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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污染原因与环境监测治理技术研究

刘�媛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乌拉特中旗分局�内蒙古�巴彦淖尔�015300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大气环境污染的原因、危害以及监测治理技术。首先，分析了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包

括工业生产、汽车尾气、农业活动等。其次，阐述了大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严重影响。然后，介绍了大

气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包括大气采样技术、立体监测技术和环境监测技术。最后，探讨了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技

术，如燃烧控制技术、烟气脱硫技术、氮氧化物控制技术、颗粒物控制技术和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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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

趋严重，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威胁。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深入了解大气污染成因、危害，以及研

发高效准确的监测与治理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对

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1��大气环境污染原因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工厂、企业建立起来，

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和废水。其

中，工业废气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如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物等，这些物质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害，还

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运输已

经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

颗粒物等有害物质会对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此外，

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的排放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气。人

类生活产生的废气、垃圾例如，燃煤、燃气等能源的使

用会产生大量的废气；生活垃圾的焚烧也会释放出有害

气体。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在施用

过程中会被挥发到空气中，形成气溶胶，对空气质量造

成影响。火山喷发、森林火灾、自然尘、森林植物释

放、海浪飞沫颗粒物等自然因素也会导致大气污染。例

如，火山喷发时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森

林火灾时会释放出大量的烟尘和二氧化碳。

2��大气环境污染的危害

大气污染中的有害物质，如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被人吸入后，能刺激呼吸器官，引起慢性呼

吸道疾病、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长期暴露在这种

环境下，还会增加患肺癌等疾病的风险。大气污染会严

重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使叶片出现伤斑或枯萎脱落。

大气污染物还会杀死大气中的微生物，破坏生态平衡。

大气污染还会造成酸雨，对农业、林业、畜牧业造成极

大危害。酸雨会腐蚀建筑物和工业设备，对人类的文化

遗产和自然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大气中的温室气

体，如二氧化碳、甲烷等，会吸收地面长波辐射，使全

球气温上升，引发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干旱、台风

等。综上所述，大气环境污染的危害是全方位的，它直

接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因此，我

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大气污染，保护我们共同

的家园[1]。

3��大气环境监测技术

3.1  大气采样技术
大气采样技术是环境监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

用于采集大气中的气体、颗粒物等污染物样品，以便于

进一步的分析和测定。这种技术在环境保护、公共卫

生、工业生产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大气采样技术

主要包括直接采样和间接采样两种方法。直接采样是将

采样器直接放置在污染源附近，通过采样器内部的过

滤、吸附等装置，将空气中的污染物收集起来。该方法

简单易行，但受到采样器性能和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

间接采样则是通过将采样器放置在远离污染源的地方，

通过空气流动的方式，将空气中的污染物收集起来。该

方法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污染源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操作

复杂，成本较高。在实际应用中，大气采样技术还需要

考虑到许多因素，如采样时间、采样频率、采样位置、

采样器的选择等。例如，HJ93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颗粒
物（PM10和PM2.5）的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这
个标准规定了采样器的尺寸、材质、过滤效率等技术参

数，以及采样过程中的操作步骤和数据处理方法。

3.2  立体监测技术
立体监测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环境监测技术，它主要

突破大气PM2.5与O3及其主要前体物的精准探测、智能
关联感知、天空地一体化遥感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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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气环境的全方位、高时空分辨的监测。立体监测技

术的核心是利用多种传感器和遥感技术，从不同角度、

不同高度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这些传感器可以包括地

面传感器、无人机传感器、卫星传感器等。通过这些传

感器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对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进行精

准定位和定量分析[2]。此外，立体监测技术还利用智能关

联感知技术，将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整合和

分析。例如，可以将地面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与卫星遥

感数据进行融合，以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大气环境信

息。天空地一体化遥感技术也是立体监测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从空中对大气环境进行

监测。与传统的地面监测方法相比，卫星遥感技术具有

覆盖范围广、时效性强等优点。

3.3  环境监测技术
环境监测技术主要包括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两种。

手工监测需要使用各种仪器和设备，如气体分析器、颗

粒物采样器等。这些设备可以对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定

量或定性分析，从而了解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情

况。手工监测方法虽然操作复杂，但具有较高的精度和

准确性，适用于对特定区域或特定污染物的监测。自动

监测则是利用自动化的仪器和设备，如空气质量监测站

等，对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进行实时、连续的监测。自

动监测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数据实时性好等优点，适用

于大范围、长时间的环境监测。目前，自动监测技术已

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大气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

于预防和控制大气污染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大气环境

中污染物的监测，可以了解污染物的来源、传输和转化

过程，为制定污染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监测

结果还可以用于评估大气污染治理措施的效果，为环境

保护决策提供参考。

4��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技术

4.1  燃烧控制技术
首先，燃烧控制技术的运用领域广泛，涉及到能

源、化工、交通等多个行业。在能源领域，比如火力发

电厂，通过采用先进的燃烧控制技术，可以降低燃煤过

程中产生的硫化物、氮化物等有害气体的排放，进而减

少大气污染。在化工领域，这项技术能够控制化工生产

过程中燃烧废气的排放，避免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3]。

在交通领域，燃烧控制技术可以应用于内燃机的优化，

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其次，燃烧控制

技术的实施手段多样，既包括改进燃烧设备、优化燃烧

条件等硬件方面的措施，也包括添加助燃剂等软件方面

的手段。改进燃烧设备可以提高燃烧效率，降低废气排

放；优化燃烧条件可以充分燃烧燃料，减少有害物质的

产生；添加助燃剂则可以促进燃料的完全燃烧，降低污

染物的排放。这些措施多管齐下，能够有效地控制燃烧

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最后，高温燃烧技术和催化燃烧

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引入，为燃烧控制技术注入了新的活

力。高温燃烧技术通过提高燃烧温度，促进燃料的充分

燃烧，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催化燃烧技术则是利用催化

剂降低燃料燃烧的活化能，提高燃烧效率，同样能够实

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标。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无疑

提升了燃烧控制技术的整体水平，使其在大气环境污染

治理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4.2  烟气脱硫技术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化石燃料被燃烧，

产生了含有二氧化硫的烟气。这些烟气不仅对人体健康

造成危害，还会导致酸雨的形成，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因此，烟气脱硫技术的出现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的迫切需求。烟气脱硫技术的主要原理是利用吸收剂与

二氧化硫发生反应，从而将其从烟气中去除。这一过程

中涉及了化学反应、传质和传热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和技

术。各种脱硫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烟气的成分、硫含量以

及排放要求等因素。在众多的烟气脱硫技术中，石灰石-
石膏法、氨法、海水脱硫法等是较为常见的几种。石灰

石-石膏法利用石灰石作为吸收剂，在反应塔中与烟气中
的二氧化硫发生反应，生成石膏。氨法则是利用氨水作

为吸收剂，与二氧化硫反应生成硫酸铵。而海水脱硫法

则是利用海水的碱性来吸收二氧化硫。这些技术的优点

和缺点各异。例如，石灰石-石膏法虽然脱硫效率高，但
产生的石膏需要进行处理处置；氨法则可能存在氨逃逸

的问题；海水脱硫法则受限于海水的碱度和地理位置。

因此，在选择烟气脱硫技术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选择最适合的方法。

4.3  氮氧化物控制技术
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一直是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

议题。其中，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尤为关键，因为氮氧化

物是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主要元凶。这种污染物的排

放不仅加剧了大气污染，也导致了温室效应的增强，进

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因此，氮氧化物控制技术的应用

和发展至关重要[4]。在众多氮氧化物控制技术中，选择性

催化还原法和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被广泛应用，且效果

显著。这两种方法虽然都是针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进行控

制，但它们的操作原理和适用条件有所不同。SCR技术主
要依赖于催化剂的作用，将氮氧化物还原为无害的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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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催化剂的存在提高了反应效率，使得氮氧化物在

较低的温度下就能被有效还原。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其高

效性和选择性，能够精准地针对氮氧化物进行去除，同

时避免对其他物质的不必要消耗。相比之下，SNCR技术
则是在高温条件下进行氮氧化物的还原。该方法不需要

催化剂，而是依赖于高温环境下的化学反应，将氮氧化

物转化为氮气和水。SNCR技术的优点在于其简单性和经
济性，但由于其需要在高温条件下进行，因此对设备的

要求较高。

4.4  颗粒物控制技术
颗粒物，作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对空气质量和

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颗粒物控制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显得尤为重要。机械除尘是颗粒物控制技术

的一种，它利用机械力将颗粒物从气流中分离出来。这

种技术简单实用，对于大颗粒物的去除效果较好，但对

于微小颗粒物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电除尘技术则运用

电场力将颗粒物带电，然后通过电场作用使其沉积在电

极上。这种技术对微小颗粒物的去除效果较好，但由于

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广泛应

用。袋式除尘技术利用滤袋对颗粒物进行过滤，达到净

化气体的目的。这种技术适用于处理各种大小的颗粒

物，且处理效果较好。然而，滤袋的更换和维护成本较

高，操作也相对复杂。湿式除尘技术是通过将水或其他

液体喷洒到烟气中，利用液滴捕集颗粒物的方法。这种

技术对微小颗粒物的去除效果较好，同时还可以降低烟

气的温度和湿度。然而，湿式除尘技术产生的废水需要

进行二次处理，否则可能造成水污染。这些颗粒物控制

技术各有特点，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技术进行颗

粒物治理。

4.5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
挥发性有机物是一类在常温常压下易挥发的有机化

合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酚类、醇类、酯类等。

它们广泛存在于石油、化工、制药、印刷、油漆、家

具等行业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

之一。VOCs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还对人体健康产生
危害，如引发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可

能致癌。VOCs治理技术主要包括吸附法、吸收法、催
化燃烧法和生物法等。吸附法是通过活性炭、沸石等多

孔材料吸附VOCs，然后通过热空气或蒸汽进行解吸，
实现VOCs的回收和处理。吸收法是通过化学溶液吸收
VOCs，然后通过加热或减压释放VOCs，实现VOCs的回
收和处理。催化燃烧法是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VOCs氧
化为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实现VOCs的净化。生物法是
利用微生物将VOCs作为能源物质进行代谢，实现VOCs
的降解 [5]。这些VOCs治理技术可以有效降低VOCs的排
放，减少大气中的臭氧和PM2.5等二次污染物的生成。
例如，催化燃烧法不仅可以高效去除VOCs，还可以将
VOCs转化为无害的物质，避免了二次污染。生物法则是
一种环保、经济的处理技术，但需要较长的处理时间。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的VOCs治理技术也在不断出现，
如纳米材料吸附法、光催化氧化法等。这些新技术不仅

可以更高效地去除VOCs，还可以实现VOCs的资源化利
用，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明白大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和复杂性。同时也看到了现有的监测和治理技术在应对

这一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潜力。然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仍

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总之，大气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球

性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采取有

效的监测治理措施，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

为保护地球的大气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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