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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人

们消费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加强大气环境污染监测有效落实环境保护工作是十分必

要的，这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地方居民

的身体健康，而在分析环境保护路径之前首先则需要了

解大气环境污染监测的内容。*

1��大气环境污染监测

大气环境污染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落实的前提和基

础，可以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参考，一般情

况下，在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工作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从

空气中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多个角度来

展开分析和讨论。以下笔者也从空气中悬浮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大气污染物来展开论述。

表1��A市某区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信息

A市某区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信息

区域
空气质量
优良率

PM10浓
度ug/m3

SO2浓度
ug/m3

NO2浓
度ug/m3

PM2.5浓
度ug/m3

CO浓度
ug/m3

A市中部 87.1% 107 10 20 30 0.8
A市北部 87.1% 119 7 21 28 1.3
A市南部 86.7% 131 7 15 41 0.6

1.1  空气中悬浮颗粒物
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是指漂浮在空气中的固体颗粒

物和液体颗粒物，这些颗粒物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有害物

质以及重金属元素和其他化合物，为空气污染提供了

载体。空气悬浮颗粒物大多直径相对较小，这就意味着

人们可以吸入空气悬浮颗粒物，而空气悬浮颗粒物中的

各种元素又可以破坏人体机能，进而诱发咽炎、咳嗽、

肺炎等相应的健康问题。现阶段来大气环境污染监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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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当中空气悬浮颗粒物是重点监测内容，常用的监测

方法为重量法，配合相应的监测仪来明确空气中悬浮颗

粒物的浓度和性质，因为颗粒物构成成分相对而言较为

复杂，因此在大气环境监测的过程当中监测难度相对较

高。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可以吸收和散射光源，进而弱化

光线，降低能见度同时。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增加会阻

挡太阳光直接抵达地球表面削弱太阳能通量，进而影响

地方温度，出现高空温度升高地面温度降低的问题。除

此之外，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出现也会影响降雨质量，

让雨水受到较大污染，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

1.2  二氧化硫
硫化物是导致大气环境遭到较大破坏和影响的重要

原因。在硫化物分析的过程当中，可以从硫化氢、硫化

盐、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构成

大气环境中硫化物浓度相对偏高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工业

生产过程当中化石燃料和煤炭燃料的燃烧。除此之外，

个别矿石冶炼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气体。而

在大气环境监测中二氧化硫是排放量较高且影响相对较

大的。据统计，1t煤炭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向大气排放
10~60kg二氧化硫。而1t原油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向大
气中排放50kg二氧化硫。这即会诱发支气管炎、哮喘、
肺癌等相应的健康问题。同时二氧化硫还可以与空气中

的其他物质发生反应，进而诱发酸雨问题，这会腐蚀建

筑，同时也会影响植物生长，破坏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带来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还会与氮氧化物、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产生作用，进而生成臭氧和光化学烟雾破坏生

态系统。

1.3  氮氧化合物
氮氧化合物也是现阶段大气环境监测工作落实过程

当中的重点监测内容。就现阶段来看，氮氧化合物的排

放量是相对较高的，因为空气中的氮氧化合物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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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汽车的尾气排放，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

们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汽车保有量在不断提高，因此

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直线上升。除此之外，化肥生产单

位也会在产品生产的过程当中产生大量的氮氧化合物。

现阶段大气环境监测中氮氧化合物的监测重点为二氧化

氮，该种污染物质毒性相对较强，很容易会诱发肺水肿

等相应的身体健康问题，因此控制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碳

的浓度是十分必要的[1]。氮氧化物会在空气中转化为NO
和NO2，进而导致大气环境中粒子污染，还可以与臭氧分

子发生反应，进而导致臭氧层受到较大的破坏和影响，

紫外线辐射量进一步上升，抑制植被生长，导致农作物

减产。除此之外，氮氧化物会诱发酸沉降的现象和氮沉

降现象，与硝酸盐气溶胶融合会诱发酸雨问题。最后空

气中氮氧化物增加也会形成光化学烟雾破坏大气环境

1.4  挥发性有机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种类相对较多，对于人体和大气环

境都会产生较大的危害和影响，首先从人体危害的角度

来分析，挥发性有机物气味刺鼻，会破坏人的呼吸系

统。同时，如果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过高还会诱

发头痛、呕吐、乏力等相应问题，破坏人的肝脏肾脏和

大脑神经。而从环境的角度来分析挥发性有机物会形成

细颗粒物，进而诱发灰霾、光化学烟雾等相应问题，挥

发性有机物也会与氮氧化合物和紫外线发生反应，生成

的污染物会诱发光化学烟雾、酸雨、雾霾等问题，同时

挥发性有机物也会破坏臭氧层，加剧温室效应。

2��环境保护路径

2.1  做好产业结构调整
调节产业结构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就现阶

段来看导致大气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复杂、治理难度变

得越来越高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市场需求拉动下企业生

产模式、生产技术、产品特性在不断转变，在生产过程

当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构成变得越来复杂。而

个别企业又忽略了对环境的关注和重视，一味的强调提

高经济收入，进而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在这

样的背景下调节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则显得十分关

键。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做出优化和调整。

首先，需要抓住重点与核心，在各行各业生产和发

展的过程当中，对于大气环境甚至对于水源环境和土壤

环境造成最大破坏和影响的则是工业产业，因此需要通

过政策调整的方式加强对工业产业的引导和规范，取缔

能源消耗相对较大的产业，并通过政策支持、资源倾斜

等多种方式推动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升级。在工业

产品生产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降低对资源的损耗和对于

环境的破坏与影响。

其次，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需要参考相应的

政策文件，结合三线一单制度明确行业准入规范。增加

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限制，这既是环境保护的应有

之意，同时也可以更好的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有效促

进我国经济发展，更好的协调经济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

的矛盾[2]。

最后，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

程当中做好地理位置结构的调节，即建立工业产业园

区，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配合大气环境监测做好预测和分

析，明确在工业产业园区生产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

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分析相应的解决对策，这可以形成

规模效应，推动工业产业园区内各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同时也可以集中治理，提高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和

质量。

2.2  做好能源结构优化
在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当中需要充分考量污染

物的构成原因及污染物的来源。我国空气污染物的主要

来源则在于化石燃料燃烧不充分或者是化石原料选择不

科学，进而导致了在燃料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较多的

污染物，尤其是在煤炭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污

染气体，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优化能源结构则显

得十分必要。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做好能源优化，减少

废气排放量。

首先，科技发展让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逐渐充斥在

人们的生活生产当中，这在为人们提供更多便捷的同时

也让电能作为电子设备重要驱动性能源的社会需求量进

一步上涨。而在电力生产的过程当中火力发电是较为常

见的发电手段，但是在火力发电的过程中会造成较为严

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推

动风能发电、水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等相应发电技术的

优化和升级，积极引入清洁能源，在满足人们用电需求

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损耗[3]。

其次，工业产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化石燃

料燃烧的问题，这则需要通过政策倾斜、技术发展等多种

方式做出优化和调整，充分考量工业产业的市场定位、发

展需求、产品生产特性，在此基础之上对原材料加强控制

与管理，配合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污染物的产生。

再次，在冬季供暖上也需要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和调

整，尤其北方地区在冬季供暖时所产生的废气是相对较

大的，这也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影响，这时

则需要推动管网优化，通过集中供热的方式配合清洁供

暖方式对供热技术手段做出有效的优化和调整，实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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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取暖，在提高地方居民生活舒适度的同时避免环境污

染问题[4]。

最后，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则是加强汽车产业的

管理和引导，汽车尾气排放对于大气环境造成了较大的

污染和破坏，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优

化城市内部公共交通线路为人们提供更多绿色、低碳、

环保且低成本的出行方式。另外一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支

持、引导推动汽车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或通过技术改造的方式降低汽车尾气的污染，进而从能

源结构上更好的保障大气环境质量。

2.3  加强宣传引导
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是环境保护工作并不是仅从

一个部门或者一类群体出发就可以达到较好的保护效

果，环境保护需要每一个人参与进来，树立环境保护意

识，端正态度思想，携手并进，共同发力，进而达到较

好的治理效果。因此加强宣传引导是十分必要的，可以

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需要丰富宣传引导途径，发挥电视广播等传

统媒体的优势，加强观念建设和思想引导，同时也需要

积极利用网络平台等新兴媒体，提高宣传覆盖面，让更

多人提升对环境保护的关注重视，明确如果不落实环境

保护对于人体健康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影

响和冲击[5]。

其次，需要优化宣传内容，在宣传引导的过程当中

除了需要通过宣传工作的开展帮助人们树立环保意识提

高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和重视以外，还需要让人

们认识到如何身体力行的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为环境

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可以在宣传内容优化的过程

当中为人们提供更多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倡导人们乘

坐地铁、公交车，再例如可以为人们提供举报渠道，通

过提高群众监督力度的方式来更好的规范周边企业的生

产，及时的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不规范行

为，在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感的同时提高环境管控力度。

最后，在宣传的过程中还需要做好信息公示和信息

披露，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现阶段相关职能部门在环

境保护上所采取的措施、引入的技术方法以及推出的政

策文件。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降低和减少

职能部门在工作推进过程当中面对的阻力和问题，提高

人民群众的配合度，进而提高职能部门各项工作落实的

效率和质量。另外一方面做好信息披露也可以更好的发

挥群众监督职能，让社会群众加强对职能部门的监督，

保障相关社会职能部门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和有效开

展，避免环境保护形式化、流程化的问题，提高环境保

护效能，更好的保护大气环境[6]。

结束语

落实大气环境保护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为人类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

大气污染所带来的身体健康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

而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落实则可以为环境保护工作的

有效开展提供数据基础和信息借鉴，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

况明确大气环境监测的重点，对监测技术方法做出有效的

优化和调整，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加强政策宣传、推动能源

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多种方式对环境保护手段措施

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提高环境保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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