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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air	pollution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strengthen	air	monitoring	and	do	a	good	job	in	field	sampling	to	
ensure	that	the	monitoring	data	are	“true,	accurate,	complete,	fast	and	new”.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field	sampling	methods	
a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air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ir 
monitor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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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中空气监测现场采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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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环境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加大空气监测力度，做好现场采样工作，确保监测数据“真、
准、全、快、新”，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论文主要对环境工程中空气监测现场采样方法和质量控制措施进行
分析，以期为提升空气监测水平，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贡献力量。

关键词

环境工程；空气监测；采样方法

【作者简介】刘善劼（1997-），男，中国山东济阳人，硕

士，助理工程师，从事区域污染控制与环境监测研究。

【通讯作者】苏前（1988-），男，中国新疆沙湾人，硕

士，副高级工程师，从事大气环境研究。

1 引言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支撑，为了实现绿色环保型社会的有效建设，需要

加大对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增强环境工程管控，采

取科学合理的空气监测方法，保障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

性。为了提升空气环境治理能力，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优化

空气监测现场采样质量，强化环境监测能力，形成环境监控

数据网络化质控体系，以便对空气污染特征、污染情况变化

规律进行动态化监测，为大气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详细

的数据依据，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2 环境工程中空气监测的重要性

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尤

其加大了空气监测力度，采取科学合理的空气监测方法，对

现场采样工作进行优化管理，保障空气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

开展。在环境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空气污染现状，采

取科学合理的现场采样工作方法，保障采样作业的规范性，

对发现空气污染问题、解析空气污染源头提供数据支撑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水平的提高，空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不

利于人们身体健康，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重大污染事

件也会严重扰乱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 [2]。因此，需要

强化环境工程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贯彻落实，优化空气

监测，严格按照国家、地方相关标准要求，规范性布设空气

监测点，并引进新兴的空气监测设备和技术，实现空气质量

状况的动态监测，以便实现空气污染物的定点、定期采样，

并对采样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形成准确的空气质量报告，从

而对大气污染问题进行有效防治，同时定期公布空气质量指

数，实现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其中，影响区域空气中污染

物浓度的因素，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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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影响区域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因素

3 环境工程中空气监测现场监测方法

3.1 前期准备工作
在空气监测现场采样前，需要提前进行现场踏勘工作，

对监测对象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如工厂平面布置情况、周

边环境敏感点、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等 [3]，还需要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如位

置、数目、排放管道形状、大小、周边环境等进行详细了解，

为后续采样点的优化布设提供依据 [4]。同时还需要对调查目

标区域的气象资料进行调查分析，从而合理选择监测时间

段，并选取合适的监测设备，优化监测方案 [4]。要结合空气

监测目标，编制科学合理的监测方案，并优化现场采样流程，

以便对采样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对现场采样职责进行明确划

分和落实，确定采样标准规范，做好现场定位标记工作，为

空气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性指导，同时开展监测方案论

证工作，保障可行性和合理性。在具体的采样前，需要做好

技术交底工作，明确监测点布设位置，做好现场记录工作，

确保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记录。

3.2 确定采样方法
在空气污染物动态监测过程中，往往包含人工监测、

点式自动监测、光学远程监测等模式，当前国内环境工程中

的空气监测方式主要为人工监测。在具体监测作业中主要涉

及到空气污染源、空气污染指数、特定目的等方面。实际监

测时，需要加大对空气中气态污染物、大气降水、固体颗粒

物的监测力度，保障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当前，在

空气监测现场采样作业中，常用的采样方式包含：直接采样

法和富集采样法 [5]。①直接采样法涉及到以下方法：注射器

采样，利用 100mL 规格的注射器抽吸三次，并交由实验室

分析；塑料袋采样，利用塑料袋在现场采集空气样本，并要

提前清洗塑料袋；采气管采样，通过专业采气管在动力推动

下抽空管内空气，然后填充新鲜空气；真空瓶采样，瓶内保

持真空状态，在外界压力作用下把空气压入瓶内。②在富集

采样法中，包含溶液吸收法，即对大气中的气体、蒸汽态、

气溶胶态污染物进行吸收采样，其影响因素有吸收速率、接

触面积等。此外还可以利用填充柱阻留法、滤料阻留法进行

采样。

3.3 布设采样点位
在采样工作中，需要结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合理布置监测点，保障采样点的代表性、可操作性和可接近

性，同时保障采样点安全性，符合标准布点要求。如果难达

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需要适当增加布点数量。在对空气监

测点进行布设时，确保 50m 以内不能出现遮挡物，且避免

出现明显的污染物，且监测点间距 5km 左右。在对监测点

进行布设时，不能在公园、绿化带等附近设置监测点，避免

影响监测数据的代表性 [6]。为了保障监测结果准确性和代表

性，需要对监测目标区域的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和综合分析，

从而对采样位置、数量进行明确要求，同时还需要对现场地

形地貌特点、人口分布、污染物性质等进行详细了解，保障

布点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如果该区域的人口密度较大，

需要适当增加采样点数量。同时引进自动化监测系统，实现

空气样本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3.4 做好样品保管
完成采样工作后，要对样品名称进行明确标注，并有

序编号，同时明确标注相关信息：采样地点、采样时间、采

样频率、次数、气体体积等。同时还需要详细记录采样人员、

审核人员名单，以便实现样品数据可追溯性。要做好样品规

范保管工作，保障样品密封性，避免样品交叉污染和变质 [7]。

要对空白样品、质控样品进行优化保存管理，要定期采集空

白样品，以便为检测仪器、采样系统的背景污染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要对质控样品进行优化保存管理，做好标准气体、

参考标准物质的校准工作，实现质控样品的规范性管理。

3.5 样品运输及交接
完成样品采集作业后，需要做好样品验收、运输和交

接工作，对样品进行分类管理，并对其进行及时运输，避免

放置时间过长出现样品变质问题。在运输过程中需要做好防

护工作，做好防晒、防碰撞、防泄漏措施。要与运输人员、

实验室人员做好样品交接工作，保障样品完整性，详细检查

样品信息，避免样品遗漏。在运输过程中，根据不同监测项

目采样要求，如需要在 2℃ ~4℃环境下避光保存等，进行

运输，保障空气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4 环境工程中空气监测现场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4.1 强化采样仪器管理
在空气现场监测工作中，需要应用到大量的采样仪器

和设备，一旦仪器设备出现异常情况，会对空气监测结果准

确性造成不利影响 [8]。因此，为了提升空气监测现场采样质

量，需要加大采样仪器设备的管理力度，对检测设备进行详

细记录，并形成档案。要安排专业人员对仪器设备进行定期

维修保养，及时送检，确保获得质量标准认定后才能继续使

用。在现场采样前，需要对仪器设备进行认真检查，彻底清

洁仪器中的灰尘，并对设备进行精确校准，为后续空气监测

现场采样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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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升监测人员素养
监测人员是空气监测现场采样工作的主要执行者，他

们的工作能力、态度直接关系到现场采样质量。因此，需要

对采样人员选拔环节进行严格把控，确保工作人员持有相应

监测项目的上岗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力、职业道德修

养、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定期组织开展监测人员培训工作，

确保监测人员能够对采样设备进行规范性操作，详细掌握设

备使用方法，并能够对样品进行标准化采集和保存，精准掌

握采样数据记录和分析方法。还需要引进理论知识培训工

作，确保工作人员能够细化掌握质量控制流程。监测人员应

及时进行知识更新，强化技能训练，并以引进案例分析等方

式，提升操作人员的综合能力。要强化团队沟通力度，实现

信息共享，加强人员协作，保障现场采样工作的高效开展。

4.3 加大审核评估力度
为了提升空气监测现场监测效果，需要严格落实质量

体系程序文件要求，规范现场监测流程，定期组织开展质量

审核和评估工作，尤其要对监测数据开展全过程检查和评估

工作，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需要第一时间采取针对性的纠正

措施，保障现场监测质量的提升。还需要完善质量评估机制，

优化监测报告，同时与相关机构合作审核，做好监测报告认

证工作，如引进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确保现场监

测质量的合法合规性。

4.4 完善自动监测网络
要在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持下，构建自动化监测网络，

实现空气监测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减少人工投入，且能

够避免人工操作失误引起的监测数据误差问题，保障现场采

样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同时还需要构建互联网监测

平台，把监测数据上传到互联网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专业

软件实现采样数据的精准性计算、评估，并对其进行分类处

理，为大气精细化环境管理提供支撑。

4.5 规范采样监管制度
为了实现空气监测现场采样工作质量的提升，需要加

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保障环境工程现场监测采样工作的高效性开展，并引进新型

技术，更新采样仪器，减少监测误差，规范空气监测现场质

量监管制度，明确质量监管责任，并落实到具体部门、人员

身上，持续提升现场监测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改善空气质量，需要结合环境工程的

实际需求，优化现场采样方法，加强现场监测质量控制，同

时提升采样人员的综合能力，健全现场监测质量监管制度，

确保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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