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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的路径研讨

吴宏亮
赤峰市林西县监控分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赤峰�025250

摘�要：社会在不断发展，经济得到进步，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大气环境遭到破坏，减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

伐，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大气环境保护工作极为重要，落实大气环境保护为后代留下

宝贵的财富，让人们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正常工作、生活。

关键词：环境工程；大气污染；处理技术

1��大气污染的特征

大气污染的特征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污
染范围广：大气污染的影响范围广泛，不仅限于局部地

区，整个城市和居民的生活都可能受到不利影响。这是

由于空气的扩散性，污染物可以随着气流和风向迅速传

播。例如，近期我国大多数城市的雾霾天气就对城市居

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2）危害严
重：大气污染的危害多种多样，包括对人体健康、环境

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一些有害物质，如重金属、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等，可以对人的呼吸系统、心

血管系统等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大气污染还会对动植

物、土壤和水体等造成危害，破坏生态平衡。（3）影响
因素复杂：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包括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气候、风向、地形等。人

为因素主要包括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能源消耗、农业

活动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传播产生

影响。（4）治理难度大：由于大气污染的影响范围广
泛，单一的治理措施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采

取一系列综合性的措施，包括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减少大气污染的影响[1]。总

体来说，大气污染的特征是多样且复杂的，对于人类生

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大气污染

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2��大气污染的危害

2.1  空气传播
大气污染的危害主要体现在空气传播方面，对人类

健康、生态系统和环境产生严重影响。首先，大气污染

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危害。空气中的污染物，如颗粒

物、臭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进入人体呼吸系统

后，可引发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肺癌等健康问

题。特别是细颗粒物（PM2.5）能够深入肺部、进入血
液循环，对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产生长期的不可逆损

害，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其次，大气污染

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如硫酸、硝

酸等，通过空气传播沉积在土壤和水体中，导致土壤酸

化、水体富营养化，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性。

同时，有害气体的沉降也污染了植物叶片和水域生物，

影响了植物生长和水生生物的繁衍。大气污染还引起能

见度下降和气象变化。颗粒物的聚集会减少大气透明

度，降低能见度，对航空、交通和能源供应等产生直接

影响。污染物对大气的热力和动力过程产生干扰，影响

气温、湿度、气流等气象条件，对全球和地区气候产生

不利影响[2]。

2.2  煤炭的燃烧
大气污染的危害主要来自于燃烧过程中排放出的污

染物，而煤炭的燃烧是导致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首

先，煤炭燃烧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之

一，是导致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长期以

来，大量的煤炭燃烧导致全球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异常

变化。其次，煤炭燃烧排放的空气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带

来严重危害。煤燃烧产生的颗粒物PM2.5和PM10是重
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们能够深入到人体呼吸道，引发呼

吸系统疾病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还会增加心血

管疾病、肺癌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煤炭燃烧还会释放出

各种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等。

二氧化硫排放会形成酸雨，对大气、土壤和水体造成严

重的酸化，破坏生态平衡，损害农作物和森林。氮氧化

物则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组成部分，会对人体的呼吸系

统、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一氧化碳是无色、

无味的有毒气体，会与血红蛋白结合，降低氧气在血液

中的运输能力，对人体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产生危害。

2.3  汽车尾气
汽车尾气是大气污染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其危害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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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汽车尾气排放出的污染物对人类健康构成威

胁。汽车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颗粒物等有害物质。人如果长期暴露于汽车尾气

中，将会增加罹患呼吸系统疾病、肺癌、心血管疾病和

免疫系统紊乱等疾病的风险。其次，汽车尾气排放的氮

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等污染物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3]。氮氧

化物参与光化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和二次污染物，

如臭氧和细颗粒物等，加剧了雾霾的形成。一氧化碳的

排放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害，还会对大气中的臭氧层造成

破坏。另外，汽车尾气排放的颗粒物会导致空气质量恶

化。颗粒物通过空气传播，进入人体呼吸道，直接影响

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可吸入颗粒物（PM2.5）尤其
具有较小的粒径和较长的停留时间，能够在空气中长距

离传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最

后，汽车尾气排放也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利影响。汽车尾

气中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

体排放源之一。它们会在大气中累积并吸收地球的热

量，造成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3��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技术

3.1  除尘技术
在环境工程中，除尘技术是处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

段之一。除尘技术通过减少或去除空气中的颗粒物，有

效地改善大气质量，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常见的除

尘技术包括机械除尘、湿式除尘和静电除尘等。机械除

尘是利用物理力学原理来分离颗粒物。常见的机械除尘

设备有重力式除尘器、离心除尘器和慢速过滤器等。重

力式除尘器利用颗粒物的重力沉降原理，将颗粒物沉积

在集尘器内，并通过周期性清理方式移除。离心除尘器

则利用离心力将颗粒物分离，适用于颗粒物比较大的情

况。慢速过滤器则通过将气流经过过滤介质，过滤掉颗

粒物，从而达到除尘的效果。湿式除尘是通过水膜或水

喷淋等方式将颗粒物与水接触，使其降落到水中。这种

方法主要适用于颗粒物粒径较小、黏度较大的情况。常

见的湿式除尘设备有湿式电除尘器、湿式静电除尘器和

湿式脱硫除尘器等。静电除尘是利用电场力将带电的颗

粒物引向集尘电极，然后通过周期性的清理方式将颗粒

物移除。这种技术适用于颗粒物带电的情况。常见的静

电除尘设备有电除尘器和电除尘袋等[4]。

3.2  完善制度管理，加强资源循环利用
在环境工程中，除了针对大气污染采用的除尘技

术，还需要完善制度管理，并加强资源循环利用，以达

到更全面、综合的环境治理效果。首先，完善制度管理

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颁布环境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并强化对大气污染排放的监管和执法。

建立和完善排污许可制度，明确企业的排放标准和落实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促使企业加大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力

度。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评估，

及时发布相关数据，公开透明地向公众传达大气污染的

情况，促使企业和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其次，加强资源循环利用是减少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之

一[5]。通过科学合理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过度开采和消耗，从而减少大气污染的源头排放。加

强废弃物处理与回收利用，推广清洁能源及低碳技术，

减少化石燃料和有害废弃物的使用，降低大气污染物的

排放量。加强环境教育和公众意识提升，培养社会各界

的环保意识，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形成，共

同参与资源循环利用和大气污染治理。

3.3  物理吸附与处理技术
在环境工程中，物理吸附与处理技术是一种常用的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它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吸附剂来去

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环境和

人类健康。物理吸附与处理技术主要利用吸附剂的物理

吸附特性，将污染物分子吸附在吸附剂表面。吸附剂具

有高比表面积和孔隙结构，可以提供足够的吸附位点，

有效地去除空气中的污染物。常见的吸附剂包括活性

炭、分子筛和硅胶等。活性炭是应用最广泛的吸附剂之

一，它能够吸附各种有机物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臭

氧等。分子筛则具有高度有序的孔道结构，可用于对不

同大小的分子进行吸附和分离。硅胶是一种亲水性的吸

附剂，能够吸附和去除水分子以及一些有机物质[1]。物理

吸附与处理技术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运行成本低等

优点，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气的处理、车辆尾气净化和

室内空气净化等领域。通过合理选择吸附剂、优化吸附

工艺，可以实现高效、经济、环保的大气污染治理。

3.4  化学吸收与处理技术
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技术是保护空气质量的关

键手段，而化学吸收与处理技术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本文将介绍化学吸收与处理技术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化学吸收技术是指利用化学物质与大气中的污染物发生

化学反应，从而将其从空气中分离出来的技术。该技术

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吸收剂，以及设计合理的吸收装

置。在选择吸收剂时，需要考虑到其与污染物的反应速

率、吸收容量以及物理化学性质等因素。常见的化学吸

收剂包括碱性物质、有机酸、表面活性剂等。吸收装置

的设计应考虑到空气流速、吸收剂喷淋量、反应条件等

因素，从而实现对污染物的有效吸收。化学处理技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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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化学反应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或低害物质的技

术。其中包括化学氧化、化学还原、化学絮凝等。化学

氧化技术利用氧化剂将污染物氧化为无害或低害物质，

如臭氧、过氧化氢等。化学还原技术则是利用还原剂将

污染物还原为无害或低害物质，如铁粉、活性炭等。化

学絮凝技术则是利用絮凝剂使污染物形成沉淀，从而从

空气中分离出来[2]。生物处理技术则是利用微生物的分解

作用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或低害物质的技术。其中包括

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等。好氧生物处理技术利

用好氧微生物将污染物氧化分解为无害或低害物质，如

活性污泥法等。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则是利用厌氧微生物

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或低害物质，如甲烷发酵等。

3.5  增强环保意识，全面践行环保理念
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技术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的重要手段，而增强环保意识、全面践行环保理念则是

推进环保事业的关键。大气污染处理技术包括废气处

理、噪音控制、视觉污染等多个方面，对于改善环境质

量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废气处理技术可以通过过滤、

吸附、光催化等方式将废气中的有害物质去除；噪音控

制技术可以通过减振、隔音、消音等方式降低噪音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视觉污染处理技术可以通过洒水、喷

淋、遮盖等方式改善视觉环境，提升环境品质。然而，

要想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必须先从增强环保意识入

手。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关注和行动

意愿，是推进环保事业的原动力。除了增强环保意识

外，全面践行环保理念也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将环保理

念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减少能源消耗、降

低废物排放、保护野生动植物等[3]。同时，还应该积极参

与环保组织和活动，例如志愿者组织、环保宣传等，以

实际行动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3.6  更新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在环境工程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环境意识

的提高，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这些

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量，改善空气质量，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一种新

的大气污染处理技术是基于绿色能源的应用。这包括利

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来驱动污染治理设备的运

行，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

放。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中也涌现出了更加高效的

电力清洁化方案，如电动汽车和电力驱动的工业设备，

减少了化石燃料的使用。另一个新技术是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的应用。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环境监测数据，结

合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加精确地识别和预

测大气污染源，及时采取控制措施，提高大气污染治理

的效果。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大气污染防治过程更加

智能化、精准化[4]。原位监测技术也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

了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网络等设备，可以实

时、多点位对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和控制污染

源，提高污染治理效果。还可以通过监测数据的实时公

开，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度。这些技术的应用将

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创新解决方案，推动建设清洁、健

康的环境。

结束语

总之，大气污染的传播范围较广，污染物的成分复

杂，后期的治理工作较为艰难，相关部门在进行大气污

染的治理工作时，首先应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进而推

动清洁能源的使用，最后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管控，这

样不仅能够实现在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而且还能

够促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快速、有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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