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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环境现状监测的技术要点分析

耿秋娟
徐州沁园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徐州�221000

摘�要：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环境现状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工作。它通过对大气环境进行系统、全

面地监测和分析，旨在了解大气环境的现状和污染情况，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

面详细介绍环境现状监测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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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现状监测是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关键环

节。它通过对大气污染物、空气质量指数、颗粒物等重

要指标进行监测和分析，了解大气环境的现状和污染情

况。本文将从监测目标、监测方法、监测点位选择、监

测时间与频率、数据质量控制以及数据分析与报告等方

面，详细分析环境现状监测的技术要点。这些要点的合

理应用将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持，有

助于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和措施。

1��监测目标

环境现状监测的首要任务是明确监测目标。在进行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监测目标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1  大气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监测大气中各种污染物
的种类和浓度是了解大气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常见的

大气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
一氧化碳（CO）、臭氧（O3）等。通过监测它们的浓度
变化，可以评估空气质量和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

1.2  空气质量指数（AQI）：AQI是用于反映空气质
量状况的综合指数。它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浓度和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将空气质量分为不同等级，提供给公众一

个直观的了解空气质量的方式。

1.3  大气颗粒物（PM2.5、PM10）：颗粒物是大气
污染的主要成分之一，对健康和环境都有重要影响。其

中，PM2.5表示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10
表示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监测这些颗粒物
的浓度可以帮助评估空气质量和大气污染的来源。

除了上述指标，还需要关注其他与大气环境相关的

因素，如：气温、风速、相对湿度、降水等气象要素会

对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和转化产生影响。因此，在环境现

状监测中，记录和分析气象条件是必要的。了解风向和

风速的变化可以帮助判断污染物的传播路径和范围，从

而更好地评估大气污染的情况[1]。环境温湿度会影响大气

中水汽含量和气溶胶的形成。因此，监测温湿度变化有

助于理解大气污染的形成机制和变化趋势。综上所述，

环境现状监测的目标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物的种类和浓

度、空气质量指数、大气颗粒物以及其他与大气环境相

关的因素，如气象条件、风向风速和温湿度等。通过对

这些指标的监测和分析，可以全面了解环境现状，并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大气质量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2��监测方法

2.1  传感器监测
传感器监测是一种快速、简单且成本较低的大气污

染监测方法。通过设置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监测大气

污染物浓度和气象参数等关键指标。这些传感器可以

安装在不同地点，包括城市中心、工业区和交通枢纽

等，以获取全面的数据。然而，传感器监测也存在一些

限制。首先，传感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相对较低，可能

会导致数据的误差和不确定性。因此，在使用传感器数

据时，需要与传统监测方法进行比对和校正，以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传感器监测的覆盖范围有

限。由于传感器的数量和部署位置的限制，监测结果可

能无法完全反映整个区域的大气污染情况。因此，传感

器监测应作为补充手段，与传统监测方法相结合使用，

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数据。另外，传感器监测还需要

进行数据质量控制。由于传感器容易受到环境条件和日

常使用的影响，数据质量可能会受到干扰。因此，监测

人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定期校准传感器、进行数

据筛选和处理，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综

上所述，传感器监测是一种快速、简单且成本较低的大

气污染监测方法。然而，在使用传感器数据时需要注意

其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限制，并与传统监测方法相结合使

用，进行数据校正和质量控制，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

大气污染信息[2]。

2.2  常规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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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监测方法是一种常用的大气污染监测方法，主

要通过使用现场采样仪器进行采样和分析来获取大气污

染物的浓度数据。这些仪器包括高体积采样器、气溶胶

采集器等，在实地对空气中的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进行

采样。为了进行监测，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监测站点，

通常位于城市周边或者工业区域等可能受污染影响较大

的地方。然后，使用高体积采样器等设备在监测站点收

集空气样本。高体积采样器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气，并将

其中的颗粒物沉积在采样器内部的滤纸上，以便后续的

分析。采集到的颗粒物样本会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

实验室分析通常包括化学方法、光谱分析、质谱分析等

技术手段，以确定样本中的污染物类型和浓度。通过这

些实验室分析，可以得到详细的污染物浓度数据，进而

评估大气污染的情况。常规监测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数

据准确性高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大气污染监测和研究领

域。通过长期的监测和分析，可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

季节、不同污染源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为制定相应的环

境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然而，常规监测方法需要专

业设备和实验室条件支持，并且无法实时获取数据，因

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其他更加快速和灵活的监

测手段来补充。

2.3  遥感监测
遥感监测是一种利用卫星、飞机等远距离方式获取

大气环境信息的方法。这项技术通过传感器获取大范围

的数据，可以提供有关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情况，从

而为评价区域内大气污染的整体状况提供参考。遥感监

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覆盖广泛的地理范围，不受地理障

碍限制。卫星和飞机上搭载的传感器可以记录大气中的

各种参数，如颗粒物浓度、气体组成等，并将这些数据

传回地面进行分析。这些信息对于监测和评估大气污染

的程度以及其变化趋势非常有价值[3]。通过遥感监测，我

们可以获得大范围的大气污染数据，并对不同地区的污

染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这有助于了解污染物在不同地

理位置的分布情况，找出可能存在的高污染区域，并对

其进行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此外，遥感监测还可以提供

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便分析大气污染物的季节性和

年际变化。这对于了解大气污染的长期趋势以及评估环

境政策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尽管遥感监测有许多优点，但

也存在一些挑战。例如，由于大气层的干扰和云层遮Ƒ等

因素，数据的获取可能受到限制。此外，传感器的ƒ度和

分Ɠ率也会对数据的准确性提出要Ɣ。ƕ之，遥感监测是

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为评价大气污染的整体状况提供

ƖƗ的信息。Ƙƙ技术的不断进ƚ，我们可以期ƛ遥感

监测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ƜƝ更大的作用。

3��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环境现状监测的技术要点

3.1  监测点位选择
在环境现状监测中，选择监测点位是一个关键的ƚ

ƞ。以下是环境现状监测中监测点位选择的技术要点：

监测点位应具有Ɵ表性，能够准确反映评价区域内的大

气环境状况。这意Ơƙ选择监测点位时需要考ơ主要工

业区、交通干Ƣ、ƣƤ区等重点区域，并根据其污染特

点和影响范围进行选择。监测点位的数量和布ƥ需要合

理确定。过少的监测点位可能无法全面了解整个评价区

域的污染情况，而过多的监测点位Ʀ会Ƨ加成本和工作

量。因此，应根据评价区域的大小和ƨƩ程度，合理确

定监测点位的数量和布ƥƪ度。不同类型的监测点位可

以提供不同方面的数据，因此在选择监测点位时应考ơ

多样性。例如，可以选取位于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环境

ƫƬ和不同污染源周边的监测点位，以获取更全面的大

气环境数据。监测点位的ƭ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考ơ因

素。选择Ʈ些能够提供长期可靠数据的点位，以确保监

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在选择监测点位时，还需要

考ơ技术要Ɣ。包括监测设备的准确度、ƭ定性和可靠

性等方面的技术指标，以及监测人员的专业水Ư和实施

能ư。综上所述，环境现状监测中的监测点位选择要考

ơƟ表性、数量和布ƥ、多样性、ƭ定性以及技术要Ɣ

等关键要点，以获取准确、全面的大气环境数据[4]。

3.2  监测时间与频率
在环境现状监测的工作中，监测时间与频率是技术

上需要考ơ的要点。以下是一些关键Ʊ项：为了获得准

确、全面的大气环境数据，环境现状监测需要进行长期

持续地监测。这样可以充分反映大气污染的时空变化规

Ʋ。监测的时间范围应Ƴ覆盖不同季节、不同ƴ气条件

下的变化情况。监测时间应根据监测目标来确定。对于

长期趋势分析和季节差Ƶ研究，ƶƷ至少进行连续Ƹ年

或更长时间的监测。这有助于Ɯ现ƹ在的变化ƺ式和周

期性趋势。监测频率应根据监测目标和指标的要Ɣ来确

定。对于一些重要的指标，如PM2.5、PM10等，ƶƷƻ
日监测一次，以获取较准确的日Ƽ值。这些指标通常与

健康风ƽ相关，因此需要更频ƾ的监测。而对于其他因

ƿ，如O3（臭氧）、SO2（二氧化硫）等，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监测频率。一ǀ来ǁ，可以选择ƻ周或ƻǂ

进行监测。在进行环境现状监测时，需要确保正确记录

监测数据，并ƶǃ可靠的数据存Ǆǅ统。这有助于数据

的整理、分析和后续使用，也方便与其他监测站点进行

比较和对比分析。在环境现状监测中，需要ǆǇ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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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操作规程，以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这包括仪器的校准和ǉ护、样Ǌ采集和处理的统一方法

等。ƕ之，环境现状监测的时间与频率要根据监测目标

来确定，并需要进行长期持续监测，以获取准确、全面的

大气环境数据。同时，需要注意数据记录和存Ǆ、标准化

操作等技术细节，以保ǋ监测工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3  数据质量控制
在环境现状监测的数据质量控制方面，以下是ǌ个

重要的技术要点：定期对监测仪器进行校准，确保其准

确度和ƭ定性。同时，仪器的日常ǉ护也非常重要，

包括Ǎǎ、更Ǐǐ部件等，以保ǋ仪器的正常工作。在

采样Ǒ，应ǒǓ采样器的ǔ行状态，确保采样器正常工

作。这可以通过ǒǓ仪器Ǖ示ǖ、传感器指示、报Ǘǅ

统等来完成。采样过程中，需要严ǘ控制采样时间和Ǚ

量，以ǚǛ采样误差。确保采样时间和Ǚ量与标准操作

程序一致，并记录下来用于数据分析和后续处理。在监

测过程中ǜ加质量控制样Ǌ，用于验ǋ仪器的ƒ度和ƭ

定性[5]。质量控制样Ǌ应与实际样Ǌ一同进行分析，并与

ǝǞ标准值进行比较，以评估实际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对监测数据进行验ǋ和ǟ正，排除Ƶ常数据和Ǡ差。常

见的数据ǟ正方法包括ǡ性Ǣ值、趋势分析等。通过这

些方法，可以ǟ正因仪器误差、采样误差或其他因素ǣ

Ǥ的数据Ƶ常。以上这些技术要点有助于确保环境现状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定期校准仪器、ǉ护

设备、严ǘ控制采样过程并ǜ加质量控制样Ǌ，以及进

行数据验ǋ和ǟ正，可以提高监测数据的质量，从而更

好地评估环境影响情况。

3.4  数据分析与报告
在环境现状监测的数据分析与报告ǥ段，需要进行

以下ǌ个关键技术要点：对收集到的监测数据进行统Ǧ

和分析。这包括Ǧǧ大气污染物的浓度水Ư、空间分布

和变化趋势。通过合适的统Ǧ方法，可以Ǩǩ出关键的

数据特Ǫ，并进一ƚ了解大气环境的现状。根据监测数

据和相关标准，评估所在评价区域内的空气质量状况。

这可以通过比较监测结果与环境质量标准来实现。此

外，还可以根据监测数据Ǧǧ空气质量指数（AQI），
用于直观地表示空气质量水Ư，并为ǫ策者和公众提供

参考。通过综合分析监测数据，结合排放源分布和风向

风速等因素，Ǩǩ主要的污染源并评估其对大气环境的

影响程度。这有助于确定影响因素，并提供针对性的控

制ƶƷ，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将分析结果整理成报告

形式，以提供给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部Ǭ和利ǭ相

关方参考。报告应包括详细的数据分析过程、结果和结

Ǯ，以及针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ƶƷ措施。报告应Ǎ

ǯ、准确地ǰ现分析结果，以便各方能够理解和采取相

应行Ǳ。综上所述，环境现状监测的数据分析与报告ǥ

段需要进行数据统Ǧ和分析、空气质量评估和指数Ǧǧ、

污染源分析和影响程度评估，以及报告ǲǳ等关键技术

要点。这些技术要点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大气环境现

状，并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ƶƷ。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现状监测在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中Ǥƙ重要的作用。通过明确监测目标、选择适Ǵ的监测

方法和点位、控制数据质量等，可以获得准确、全面的大

气环境数据，为评价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ǫ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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