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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李亚文
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海南 陵水黎族自治县 572400

摘 要：为了解决目前环境急剧恶化的问题，国家与社会各界均开始重视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此项技术既能监

测环境，又能对环境起到治理的作用，帮助缓解人和自然的矛盾。然而，现阶段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环境监测

与治理技术依旧存在些许不足，影响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为此，本文主要探讨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前景，希望供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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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逐

渐暴露出来，人和自然也逐渐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全

球气候变暖、土壤盐碱化、雾霾、水污染等均影响着人

们的生产生活。所以，要想治理好环境，就有必要应用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应用此项技术一方面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主流趋势，响应国家的号召，另一方面适合重构

生态建设，对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实际意义。

1��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概述

1.1  环境监测技术
传统的环境监测需要人工采样、分析与处理数据，

此类方式效率既低，有会产生较高的成本。随着科技的

进步，不再依靠人工，只需一个智能化监测设备就能自

动采样与处理数据。当前主要采用土壤污染检测、空气

质量监测与水质检测等环境监测手段来监测环境，所使

用到的环境监测仪可辅助环境监测，其中包括水质监测

仪、土壤监测仪和空气质量监测仪。水质监测仪作为一

种监测水质状况的仪器，能够对溶解氧含量及PH值等
指标进行检测，通过装设在湖泊与河流等水域的水质监

测站，帮助人员了解水质情况，避免由于污染物超标而

引起环境问题。土壤监测仪能够检测土壤中的磷、有机

物、氮等污染物，大多装设于农田等区域，有助于农民

了解土壤污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空气质量

监测仪可用来检测空气中的污染物，如臭氧、二氧化硫

和一氧化碳等，主要装设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空气质量监

测站，帮助人们了解空气质量状况，同时提醒人们做好

防护[1]。

1.2  环境治理技术
环境治理技术分为物理治理技术、生物治理技术与

化学治理技术。第一，物理治理技术是采用物理方式改

变污染源，从而实现减少污染的目标，其通过滤网筛选

与分离污染物，并借助吸附剂吸附污染物，利用重力作

用，让水中的悬浮颗粒物沉淀下来，再依靠加热来蒸发

液体，分理处液体与固体，最后经氧化还原反应改变污

染物的性质，实现减少污染物的目标。第二，生物治理

技术是利用植物或微生物对污染源加以处理，从而实现

消除污染物的目标，其通过引进一定数量与品种的植物

或昆虫改善自然环境，然后依靠昆虫、植物等微生物的

降解来处理有机废水，把有机物质分解、转化成无害物

质，以消除污染物。第三，化学治理技术是通过化学途

径来改善污染物的状态，从而减少污染物，其依靠酸碱

中和的化学反应，先把强酸或者强碱废水中的有害物质

转化成无害物质，而后借助氧化剂使污染物产生氧化反

应，再利用还原反应把有害物质转变成无害物质，使用沉

淀剂沉淀废水中的胶体颗粒及悬浮颗粒等污染物，最后采

用电解法处理废水，进一步除去废水中的有害离子。

2��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的应用现状

2.1  环境监测技术应用现状
2.1.1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
通过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能够采取采样及其他方式明

确污染源、特点与蔓延范围，进一步为制定环境保护技

术标准提供参考。例如，采用遥感技术可以识别土壤信

息，具体根据土壤中的生物特性来识别信息，基于此，

再通过光谱技术全面分析目标，从中获得土壤的状态信

息。这主要是利用遥感技术的红外功能来监测土壤中的

污染物，借助遥感设备扫描与采集相应数据，针对数据

做出专业的分析，便于提取地表信息。同时，大部分地

区还在土壤环境监测中应用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该技

术是一个综合空间信息平台，其利用电脑软件的合理配

置，收集、处理所监测区域内的相关数据。采用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并加以分析，所

获得的监测数据更为准确[2]。

2.1.2  水环境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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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用于水环境监测的技术包括遥感监测技术、

快速溶剂萃取监测技术与气相色谱监测技术。其中应用

最为广泛的便是遥感监测技术，其利用水环境辐射和反

射电磁波的差异，远距离地观测与识别水质状况，通过

分析干净水源和污染水源的卫星遥感影像反射光谱的差

别，包括藻类及悬浮物等水体组分，评估遥感监测数据

的色彩灰度数值，进而得出水污染情况的数据结果。遥

感监测技术在水环境中的应用，可实现动态而全面的监

测，并及时跟踪水环境变化情况，为工作人员提供动态

化水环境资料，方便水污染监测与防治[3]。快速溶剂萃

取技术是依靠不同溶质在不同溶剂内的溶解度迅速监测

与萃取水中污染物，需要先对监测水样升温，以促进水

体解析，减少溶剂在水中的溶解度，接着使水体压力增

加，并提升萃取效率。气相色谱监测技术是利用物质亲

和力、吸附力及溶解度等物理特性的差异，分离出混合

物中的组分，该技术在分析监测期间，监测水样内组分

在固定相和流动相之间持续移动，多次分配均衡，因为

组分雾化性质和几何结构的差异，导致固定性和流动相

比例不同，利用例子交换、吸附与溶解等作用，通过长

色谱柱之后，就会将各个组分之间的距离拉大。

2.1.3  大气环境监测技术
通过大气环境监测技术，能够对环境保护起到重要

的作用。例如，网格化大气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可以

把城市划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均配备有监测设备，

能够实时采集大气污染数据，进而得出更全面的监测结

果。该技术主要凭借大数据分析及空间信息技术，先把

城市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单元，各单元均具有对应的检测

设备与经纬度坐标，而后采取大数据分析法，整合各网

格单元中的监测数据，如空间插值、数据清洗和异常值

检测等，从而得到精准的大气污染数据。同时，在该技

术中，还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可视化界面的形式

展现出污染源的空间分布，帮助工作人员更清晰地确定

各区域的空间质量情况，从而为环境保护方案提供可靠

的依据。

2.2  环境治理技术应用现状
2.2.1  土壤污染治理技术
现阶段所采用的的最先进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为生

物技术，其适用在特定场合下的土壤污染治理。通过对

比各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领域的效果可知，虽然当

下的生物技术仍处在初步阶段，但是具有一定的应用成

效，如在土壤改良上效果良好。在土壤污染治理中，通

过分析土壤中的植物细胞与微生物成分，可构成一个基

本完备的土地治理信息体系，可以为相关部门的防治决

策提供有力的依据。例如，当前我国常通过焚烧与挖掘

等方法对被破坏的土地进行治理，除此之外还包括生物

通风及热处理等技术，但依旧处在实验研究阶段，还没

能达到推广的条件。而且因为技术的复杂性及对环境要

求严苛，化学浸出等修复技术还没有被更好的应用[4]。因

此土壤环境治理技术的改良依旧长路漫漫。

2.2.2  水污染治理技术
水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是借助水环境中个体和群

落对环境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出环境污染程度与范

围，属于水污染生物治理技术。例如，有学者对生物治

理技术在水污染治理中的的应用进行了分析，首先，其

通过紫外光等发光细菌的方法监测水环境，其次，观察

生物的行为反应，对水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状况加以分

析，然后采用微生物群落法分析水环境变化，及时了解

水污染情况，包括水中生物群落减少等，对水污染造成

的影响作出判断。对比物理治理技术，生物治理技术不

仅具备多种功能，还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水体污染浓度

的变化，会让生物快速产生反应，提醒人们水质异常，

让人们防患于未然。而且生物治理技术适用于不断累积

形成的慢性毒性效应治理，依靠生态食物链富集水体中

的微量污染物，有助于增强水污染治理效果。

2.2.3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目前，大气污染已成为国内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一大障碍，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城市中的民用燃煤、机

动车废气污染物与锅炉工厂。当前国家重点支持的大气

污染治理技术如下：第一，钢铁烧结烟气低温选择性催

化还原脱硝技术的应用，其经过脱硫工序后烟气换热，

并加热升温到220℃，与氨还原剂混合之后流入SCR脱硝
反应器，将二氧化氮还原成水与氮气。在该技术的处理

下，二氧化氮排放浓度得到降低，氨逃逸小于2.5mg/m3，

具有脱硝效率高的特点，适用于钢铁烧结烟气脱硝。第

二，折叠滤筒除尘技术的应用是以超高效过滤材料为基

础，采用金属骨架螺旋一体无痕技术与等距热熔绑带技

术所制的滤筒，形成一个带式除尘器，可增加过滤面

积，待含有烟尘的气体进入除尘器后，经滤筒过滤可分

离气体与固体，能够有效减少颗粒物排放浓度10mg/m3，

具有过滤面积大且风阻低的特点，能够高效除尘，适用

于钢铁生产企业。第三，洗涤-生物-吸附符合除臭技术
是收集臭气之后，先利用化学洗涤塔洗涤，借助喷淋液

在填料层内和臭气逆流吸收臭气中的强酸或强碱组分，

然后通过生物滤塔填料中微生物处理臭气中可降解的成

分，最终从吸附塔排出处理后的物质，通过集成化的大

气污染治理技术，可增强除臭系统的总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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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3.1  自动化与智能化发展
随着自动化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今后

的环境监测将朝着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

提升监测精度及效率。在我国的环境监测与治理中，其

技术呈现出单一且落后的特征。此类技术往往需要监测

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数据结果，导致数据无法实时同步，

监测过程效率较低。所以，要想提高监测技术的效率与

准确性，自动化发展将成为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优化的

有效途径，自动化依靠自身的时效性，可以快速响应，

在很大程度上可节约监测成本，利用自动监测的手段提

升工作效率，不断成为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的重要发展

方向。例如，现阶段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已步入相当高的

发展阶段，在土壤环境监测与治理当中，全面采用信息

化技术，建立自动化监测系统，一方面能够第一时间传

递各类数据，另一方面依靠计算机技术，可确保监测数

据的记录及分类整理工作，增强数据的科学性，极大地

提升监测结果质量[5]。

3.2  高灵敏度与高分辨率发展
今后的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将更加重视高灵敏度与

高分辨率，从而精准地分析和检测痕量污染物。例如，

应用于检测水环境中固体污染物的快速溶剂萃取技术，

通过技术优化，能够增强有机污染物监测的针对性，当

对监测样品中的易挥发性溶剂进行处理时，还应优化萃

取技术机制，构成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来提高萃取效

率。而且快速溶剂萃取技术所使用的溶剂量较少，监测

时间短，具有高灵敏度与高分辨率特点，适用于痕量和

超痕量污染物萃取。同时，水污染生物监测技术的灵敏

度较高，也可检测出水体中浓度低的痕量或者超痕量污

染物的细微变化。此外，应用于水质环境污染监测的遥

感监测技术应用潜力巨大，仍有扩大监测水质参数种类

的空间，通过对不同水质参数光学特性的研究，搭建不

同水质参数数据库，强化高光谱技术水质检测领域的应

用，融合多元化遥感监测数据，可持续提升水质监测的

精确度。

3.3  综合化与专业化发展
今后的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重视综合化与专业化相

结合的发展规划，不但会制定综合的监测方案，而且具

备专业的治理措施，从而适应各个领域的环境保护要

求。随着先进理念、先进技术的不断涌现，这些理念和

技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完善，所以，综合治理与

技术融合成为了环境监测与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

作为时代的产物，既适应时代潮流，又满足现状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为环境监测与治理工作的实施提供保障。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监测与治理的对象主要为土壤、水

和大气等，环境监测技术主要通过监测设备、监测仪器

来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分析，环境治理技术则囊括

生物技术、物理技术与化学技术。当前因为受技术复杂

性因素与环境条件的限制，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的应用

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将朝着自

动化与智能化、高灵敏度与高分辨率、综合化与专业化

的方向发展，从而优化及改进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更

好地为保护环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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