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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性及措施研究

刘金永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邑分局 山东 潍坊 261300

现阶段，我国各个地区开始注重环境保护与治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截至目前，已取得了良好成

效。在202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在前11个月就已达到了87.9%，超额完成了84.5%的约束性目标。

从大气环境治理的角度分析，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离不开环境监测的支持与保障。在实际工作中，通过采集数据信

息，为“点与面”的治理提供了相关依据，由此全面提高了治理工作水平。本文对环境监测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

性及措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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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监测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与挑战

点监测

在实际大气污染治理中，需要对各个污染源实施针

对性的监测和控制，以此有效防范环境污染。因此，各

个生产企业自然是监测的重点对象，尤其是石油化工等

企业，一定要做好全面严格监控。以某产业园区为例，

其主导产业为新能源与环保涂料，目前已经进驻的企业

共计19家，多数为涂料厂和新能源生物发电厂，其生产

用的燃料主要来源于园区附近的农林生物质燃料和城市

木质废料。由于在生产排放的气体中出现了臭鸡蛋与氨

气等味道，影响到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了居民

的投诉[1]。

实际工作面临的难点*

（1）居民投诉反映大，但实际上门却监测不到异常

情况；

（2）采取人工排查的方法效率低下，若想完成整个

区域的监测需要配置3～4人，每家工厂则需花费30min；

（3）执法车无法进入部分区域，存在监测盲区；

（4）夜间巡查难度大。

对于以上问题，可采用科技辅助监测手段，配

置M300RTK和大疆智图。其中，M300RTK最长续航

55min，具有7级抗风能力以及IP45防护等级，其凭借

超强的续航能力以及稳定的系统，可适应恶劣的应用

环境，以此保证执法工作有序开展。同时，还配置了

H20T+Sniffer灵嗅V2。H20T2000万像素最大200倍变焦

相机，可以实现远距离抓拍或者录像，具有较强的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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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使用的热成像相机，是利用热力图分布，能够快

速发现隐藏的排烟口。通过Sniffer灵嗅V2的使用，可支

持9项污染物的同时监测，具有高灵敏性和稳定性。

同时，还可以使用软件系统创建园区的模型，了解

园区企业分布，规划监测航线。如利用专业可视化分析

平台，快速回传采样数据信息，便于实时显示大气污染

的浓度值，且根据实时数据随时抓拍或者录像，用作执

法依据。还可以使用M300RTK+H20T构建监测模型，辅

助暗查组进行监测，这样就可以在上午和下午以及夜间

多个时段进行监测，以掌握实际情况。

此外，作业现场可使用无人机对监测区域进行快速

扫描排查，且可利用红外热成像寻找排气口。如选择居

民生活区和学校等监测点进行大气监测，以实时采集

VOCs和PM2.5以及SO2等数据信息，由此获得异常情况。

从监测的成效分析，及时发现了距离烟囱上空附近的监

测指标异常，主要为PM2.5和PM1.0以及SO2等。而对于

夜间偷排放的情况可组织开展夜间巡查，再结合监测区

域的特点，采用无人机巡查手段并顺着风向进行采集，

且利用Sniffer4DMapper数据可视化平台以及分析软件，

实时掌握气体的浓度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变动，及时为

监管工作提供线索和执法依据。同时，利用二维网格图

掌握监测区PM1.0的污染情况；利用三维点云分布图掌握

具体排放点，以此来助力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2]。

传统监测存在的不足之处

（1）工作量大。由于每个城市都存在很多的企业，

如果实施一对一的实时监测，再加上采用传统的监测方

法，就需要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工作量很大，这将使

监管工作面临更大难度；

（2）隐蔽性差。在传统的监测手段下，采取地毯式

检查方法，工作效率差，且很容易引起被监测对象的警

觉，从而会影响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3）污染源定位难。采用监测站进行监测，若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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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污染源的精准定位面临会很大挑战，也会影响着执法

工作的结果；

（4）有安全风险。采取传统的人工检测方法，可能会

带来安全问题，有可能会影响监测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5）灵活性较差。如遇到突发污染性事件时，难以

快速反应。

科技的应用现代

从实际监测的角度分析，采用无人机+大气移动监测

系统+高清摄像头，具有以下优势：

（1）可快速锁定污染源。在监测区内开展低空巡

检，能快速获得监测区厂房上方和排烟口以及危险区的

数据信息，以此为执法工作提供支持。

（2）获得执法依据。使用高清监控装置，采取实时

化监控和拍照或者录像等手段，可自动化识别隐蔽的生

产活动以及夜间活动。

（3）GPS精准定位。采用各类技术手段，辅助监测

工作的开展，能够根据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需求，提供

精确的经纬度坐标和高度以及时间轴。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实时传递数据信息，没有距离限制，可根据实际需

求开展现场和远程异地监控。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多

架无人机同时作业，便于在同个界面进行监控和统筹[3]。

面监测

从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推进角度来看，工作要求在

不断提高，但大气污染治理跨界最难，联防联控最为关

键，只有增强区域治理的融合度，形成强大的工作合

力，产生有效的联动效应，才能获得不错的成效。在以

往实际的监测工作中，冬季供暖期监测是难题。而且，

大气污染物的飘散不会遵循地理行政边界划分，而是会

随着季节的变化和空气流动产生混合动态。因此，在实

际监测中，要结合气象和地形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做好

综合分析与研判，以此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和措施，进

而切实保障治理工作的成效。

2 环境监测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策略

加大科技推广应用力度

在环境监测中，实施高效的监测方案，能够为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环

境污染监测中，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工作是否准确，会直

接影响到后续防治工作的能否有序推进。例如，在化工

企业生产、交通出行以及燃烧燃煤等环节都会产生气体

污染物，但由于环境监测会受到季节变化和天气情况以

及监测仪器安装位置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会使某个时间

段内的某些污染因子浓度变化很大，其具有随机性和不

确定性，如采取人工监测的方法不仅耗时较长，且效率

低下，难以快速汇总数据。因此，当前的环境防治工作

要求在不断提高，从溯源到监测以及监管和治理等全过

程，都需要环境监测数据的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加大

环境监测技术的推广和优化，能够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

供重要支持。这就需要结合具体的需求，做好相应的监

测分析，以此为防治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然后再

制定完善的治理方案，并结合市场导向，加大对大气环

境监测仪器的研究和推进。在实际应用方面，需要结合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情况和污染特点进行全面分析，综

合考量污染企业数量和大气环流以及环境承载力等多因

素，以此提出有效的监测和防治策略[4]。

提高协同管理水平

在未来的大气环境治理工作中，各个地区将会继续

提高监测水平，并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只有

不断提高信息共享能力，才能助力各项监测工作的有序

开展，从而为后续的防治工作提供支持。在环境监测工

作实际推进中，力争利用一张网络实现对监测领域的全

面覆盖。因此，在环境质量监测方面，要加大对基础软

硬件的投入力度，还要积极构建完善的监测体系和执法

监测以及应急监测。在实践中，要通过提高生态环境监

测质量管理水平，不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应用，

以此全面提高环境质量的监测能力。在具体实施方面，

要围绕大气环境质量监测，构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监

测站，并推进交通污染源监测站的建设。同时，根据采集

的数据信息，了解PM2.5和臭氧以及前体物浓度的协同关

系，掌握区域传输的规律，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

支持，进而达到精准溯源常态化的效果。在构建区域之

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时，要细化分解各方的任务和职责，

以此共同推进环境污染监测和治理工作的管理水平。

深挖监测数据的价值

在大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广

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在分析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深挖监测数据的价值，以此为环境

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目前，部分地区的环境

监测工作能力比较落后，如果采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将会弥补传统环境监测的不足之处，会有效提高防治工

作水平。同时，还要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大气环境保护

的宣传，增强人们的重视程度，使人们形成积极的环境

保护意识。而执法部门更要加大对监测数据信息的利用

率，并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求，来提取相应

的数据信息，最后根据采集的数据信息来制定科学、合

理的防治计划[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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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为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支持与保障，还具有

推广应用的价值。从实际环境监测工作分析，采用传统

的监测手段，已难以满足目前不断提高的监测标准，因

此，需要环境监测工作不断地进行管理创新和优化。在

通过优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再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

构建强大的监测网络，同时，实施协同化治理，以此保

障高质量的开展和落实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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