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程项目管理·2024� 第3卷�第9期

125

大气环境网格化管理路径探索

赵淑娟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浙江�乐清�325600

摘�要：该文深入阐释了实施大气环境网格化监控的必要性和技术细节，并通过具体的应用实例详细揭示了其有

效性。网格化监控作为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将监测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实现了对每个网格的详细监控，从而

大幅提高了监测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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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空气质量的持

续恶化，大气环境管理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

背景下，探索有效的大气环境管理方法变得尤为迫切。

传统的大气环境管理方法多依赖于宏观调控和点源污染

控制，然而这些方法在应对复杂、动态的大气环境问题

时往往力不从心。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加精准地

识别和定位污染源，实现更为有效的环境治理。*

1��技术特点

1.1  优点
灵活性使得监测网络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环境特征

进行定制化设置，从而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例

如，在工业区域，可以增加对某些特定有害化学物质

的监测，而在城市中心，可以重点监测交通引起的污染

物。这种定制化的方法使得监测系统不仅能够提供更准

确的数据，还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环境下的监测需求。大

气污染网格化监测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整合来自不同来

源的数据。这包括来自不同监测站点的数据、气象数

据、交通流量数据、工业排放数据等。通过高级数据分

析技术，如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这些数据可
以被综合分析，以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污染评估。例

如，通过分析气象数据和工业排放数据，可以更好地理

解某一污染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这种多源数据的整合使

得政策制定者和环境监管者能够获得一个更全面的大气

污染画面，为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提供了更坚实的

数据支持[1]。使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和自动化工具，可以

显著提高环境监管的效率。自动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减

少了对人工操作的依赖，降低了错误率，加快了响应时

间。同时，实时数据的获取使得环境管理部门能够快速

识别和响应污染事件，提高处理污染事件的效率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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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如，在发现空气质量下降的迹象时，自动化系统

可以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使得

环境管理部门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如发布健康警告或实

施减排措施。网格化监测技术为大气污染的精细化治理

提供了强大支持。精确的监测数据使得政策制定者可以

根据实际的环境状况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此外，

通过预测模型和趋势分析，可以更有效地预测和预防未

来的污染事件。这不仅有助于短期内应对突发的空气质

量问题，还能长期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污染趋势，制定

更有效的环境政策。例如，通过长期监测数据的趋势分

析，可以识别出某些特定活动或季节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从而在未来的环境规划中考虑到这些因素。

图1��某地区大气环境网格化监控

1.2  局限性
尽管现代监测技术提供了大量数据，但在数据深度

挖掘方面仍存在不足。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交流的不畅、

数据获取的不准确性和不及时性都是挑战所在。因此，

需要对多种监测数据进行高效整合，扩充数据源，并且

促进数据间的相互验证和补充。深入进行污染源追踪、

治理效果评估和精细化管理，是提升环境监测系统效能

的关键。大气污染监测和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如环保、

交通、工业等，但现有的行政和管理体制往往存在协作

难题。部门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导致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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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应对和环境管理策略制定上存在障碍。建立更有效

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是提高整体环境管理效率的关键。在

大气环境监测和管理中，公众的参与同样重要。然而，

目前公众参与程度有限，主要原因包括缺乏足够的环境

意识、参与渠道的不畅以及信息获取的难度等。提高公

众的环境意识，扩大公众参与渠道，确保信息的透明度

和获取的便捷性，是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关键。

2��大气环境网格化闭环监控系统

2.1  监测点位的选定
在大气环境网格化闭环监控系统中，监测点位的选

定是基础且关键的一步。首先，需要进行全面的初步调

研和数据收集工作，以确保选定的监测点能够有效支持

大气质量的综合分析。在选点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包括

地理位置、气象条件（如主导风向）、污染源分布、居

民区布局以及交通流量等。监测点的设置应遵循质量控

制的原则，确保所选位置可以代表该区域的空气质量状

况，并且利用网格化监测设备进行数据的传递和校对，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此外，监测点的布局应

结合多种方式，例如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设置监测点以

捕捉道路扬尘，或在工业区附近设置监测点以追踪污染

源，同时也考虑在一些区域背景点进行布局，以便于与

污染源点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2  差异化监测
差异化监测是大气网格化闭环监控系统的另一个重

要环节。这种监测方法旨在根据不同区域的特定污染特

征来配置监测设备和监测因子。例如，对于工业区域和

交通繁忙地区，可能需要增加对特定有害气体的监测，

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或二氧化氮（NO2）。此
外，差异化监测还包括对空白区域的监测，以提供对照

数据，帮助更准确地分析和评估污染源的影响。通过差

异化监测，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和定位污染源，为采取有

效的污染防控措施提供数据支持。

2.3  多角度溯源分析
多角度溯源分析是指在大气污染事件发生后，通过

综合分析监测数据、气象数据、污染源排放数据等多方

面信息，以确定污染的来源和传播路径。这种分析有助

于了解污染物的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防

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在溯源分析中，不仅要考虑实时

监测数据，还要结合历史数据和区域特征，以及气象条

件如风向、风速和温度等因素。例如，通过分析特定时

间段内的污染数据和风向风速数据，可以推断污染物的

可能传播路径和来源区域。

图2��大气环境网格化示意图

2.4  现场处理机制
现场处理机制是大气环境网格化闭环监控系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确保快速有效地响应和处理空气

质量事件[3]。当监测系统检测到潜在的污染事件时，系统

会立即通知相关人员，如网格管理员或环境监管人员。

这些人员将根据系统提供的数据和信息，迅速到达现场

进行检查和评估。他们需要识别污染源，评估污染程

度，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如通知污染源停止排放、

协调清理工作或提出改善建议。现场处理不仅限于应对

紧急污染事件，还包括日常的巡检和监督工作，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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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污染防控措施得到有效实施。通过这种现场处理机

制，大气环境网格化闭环监控系统能够及时响应各种空

气质量问题，有效地降低污染事件的影响，保护公众健

康和环境安全。

3��实际应用实例

3.1  数据分析实践
在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的实际应用中，数据分析起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数据分析实践主要以标准监测站和

微观监测站的数据为基础，涵盖了空气质量中的多种污

染因子，如PM10、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
（NO2）、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4]。通过对这

些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数据异常或污

染事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不仅关注单一数据点，还

需要综合分析与气象条件、交通流量、工业活动等相关

数据。例如，通过比较不同监测点的数据，可以推断污

染物的可能来源和扩散路径。在分析数据时，也会考虑

到季节变化、气象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以更全面地

理解污染模式。此外，数据分析还包括对历史数据的回

顾性分析，这有助于识别长期趋势和模式，从而为预防

措施和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通过数据分析，能够为

政府部门和环保机构提供科学、准确的信息支持，以便

制定更有效的污染控制和减排策略。

3.2  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是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中的一个关键组成

部分，其目的是在污染事件发生之前提供及时的警报，

以便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预警系统通常基于设定的空

气质量指数（AQI）和其他环境参数的阈值来操作。当监
测到的数据超过这些阈值时，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这

种预警机制不仅限于单一污染物，而是涵盖了多种污染

物的综合评估[5]。系统会根据当前的空气质量情况和预测

模型，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高污染事件，并向相关部门

和公众发出预警。这种预测通常基于历史数据、当前气

象条件、污染排放源的活动模式等多种因素。预警信息

的发布能够帮助政府部门及时调整污染控制措施，如限

制工业排放、调整交通流量或建议公众减少户外活动。

同时，预警信息也向公众提供了关于空气质量的实时信

息，帮助他们做出有关健康保护的决策。

3.3  事件处理案例
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事件的及

时处理。当监测系统检测到异常数据或接收到预警信息

后，即刻启动事件处理机制。这通常包括迅速定位污染

源、识别污染类型和程度、部署现场调查和采取必要的

纠正措施。例如，在某个实际案例中，监测系统发现某

个地区PM10的浓度突然升高。系统立即向该区域的网
格管理员发出通知。网格管理员迅速响应，前往现场进

行调查。通过对现场的详细检查，发现了造成污染的原

因——一个建筑工地的防尘措施不到位。网格管理员与

工地负责人进行沟通，并指导他们采取紧急措施，如增

加喷水量以减少扬尘。事件处理过程中还包括后续的监

控和评估。在采取纠正措施后，网格化监控系统会持续

追踪该地区的空气质量，以评估措施的有效性。如果污

染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可能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或调

查其他潜在的污染源。通过这种及时和有效的事件处理

机制，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不仅能够迅速响应污染事

件，还能促进对污染源的更深入理解和长期治理。这种

方法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大气污染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为

实现更清洁、更健康的空气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在物联网（IOT）、区块链、人工智能（AI）
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大气污染的网格化管理虽然拥有

显著的技术优势，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是面临许多挑

战。这些挑战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实时性问题，部门间

协作的不畅，以及公众参与度的不足等。因此，为了充

分发挥网格化监管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需要不断在实

际操作中探索和改进。这包括优化管理结构，使之更加

高效；深入挖掘和利用数据源，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实

用性；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一个统一且协调

的工作机制；并且增强公众参与度，通过提高公众的环

保意识和参与机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社会共同参与的

过程。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网格化管理能够在大气污染

治理中发挥最大效能，实现闭环治理和多方协同治理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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