采集与传输设备、辅助设备等组成。

接受环境空气温室气体自动监测子站产权单位委托，为监测子站提供运行维护服务，保证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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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单位。

指经过可靠量值溯源程序认可的气体标准物质，主要是以干洁空气或合成空气为底气、被测物种

浓度已知的混合气。标准气体按照用途可分为工作气和目标气。工作气是指作为校准用途的标准气体。

目标气是指作为验证分析仪器运行稳定性等质控用途的标准气体。

实现控制内部仪器联动，自动完成数据的采集、输出、上传并接受上级管理部门远程指令，实现

控制仪器运行等功能的控制系统。

一种采用总线结构，对生产过程及其机电设备、工艺装备进行检测与控制的设备。

一种通过公用通讯网络基础平台建立的专用数据网络系统。

4 日常运行维护

环境空气温室气体自动监测仪器应全年 365 天（闰年 366 天）连续运行，如出现故障等应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恢复运行。

环境空气温室气体自动监测子站通过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填写登记备案表（附录 A）上报生态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应与仪器说明书要求和系统安装验收时的设置值保持一致。如确需对主

要技术参数进行调整，应开展参数调整试验和仪器性能测试，记录测试结果并编制参数调整测试报告。

运维单位应建立质量保证实验室，配备相应的运维车辆、设备、备品备件、整机等。

子站内的计量器具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周期性强制检定。

运维单位维护人员应通过技术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独立运行、维护

和管理监测子站。

运维单位对监测子站每周维护不少于 1 次。

a) 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 25℃±5℃，建议 24 小时变化幅度不超过±2℃，相对湿度保持

在 80%以下。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及时调整站房温度或对采样管采取适当的

温控措施，防止因温差造成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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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采样管进气、排气是否正常。检查抽气泵工作是否正常。若配有阀箱，应检查阀箱是否

正常，多口阀切换是否正常。

c) 检查站房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d) 检查标气瓶是否漏气，检查标气消耗情况，压力值接近 500psi 时需更换标气瓶。检查标气

瓶二级分压是否在正常范围（一般在 15-20psi）内，并与样气进样压力保持一致。若分析仪

测量水汽浓度，则应检查标气水汽浓度值（一般在 0-0.008%），如出现水汽浓度值显著增高，

应检查瓶阀、管路、进样系统是否漏气。

e) 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讯是否正常。

f) 检查各种运维工具、仪器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

g) 检查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检查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清洁，必要

时进行清洗。

h) 检查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

i) 对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对监测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

j) 检查避雷设施是否正常，子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

k) 每年检查采样塔、采样管线等辅助设施。

l) 记录巡检情况，记录表格样式见附录 B。

a) 定期确认接地线良好接地；

b) 检查气路连接是否有松动或漏气；

c) 检查储水瓶，定期排水；

d) 检查除水冷阱实际除水温度是否与设定温度一致。

a) 每日远程查看监测数据及仪器工作状态参数，发现异常时，应及时至现场进行故障检测及排

除。

b) 每周进行仪器、数据采集系统时钟检查，确保时钟偏差不超过 30 秒。应注意时区设置情况，

监测仪器可使用自带时区，数据采集系统应使用北京时区。

c) 每周检查仪器配备的干燥系统等，包括设备工作状态参数、干燥后水汽浓度、耗材使用情况、

积水情况等，及时维护、更换耗材。

d) 每季度检查抽气泵泵膜、阀片，必要时更换；每年至少更换 1 次。

e) 每季度使用检漏液对气路正压部分进行气密性检查。

注：使用检漏液查看连接处是否漏气，漏气则有气泡出现。检漏液必须使用对连接处无腐蚀、无

污染的专用液体。

f) 根据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更换和清洁仪器设备中的过滤装置。采样入口处和采样管路中

的过滤器至少每年更换 1 次，颗粒物浓度较高地区或浓度较高季节，应视颗粒物过滤膜实际

污染情况加大更换频次。

g) 颗粒物浓度较高地区建议每年清洁 1 次室外采样管，其他地区视情况开展。每次清洁后，应

进行检漏测试。

注：（1）使用超纯水冲洗，并用大流量泵抽干（连续抽 0.5 天），抽干后分析仪水汽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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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0.05%。（2）检漏测试方法为将采样管上的一个支路接头接上压力计，并将其他支路接头

和采样口封死，然后抽真空至大约 1.25hPa，将抽气口密封，使整个采样系统不与外界相通，

15 分钟内真空度不应有变化。

h) 根据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检查、清洗、更换仪器重要部件。

i) 每周应查看工业控制计算机《以下简称工控机)、VPN 设备的状态，面板指示灯有无异常和报

警，设备连接线应牢固，散热风扇正常，传输网络连接畅通。

j) 每周应查看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软件运行日志，对数据采集、存储和上传异常情况进行

记录和处理。

k) 每周应按备份策略对数据和系统进行备份，备份文件应异地保存和人工归档。工控机存储硬

盘维修更换后，应调取数据库备份文件恢复历史数据，对故障期间未采集到的监测数据应进

行补采和上传。

按 HJ818-2018 的相关要求执行。

4.3.1 应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应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检查和维修。故障仪器设备应在 24 小时内响应，

原则上 7 天内完成修复。

应根据仪器制造商提供的维修手册要求，开展故障判断和检修。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故障，如电磁阀控制失灵、抽气

泵泵膜破埙、气路堵塞等，应及时检修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对于不能在现场完成故障检修的仪器，应送至系统支持实验室进行检查和维修，并及时采用备

用仪器开展监测。

对泵膜、散热风扇、气路接头、颗粒物过滤器或接插件等普通易损件维修后，应进行目标气检

查。对机械部件、光学部件、检测部件和信号处理部件等关键部件维修后，应进行仪器性能测试，测

试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 数据审核及有效性判断

每日完成前一日监测数据审核，发现异常数据应及时通知运维单位。

数据审核应开展初审和复审，初审人员和复审人员应分别设置。

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时的所有监测数据均为有效数据。

仪器产生的原始监测数据需使用校准方程计算得到修正浓度值，数据统计分析均使用修正浓度

值。

对仪器进行检查、校准、维护保养或仪器出现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数据为无效数据；仪器

启动至仪器预热完成时段内的数据为无效数据；样气或标准气体冲洗管路期间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若目标气检查不合格，且判断为因监测系统故障导致，则从上次目标气检查合格的结束时刻算

起，到监测系统故障解决完成时间为止，该时段内的监测数据为无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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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标记受局地污染事件、人为与自然干扰情况等影响的监测数据，数据有效但不参与统计。

对于缺失和判断为无效的数据均应注明原因，并保留原始记录(见附录 C)。监测数据浓度单位

及保留小数位数要求如下：

表 1 数据单位和保留小数位要求

监测项目 单位 保留小数位数

CO2 ppm 2

CH4 ppb 1

CO ppb 1

N2O ppb 2

6 记录与档案

监测子站应存放验收报告、仪器说明书、监测子站登记备案表、检测机构的检定证书、校验记

录、标气更换记录等档案资料。

应在监测子站内部明显位置张贴设备参数表、仪器操作使用维护制度。

监测子站日常维护时应现场填写各类记录表 (见附录 D)，记录应清晰、完整，维护人员签字，应

保存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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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监测子站备案登记

表 A.1 监测子站备案登记表

子站名称 经纬度

验收时间 子站编号 采样高度

子站地址

建设单位 运维单位

建设单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运维单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温室气体自动分析仪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商 出厂时间
通过验收时

间

测试指标 方法 量程 检出限

测试指标 方法 量程 检出限

测试指标 方法 量程 检出限

气象观测设备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商 出厂时间 通过验收时间

观测指标 方法 量程 精度

观测指标 方法 量程 精度

观测指标 方法 量程 精度

观测指标 方法 量程 精度

观测指标 方法 量程 精度

观测指标 方法 量程 精度

工控机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主要参数

VPN 设备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主要参数

备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相应增加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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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监测子站巡检记录

表 B.1 监测子站巡检记录表

市（区、县） 站点类型

站点名称 巡检日期

序号 巡查内容
正常

"√"

异常

"√"

站房外部及周边

1 点位周围环境变化情况

2 点位周围安全隐患

3 点位周围道路、供电线路、通讯线路、给排水设施完好或损坏状况

4 站房外围的防护栏、隔离带有无损坏情况

5 视频监控系统是否正常

6 周围树木是否需要修剪

7 站房防雷接地是否完好

8 站房屋顶是否完好，有无漏雨

9 仪器房外部采样管路是否正常，顶端过滤器是否脱落

10 采样设施（采样塔等）周围是否正常

站房内部

1 站房内部的供电、通讯是否畅通

2 站房内部给排水、供暖设施、空调工作状况是否正常

3 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

4 站房内有无气泵产生的异常声音

5 站房内有无异常气味

6 站房温度、湿度是否符合要求

7 气体采样管及支管是否由于室外温差产生冷凝水

8 站房排风扇是否正常运行

9 稳压电源参数是否正常

10 各电源插头、线板工作是否正常

11 仪器气泵工作是否正常

12 Nafion 膜是否需更换（如有）

13 气瓶减压阀压力指示是否正常

14 抽气泵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15 仪器进气总流量是否正常

16 站房内采样管气密性是否正常（通过 CO2 数据观察）

17 多口阀当前阀位是否正确，切换是否正常

18 冷阱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19 UPS 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异常情况及处理说明：

巡检人：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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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缺失报告格式

表 C.1 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缺失报告

子站名称 子站编号

所属盟市 所属区县

数据异常类型

异常时段

维护人员到达

子站时间

异常原因

处理结果

恢复时间

运维单位： 填报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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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设备检修记录格式

表 D.1 设备检修记录

运维单位

子站名称 子站编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维护人员

故障情况

检修情况

检修人：

修复及检修

后校准情况

校准人：

正常投入使

用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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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标准气体更换记录格式

标准气体更换记录

运维单位 子站名称 子站编号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高浓度工作标气更换

标气名称 生产厂家

标气规格 标气浓度

出厂时间 更换时间

低浓度工作标气更换

标气名称 生产厂家

标气规格 标气浓度

出厂时间 更换时间

目标标气更换

标气名称 生产厂家

标气规格 标气浓度

出厂时间 更换时间

维护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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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易耗品更换记录格式

易耗品更换记录

运维单位

子站名称 子站编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维护人员

序号 易耗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更换时间及原因说明

其他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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