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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waste gas treatment of fixed 
pollutants,�which�needs�to�monitor�the��xed�pollutant�waste�gas,�to�reasonably�control�the�waste�gas�concentration�of��xed�pollutant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formulate treatment measures. To achieve such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waste gas monitoring, so relevant measures need to be formulat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waste gas monitor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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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中的质量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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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对固定污染物的废气处理工作提出全新要求，这就需要监测固定污染物废气，来合理管控固定污
染物的废气浓度，为环保部门制定治理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保证废气监测的精准性和完整性，
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措施来确保废气监测的质量管理。论文对此开展详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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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其环保意识也不断加强。所

以对固定污染物废气排放的治理工作加强重视。想要确保固

定污染物的治理效果，就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污染物废

气监测的质量管理，继而提升监测的准确性，为相关治理工

作的开展提供基础保障。论文从以下方面来对其进行详细

阐述。

2�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2.1�有效管控固定污染物废气排放
对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质量控制不断加强，这是固定

污染物废气排放总量控制得以实现的前提。伴随固定污染物

数量的持续增加，废气污染量也随之不断提升，对固定污染

物废气监测工作进行全面开展，这样能够对废气中有害物质

含量进行详细检查，之后与国家出台的标准相对比，看该含

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对监测工作科学有效地开展，来掌

握废气排放的具体数值和信息，为企业排放提供参考依据。

当超出相关规定标准之后，需要实施必要的惩罚。在科学监

测数据的辅助下，为环境治理水平和力度的提升奠定基础

保障。

2.2�促使企业可持续发展
妥善完成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工作，并对废气监测质

量控制不断加强，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对固定污

染物废气监测工作来讲，不单单要监测总量，还要监督和评

价企业净化装置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状况。该项工作的

根本目的并不是处罚超标企业，而是在对企业废气排放状况

进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完成对应的环境影响评价，从而为

企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升级提供依据。这样不仅可以确保企

业绿色生产，还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

3�影响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质量的因素

3.1�生产工况和排放量测定
在生产工业产品时，工况变化会对废气中污染物排放

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排放量的变化会对废气监测质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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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处于不同工况状态下，若废气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

使得废气污染物含量之间也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因此，为了

使污染物废气监测质量得到确保，要对监测时间进行科学管

控，并明确生产工况周期，同时对不同时段工况内容实施全

面掌握。当处于废气监测前期时，需要使污染物保持在正常

状态下的负荷量。与此同时，对不同时段的排放量进行全面

监测，来对废气排放量的变化状况充分掌握，以此来明确排

放量和工况之间的关系，继而构建科学完善的参照系统，不

仅可以全面掌握废气排放特征，而且能够为监测结果的准确

性提供保障 [2]。

3.2�滤筒质量
在对样品进行采集时，将滤筒当成介质来对样品浓度

进行计算，并确定污染因子。废气监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

一为滤筒，滤筒质量会对监测结果的精准性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在选择滤筒时，要对滤筒材质进行严格筛选。同时要

对滤筒管壁状况进行查看，以此来使滤筒型号与检测器的要

求相一致。在使用滤筒时，要对滤筒重量开展严格的测量，

尽可能降低其他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保证滤筒的质

量，进而大幅度提升废气监测质量。

3.3�样品数据计算的精准性
污染物废气监测质量还会受到样品数据计算精准性的影

响，所以在计算样品数据时，要在相关技术规范的前提下，来

完成样品浓度计算工作。当使用准确的数据来进行计算，可以

确保计算的精准性得到明显提升。另外，在计算排放筒中废气

排放量时，则要根据其浓度和速率，来完成合理化的分区排放，

并参考相关参数来完成整合计算以及分析等工作 [3]。

4�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中的质量管理要点

4.1�基本要求

4.1.1 监测人员持证上岗
监测人员要经过专业化的技术培训，不单单要了解持

证项目的原理以及难点，还要对项目的操作以及质控等全面

掌握。与此同时，要通过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在实际项目

监测工作之中有效参与。

4.1.2 方法现行有效
要对国家标准、环境保护部标准分析方法以及监测技

术规范等进行优先选用，同时对环保行业统一分析方法进行

选择。同一个项目具有多个分析方法，所以在选用的时候，

要对检出限、测量范围以及干扰等指标进行全面考量，尽量

与实际工作需求保持一致 [4]。

4.1.3 量值溯源
首先，仪器设备的检定和校准。在《计量法》要求的

前提下，检定强制检定目录中的仪器设备，并合理化校准其

他影响监测结果的设备和辅助设施。其次，仪器设备的核查

和日常维护。对经过校准和检定的仪器设备来讲，当处于检

定或校准周期时，最少要开展一次期间核查工作。核查内容

以仪器设备完好性以及精准性为主，该过程中需要利用仪器

设备基本检查以及标准样品测试等方式来完成。需要注意的

是，转子流量计以及压力计等设备每半年至少实施一次自行

校正工作。最后，标准物质和基准物质。对标准物质和基准

物质来讲，应能量值溯源到国家标准物质或基准之中，并按

照证书上存储要求来完成分类分区保存工作，同时要对标识

存放区域、状态等信息进行有效明确。若标准物质或基准物

质明显超出有效期，则要进行立即清理，并且要明确标识，

杜绝出现继续使用的现象 [5]。

4.2�监测过程以及质量评价要点

4.2.1 准备阶段
对相关技术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对企业生产以及污染

物治理工艺以及运行状况等进行全面了解。同时掌握排放污

染物特征的信息，如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方式以及规律

等，从而来对监测的项目以及采集频率等有效明确。另外，

通过调查来了解厂区平面布置状况。不单单要对废气以及废

水污染物的数量、位置等全面掌握，还要掌握污染物传输管

道相关状况，以此来确定排放口形状和附近环境，同时明确

排放废气废水的去向，有利于采样位置以及采样点数量的 

确定 [6]。

4.2.2 现场监测
现场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工况核查。现场安

排专人来监督被测污染物工况，这样不仅可以确保现场监测

时设备设施保持正常运行状态，而且工况与监测要求保持一

致。第二，漏气实验。微压计和皮托管漏气检查，实际操作

要按照规定要求和步骤来开展。当存在漏气现象时，要开展

重新检查、安装等工作，之后再次检漏，直至系统不再漏气

之后才可以进行采样。第三，布设点位。采样位置要进行合

理化选择，尽量避开涡流区和操作危险性较大的位置。第

四，采样操作。对采样棒实施预热操作，对二氧化硫进行测

量。在测量氮氧化物时，加热温度处于 140 ℃ ~160 ℃时相

对适宜。同时对管路中空气实施置换，现场采样时的主要质

控措施之一为置换管路中空气，在正式采样之前，至少通气

5 min，以此来使管路中的闲置空气被有效去除。在对二氧

化硫进行采样时，将两个多孔玻板吸收瓶进行串联采样，该

吸收瓶为 75 mL，向每个瓶中加入 30~40 mL 吸收液，在采

样的过程中，需要使流量恒定在 0.45~0.55 L/min。当二氧化

硫浓度低于设定值时，将采样时间控制在 20~30 min，若高

于设定值时，采样时间在 13~15 min 比较适宜。对氮氧化物

采样而言，也是利用两个多孔玻板吸收瓶进行串联采样，并

放在冰浴之中。向每个瓶中加入 30~40 mL 吸收液，将采样

流量控制在 0.05~0.2 L/min。当第二个吸收瓶中的吸收液变

成微红色时，此时就可以停止采样。第五，采样结束之后要

防止倒吸现象的出现。把采样管和吸收瓶之间的气路进行切

断，这样即使在烟道负压的作用下，吸收液和空气也不会被

抽入到采样管之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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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样品运输和保存
采样工作完成之后，要密闭吸收瓶并且标准样品号，

并且详细分析样品。二氧化硫样品的放置时间要控制在 1 h

之内。样品在进行运送和保存时，需要进行避光和控温。对

氮氧化物采集样品来讲，要在 3 ℃ ~5 ℃范围内保存，并且

要在一天之内完成测定。

4.2.4 记录和审核
记录和审核相关内容为：第一，记录。对监测中的所

有环节开展详细记录，记录内容要详细且完整，并且字迹要

保持工整。对现场采样记录内容来讲，不单单要对污染物以

及污染设施的情况以及采样状况等充分反映，还可以对监测

点位状况和排污情况等有效展示。当存在特殊情况时，要进

行详细备注。对样品交接记录来讲，要将交接时间、交接人

员和样品数量等信息全部包含其中。第二，审核。对监测数

据来讲，必须要通过三级有效审核合格以后才可以报出。审

核内容对监测全过程进行覆盖，不单单要审核监测程序以及

监测方法的合理性，还要对监测人员资质和质控措施的实施

等开展严格审核。当出现可疑数据或异常数据时，需要经过

相关技术规定和数理统计结果的判别之后完成相应处理 [8]。

5�结语

从论文的论述中可知，开展固定污染物废气监测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在废气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为企业的

持续发展提供助力。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把污染物废

气监测质量管理当成重点来深入研究，并采取措施确保监测

质量和数据准确性，从而确保环境治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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