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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issue	of	air	pollution	 is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people’s	
attention. The harm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to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discuss the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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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大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明
显，因此，开展环境监测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论文旨在分析大气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加强监测和治
理的方法和建议，以期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大气污染问题；环境监测；方法分析

【作者简介】李琴（1986-），女，中国湖北荆门人，本

科，助理工程师，从事地表水、土壤、大气等方面的环境

监测技术分析，以及综合数据分析与评价研究。

1 引言

大气污染物会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都造成极大的危

害，因此加强大气环境监测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

前中国的大气环境监测存在着诸多问题，监测体系不完善、

监测手段落后等问题阻碍了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进展。

2 大气污染物的特征

中国大气污染物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

部分区域的污染浓度较高、污染物种类多样、呈现一定特点

的时空分布不均和交错污染。高浓度是中国大气污染的首要

特征，主要表现是悬浮颗粒物的污染浓度较高，尤其是中大

型城市以及城市工业园区。中国大气污染还表现为污染物种

类的多样性，主要有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

有机物等，其中颗粒物是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时空

分布不均是中国大气污染的另一个特征，大城市、工业区域

和经济发达地区是污染的高发地带，东、中、西部地区和不

同季节之间的污染水平存在差异。

3 大气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

3.1 大气环境监测体系不完善
由于监测体系不完善，监测网络覆盖不到位，导致监

测数据的局限性。监测点的分布不均，特别是在城市外围和

农村地区缺乏监测点，使得这些区域的污染情况很难全面了

解。此外，一些地区缺乏必要的监测设备，例如细颗粒物和

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监测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

外，大气环境监测体系不完善还表现为数据质量不稳定，部

分监测数据存在误差和不准确的情况 [1]。

3.2 大气环境监测手段落后
由于监测手段落后，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也存

在问题。目前中国仍然采用 AQI 作为标准指标，这一指标

无法全面反映不同污染物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忽略了不同

污染物之间的协同作用。AQI 指标的缺陷还在于它并不能反

映出短期和长期污染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影响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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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环境管理的决策 [1]。

4 对大气有害物质的监测

4.1 对颗粒物的监测
悬浮颗粒物是指悬浮在大气中的固态颗粒物及液态颗

粒物质的总称。环境监测中一般将悬浮颗粒物分为三类：总

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

人类活动中，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能源消耗等是重要的颗

粒物来源。例如，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燃烧和化学反应会产

生大量颗粒物；交通运输中的机动车辆排放的尾气和轮胎、

制动器的磨损也会产生颗粒物；能源消耗中，燃煤和燃油

等燃烧过程也是重要的颗粒物来源。自然因素中，沙尘暴、

火山喷发、森林火灾等也会产生颗粒物。颗粒物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有着严重的危害，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同时也会对

能见度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监测可以了解颗粒物的来源、

污染程度和时空分布情况，为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提供 

依据。

4.2 对二氧化硫的监测
二氧化硫是一种常见的大气污染物，其主要来源包括

燃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某些工业过程

中的硫化物排放等。此外，火山爆发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可

以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到大气中。监测二氧化硫的方法主要

包括化学分析法、光学分析法和电化学分析法等。其中，化

学分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利用一定的化学反应将二

氧化硫转化为其他物质，然后测量反应产物的量来计算二氧

化硫的浓度。光学分析法则利用二氧化硫对光的吸收特性进

行测量，而电化学分析法则是利用电化学反应测量二氧化硫

的浓度。对二氧化硫进行监测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其

一，二氧化硫是一种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的物质，长期暴

露在高浓度的二氧化硫污染环境中，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

眼睛和皮肤等造成损害，甚至会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其

二，对二氧化硫进行监测还有助于掌握化石燃料的燃烧情况

和工业过程的排放情况，为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控制措

施提供依据。

4.3 对氮氧化物的监测
氮氧化物（NOx）主要来自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人类

活动产生的 NOx 包括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耗等，

其中交通运输是最主要的源头。自然过程产生的 NOx 主要

来自闪电和微生物代谢过程。氮氧化物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它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对环境的损害。NOx 可与其他污染物一

起形成二次污染物，如臭氧和 PM2.5 等，这些污染物会引发

许多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支气管炎等。首先，氮氧化物

是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对其进行监测可以及时

掌握大气污染状况，有利于制定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其次，

氮氧化物的排放来源多样，包括工业、交通、建筑施工等，

监测可以帮助相关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加强污染源的管控。

最后，对氮氧化物的监测还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和科学研

究，深入了解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和传输规律，推进环境治理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2]。

5 解决大气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

5.1 积极开发新能源
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积极开发新能源可以有效地改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为了减

少大气污染，中国应当积极推进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新能

源具有清洁、可再生等特点，对环境污染较小，对于改善大

气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

水能、生物能等，这些能源不需要消耗化石燃料，因此不会

产生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此外，新能源还具有

可再生性，不会耗尽，相对于传统能源具有更加可持续的发

展前景。通过积极开发新能源，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从而减少大气污染的产生。例如，使用太阳能发电可以避免

燃煤、燃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使用风能发电可以避免燃煤发电厂的二

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使用生物能源可以减少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使用这些新能源，可以

使得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环保和健康。需要对新能源的生

产、运输、使用等环节进行监测，以确保其对大气环境的影

响尽可能小。需要评估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对大气环境的改

善程度，以及其与传统能源的代替关系。同时也需要加强新

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创新，以提高其效率和可靠性，更好地满

足大众的需求 [2]。

5.2 使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使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是增强监测手段，革新监测技

术的重要保障。使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进行大气污染监测具

有许多优点，可以帮助改善大气污染环境，从而保护人类健

康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是一种利用抗体或

其他生物分子与目标分子特异性结合的电化学传感器。通过

测量生物分子与目标分子结合时产生的电化学信号来检测

目标分子的存在。在大气污染监测方面，这些传感器可以用

于检测空气中的污染物，如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

等。使用电化学免疫传感器进行大气污染监测有许多优点。

首先，这些传感器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多种污染物，使得

监测结果更加真实可靠。其次，相对于传统的化学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需要较少的样品处理和化学试剂，可以降低监测成

本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后，这些传感器还可以在线实

时监测，从而使监测结果更加及时有效。在实际应用中，电

化学免疫传感器可以与其他监测手段相结合，如基于光学、

质谱和色谱等技术的监测手段，从而形成更加完善和全面的

监测体系。这种组合监测手段可以进一步提高监测的准确性

和时效性，有助于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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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大在大气污染治理上的力度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

气污染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

为了改善大气污染状况，需要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采取一系

列措施来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和传输。首先，加强大气污

染源的管理。需要建立全面、科学的污染源清单和排放标准，

并对污染源进行严格的排放管控。通过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

装备，实施减排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此外，还需

要完善对污染源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污染源

的问题。其次，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这包

括开发和推广低排放技术、清洁燃烧技术、尾气净化技术等，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还需要推广环保新能源，

如太阳能、风能等，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降低大气污染的

程度。此外，加强大气污染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完善的大气

污染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和空气质量状

况，开展大气污染预警和预报工作，及时向公众发布预警信

息，引导公众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最后，加强公众环保意

识和参与。需要加强对公众环保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公

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同时，建立起公众参与环保治理的

机制，通过公众的监督和参与，促进环保工作的开展和完善。

总之，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涉及多个

领域和层面，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协作。只有通过

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够实现大气环境的持续改善，保障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

5.4 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资金投入，构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监测网是改善

大气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构建全

面深入的监测网，可以更好地掌握大气环境污染的状况，及

时发现和预警污染事件，为环境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

进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持续发展。在监测网方面，需要加

强监测点的建设和布局，建立覆盖城市、农村、工业园区和

交通干线等不同区域的监测点，以实现全面、深入、准确地

监测大气环境污染状况。此外，还需要建立与现代信息技术

相结合的监测体系，开发和使用先进的大气污染监测技术，

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确保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

可靠性。在资金投入方面，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投

资、企业自主投入、金融机构贷款等，来促进大气环境监测

设备和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进一步提升监测数据的质量和覆

盖面。同时，需要加强监管和标准化管理，确保监测数据的

公正、透明和可比性，以便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大气环境保护

措施 [4]。

6 结语

大气污染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且形势也

变得越来越严峻，需要各个参与方共同努力解决。中国大气

环境监测存在监测体系不完善和大气环境监测手段落后的

问题，因此，中国必须不断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大

资金投入、构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监测网、使用更新的技术，

从而不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改善大气污染问题，实现大气

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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