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依法查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国办发〔2015〕

5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中国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了《环境监测数据弄

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依法查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依据

《环境保护法》和《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国办发〔2015〕56 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系指故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等以及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等行为。

本办法所称环境监测数据，系指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规定，通过手工或者自动监

测方式取得的环境监测原始记录、分析数据、监测报告等信息。本办法所称环境

监测机构，系指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其他负有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以及承担环境监测工作的实验室与从

事环境监测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等其他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下活动中涉及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一）依法开展的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应急监测；



（二）监管执法涉及的环境监测；

（三）政府购买的环境监测服务或者委托开展的环境监测；

（四）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或者委托开展的自行监测；

（五）依照法律、法规开展的其他环境监测行为。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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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情形：

（一）未经批准部门同意，擅自停运、变更、增减环境监测点位或者故意改

变环境监测点位属性的；

（二）采取人工遮挡、堵塞和喷淋等方式，干扰采样口或周围局部环境的；

（三）人为操纵、干预或者破坏排污单位生产工况、污染源净化设施，使生

产或污染状况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四）稀释排放或者旁路排放，或者将部分或全部污染物不经规范的排污口

排放，逃避自动监控设施监控的；

（五）破坏、损毁监测设备站房、通讯线路、信息采集传输设备、视频设备、

电力设备、空调、风机、采样泵、采样管线、监控仪器或仪表以及其他监测监控

或辅助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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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故意漏检关键项目或者无正当理由故意改动关键项目的监测方法的；

（八）故意改动、干扰仪器设备的环境条件或运行状态或者删除、修改、增

加、干扰监测设备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或者人为使用试剂、

标样干扰仪器的；

（九）未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自动监测设备暗藏可通过特殊代码、组

合按键、远程登录、遥控、模拟等方式进入不公开的操作界面对自动监测设备的

参数和监测数据进行秘密修改的；

（十）故意不真实记录或者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的；

（十一）篡改、销毁原始记录，或者不按规范传输原始数据的；

（十二）对原始数据进行不合理修约、取舍，或者有选择性评价监测数据、

出具监测报告或者发布结果，以至评价结论失真的；

（十三）擅自修改数据的；

（十四）其他涉嫌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形。

第五条

伪造监测数据，系指没有实施实质性的环境监测活动，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

据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纸质原始记录与电子存储记录不一致，或者谱图与分析结果不对应，



或者用其他样品的分析结果和图谱替代的；

（二）监测报告与原始记录信息不一致，或者没有相应原始数据的；

（三）监测报告的副本与正本不一致的；

（四）伪造监测时间或者签名的；

（五）通过仪器数据模拟功能，或者植入模拟软件，凭空生成监测数据的；

（六）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或者到现场采样、但未开设烟

道采样口，出具监测报告的；

（七）未按规定对样品留样或保存,导致无法对监测结果进行复核的；

（八）其他涉嫌伪造监测数据的情形。

第六条

涉嫌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

（一）强令、授意有关人员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二）将考核达标或者评比排名情况列为下属监测机构、监测人员的工作考

核要求，意图干预监测数据的；

（三）无正当理由，强制要求监测机构多次监测并从中挑选数据，或者无正

当理由拒签上报监测数据的；



（四）委托方人员授意监测机构工作人员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在未作整

改的前提下，进行多家或多次监测委托，挑选其中“合格”监测报告的；

（五）其他涉嫌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情形。

第七条

环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负责环境自动

监测设备日常运行维护的机构及其负责人按照运行维护合同对监测数据承担责

任。

第八条

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调查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开展环境监测

质量监督检查，发现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应当依法查处，并向上级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第九条

对干预环境监测活动，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相关人员应如实记

录。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接受举报的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对能提供基本事实线索或相关证明材料的举报，应

当予以受理。

第十条

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通报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及相关

责任人，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现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涉及目标考核的，视情节严重

程度将考核结果降低等级或者确定为不合格，情节严重的，取消授予的环境保护

荣誉称号；涉及县域生态考核的，视情节严重程度，建议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减

少或者取消当年中央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涉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排名的，分别以当日或当月监测数据的历史最高浓度值计算排

名。

第十二条

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维护、运营的机构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或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由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该机构和涉及弄

虚作假行为的人员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报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禁止其参与

政府购买环境监测服务或政府委托项目。

第十三条

监测仪器设备应当具备防止修改、伪造监测数据的功能，监测仪器设备生产

及销售单位配合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由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部主管部门通报公

示生产厂家、销售单位及其产品名录，并上报环境保护部，将涉嫌弄虚作假的单

位列入不良记录名单，禁止其参与政府购买环境监测服务或政府委托项目，对安

装在企业的设备不予验收、联网。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篡改、伪造或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由负责调查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建议，移送有关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据《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由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提出建议，

移送有关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

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构成违法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文章链接：中国环保在线

http://www.hbzhan.com/news/detail/dy103381_p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