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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ducting monitoring work o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situation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timely detection of pollution problems, track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and achieving expected 
goals. Conducting quality control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various aspects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solve various problems in previous work. Building a sound management system, reasonably arranging monitoring 
networks, strengthening quality control over sampling, transportation,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btaining more accurate data,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management work. I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paper, the main focus is on analyzing the rol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conducting quality control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exist. 
Several effective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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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环境开展监测工作，便于掌握大气环境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污染问题，跟踪防治工作，实现预期的目标。而开展全
过程质量控制工作，能够做好对大气环境监测的各个环节的把控，解决以往工作的各类问题。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合理
布置监测网络，加强对采样运输和实验分析等的质量控制，获得更为精确的数据，为管理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在论文的研
究工作中，主要分析大气环境监测，开展全过程质量控制的作用以及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几点有效方法，以期为大气环
境监测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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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中国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

其效果也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关注。社会公众对生活质量提出

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在大气环境方面开展监测工作，主要

是对大气中的污染物进行一系列的动态分析和计算，从而实

时掌握空气中生态环境的污染情况，采取恰当的措施有效改

善环境。但一些地区的监测评价体系不完善，监测网络建设

不全面，采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影响到大气环境监测工

作的落实。因此引进全过程质量控制工作从前中后三个阶段

入手，加强质量控制，解决各类问题，使得监测工作更加标

准规范，获得更为精确的数据信息。

2 大气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的作用

大气环境中包含的颗粒污染物，成分复杂，来源广泛，

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原因多样，如交通运输、能源燃烧、工

业生产等，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废气中包含了大量的污染物，

通过和大气混合变得稳定，但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影响空气

质量。当出现大气逆温现象时，使得大气垂直对流减弱，加

强了低层大气的稳定性，然而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很难扩散

开来，会加重大气污染严重程度。因此在环境监测工作中，

主要对总悬浮颗粒开展监测，从而分析可吸入颗粒的浓度粒

度分布以及化学物质的构成。而大气环境监测工作流程相对

复杂，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因此开展全过程质量控制模

式，加强对各环节的把控，严格按照监测工作的技术规范和

实际要求来控制各个环节，同时确保各环节有效沟通联系，

加强各岗位的协同交流，通过层层把控，消除在各环节存在

的影响因素，获得更加真实可靠的数据结果，反映出监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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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大气环境情况，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而且全过程

质量控制能够更新传统的工作模式，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机

制，督促各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形成全新的工作模式，吸引

更多的社会资源，提高对大气环境环保污染防治等的重视

程度。

3 大气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的问题

3.1 缺乏完善的监测评价体系
大气环境品质愈发恶劣，空气质量问题不断加重，例

如雾霾、沙尘暴等空气污染问题频发，影响了社会居民的生

活，也并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建立

起了大气环境监测机制，通过开展监测工作，分析环境质量

问题，做好评价工作，反映大气环境情况，从而制定科学合

理的污染防治计划。然而目前来说，一些城市的大气环境监

测评价体系并不完善，提供的空气质量指标只能显示各个城

市在一年以内的平均值，无法将特定城市的大气质量及时准

确地反映出来。监测评价机制缺乏科学性，没有落实全过程

监测工作出现空白阶段，数据采集不全面，从而影响到评价

工作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3.2 监测网络建设不全面
大气环境监测工作需要各位完善设备技术等的支持，

一些地区由于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

力度不足，尤其是在新阶段，网络系统建设并不全面，覆盖

范围有所局限。这就导致在监测工作中，一些先进的技术设

备等无法得到充分的应用，获得的监测数据也并不全面。而

且一些地区建立的监测系统的兼容性不高，无法形成一个有

效整体，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出现部分重复的数据，导致数

据浪费。网络系统不完善，数据更新不及时，也会影响到监

测数据的统一和应用。

3.3 采样不全面
采样工作是大气环境监测中的关键环节，是获取大气

环境信息的重要途径，因此对采样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通过控制采样操作，获得全面信息，确保大气环境监测的科

学性。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一些地区的采样人员专业素养参

差不齐，他们的质量控制意识薄弱，缺乏严谨的工作态度，

在操作时一些失误或错误操作，使得样品收集不全面。还有

一些地区的资金不足，因此监测设备不完善，从而影响采样

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实际的应用中，采样工作是随机采样，

比较片面分散，这一方法获得的监测数据也呈现不确定性。

还有一些工程在采样工作中的监管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规

划，使得取样点不合理，取样时间缺乏科学性，这就导致最

终实验结果和真实情况存在很大的差距。

4 大气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

4.1 做好前期监测准备
大气环境监测的全过程质量控制是从前期阶段入手跟

踪全过程，做好对各环节的把控，从而实现预期的目标。在

前期阶段，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为后续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也能保证采样环节的质量。首先收集相关的数据资料，包括

监测区域内大气污染源分布情况，排放情况，人口分布情

况等等。掌握全面的数据资料，便于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

选择需要进行的监测项目种类。同时还需要明确各个环节的

工作内容，合理设置岗位。做好方案的编制工作，并严格监

督落实，确保有序推进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其次，制

定完善的管理机制。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管理制

度的内容，明确各岗位的具体职责，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

在管理制度的约束下形成相互监督，加强工作人员之间的约

束，规范他们的操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分析并掌

握测定方法，在以往的工作中主要采取直接采样法和富集采

样法两种形式。如果大气浓度高，可以采用直接采样法，监

测结果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大气污染物的瞬时浓度，如果浓度

低可采用富集采样法。也需要考虑大气污染物种类，采取针

对性的监测方案。加强对准备阶段的质量控制工作，奠定良

好基础 [1]。

4.2 科学布点
在布点阶段也要加强质量控制工作，确保点位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在大气环境监测点的选择布局方面，需要收集

全面信息，了解区域内的实际情况，从而设置科学合理的点

位。一般采取的检测方法有经验法、统计法和模式法，最基

础的是经验法。在设置监测网点时，要考虑区域内的空气质

量情况，设置低中高三个不同浓度标准的监测点，从而开展

全面的布设。风向会对大气有害物质分布情况造成影响，因

此布控点位时需要考虑风向问题。在污染源的上风口方向布

设采样对照点，下风向设置本源采样点。根据污染源扩散范

围，可以在下风向多布置一些监测点。如果监测区域的人口

居住点比较密集，或者工业废气排放污染比较严重，那么可

以适当地增加点位。尤其是要加强对污染源头的监测工作。

根据功能区不同，可采取不同的布设方法，例如同心圆布点

扇形布点网格布点等，可以以污染源的主要方向来布设扇形

的监测点，加强对该区域的全面把控，获得更为全面的空气

监测数据。

4.3 加强采样控制
采样环节是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中的重点环节，采用全

过程正在控制工作，也需要加强对该环节的有效把控。采样

工作的重点在于采样方法，频次频率和周期选择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如果区内的空气质量不佳，在开展采样监测时需要

在上午 8 点进行采样。此时阳光照射不强，空气物质飘浮状

态比较明显，获得的监测数据真实有效。如果针对重工业区

开展采样工作，监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有害污染物质，

需要采用隔天采样方法，通过对比分析获得更为准确的数

据。做好现场勘查工作，确保采样点准确无误。可以寻找专

业采样团队进行合作加强，对该环节的把控引进先进标准的

采样仪器，做好对该环节的质量控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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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确保大气监测技术和形式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合理布

控点位，加强采样控制，获得具有价值的样品。

4.4 监控样本的运输和储存
采样结束后，需要对样本进行运输储存管理这一环节

也存在一些影响因素，若管理不当，影响样品质量，导致数

据失真，无法真实反映大气环境的情况。因此从采样储存

运输到进入实验室，需要开展全过程的管理控制，密封保存

空气样本，选择恰当的运输方式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分析。

运输过程中不能出现样本性质变化情况，确保其符合实验要

求，才能进一步推进监测工作的进行。

4.5 加强分析环节的质量控制
在分析环节开展质量控制工作，不仅要注重仪器和分

析方法的选择，还是要做好对实验人员的管理。一方面，在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工作中，要制定详细的计划，做好实验

室清洁卫生、仪器检测校验和保养维修等一系列工作。所有

检测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自身

的操作。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实验室数据分析管理制度，

严格地执行数据的记录和筛选工作，任何过程都需要细致的

记录，加强监管，完善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4.6 数据处理环节的质量控制
为了确保能够真实反映大气环境的实际情况，实验室

工作结束后，就需要做好数据的处理，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

在质量监管工作中规范实验流程，做到对实验数据负责。结

合相关标准要求应用数据，真实充分地展现测量区域大气环

境的实际情况。若数据出现问题，可及时追责，形成一定的

警示作用。

5 大气监测办法的创新

近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的大气监测技

术也在不断更新，因此在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中，相关部门需

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更新传统的观念，积极探寻一些先

进的大气监测技术，如现场监测自动化处理技术，通过开展

动态监管工作，确保数据能够及时更新，反映该区域内的大

气环境变化情况。利用预警技术科学分析当前情况，预测可

能出现的问题。加强对测量区域内污染源的有效控制，制定

恰当的防治措施，避免出现一些不良影响。环保部门也需要

加强和相关企业的合作，更新传统工作模式，吸引一些社会

资金的投入。在足够资金的支持下，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更

新技术设备，为大型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获

得更为精确的监测结果。

与此同时，还需要结合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的需求，进

一步完善大气监测体系，构建协同管理机制，确保监测单位，

行政部门作业部门能够加强合作，顺利推进空气环境监测工

作。开展全面把控，才能获得更为详细的数据信息，打破信

息壁垒，确保监测工作顺利进行。在管理工作中也需要及时

更新管理模式，在全过程质量控制模式的支持下，加强对各

环节的把控，做好充足的准备，高效地开展空气质量监测 

工作 [2]。

6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经

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的各类生产生活活动，对大气环境造

成严重的污染破坏，因此大气环境监测工作尤为重要。将全

过程质量控制模式引入其中，加强对各个环节的把控工作，

做好前期的调查，获得全面的资料，合理设置点位，加强采

样质量控制，并做好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而且相关部门也需

要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引进先进的监测技术，完善相关机制，

通过稳定运行，不仅能够提高质量管理的效率，也能规范工

作人员的操作，排除一些不良因素，获得更为精确的监测数

据，为后续的环保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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