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城市应用·2022 第5卷 第6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2,5(6) 

72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城市环境监测中空气质量监测途径探索 

徐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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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飞快，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主心力量的变化节奏，然而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导致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总体形势非常严峻，如果对此不重视并加以改变，就会给城市整体带来更加消极的影响。在现

有阶段，大气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中最主要的问题。若想要彻底的解决此类问题就需要从根本入手，找到解决大气污染的有

效措施，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在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空气质量的改善，才能有效的推进环境监测工作的

稳步进行，从点滴小事入手，重视城市发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污染的问题，也能缓解多方因素带来的有害空气的影响。

所以本文从多方面入手，结合城市整体环境监测工作对城市中的空气质量监测途径进行分析，结合实际，通过列举和对比的

方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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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Ways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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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ed is very fast, which has further promoted the change rhythm of 

the city's main force. However,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he urban ambient air 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very serious. If we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is and make changes, it will bring mor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ity 

as a whole. At the present stage, air pollu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f we wa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oroughly, we need to fi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air pollution from the root, and then we can find the key to the 

problem. Only by improving the air qua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can w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Starting with small things, paying attention to urban development, we can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pollution, which can also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harmful air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many aspects, analyzes th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approaches in the cit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overall 

urb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and discusses them through enumeration and comparis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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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步加快，在区域性活动范围

中，大气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污染较为突出，人们的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对空气质量的要求也相应重视起来，人们对

大气环境的关注度不仅仅停留在区域性或者局部性发展，

而是推广到全球整体环境温度的变化中来，比如温室效应、

全球变暖气象等，对各种污染物的识别也不只是简单常见的

一类污染物，还更加重视一些有毒气体的排放浓度和含量，

类似二次污染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1]
因此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成为环境污染问题中的重点，想要改善

环境空气中的质量，就要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工作进程的推

进，不能盲目的对某些污染物进行分类，要结合环境监测

结果对污染源进行有机分类并处理，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环

境污染，促进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进行。 

1 环境空气污染的特点 

在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很多组合复杂的空气污染物

被进行了排放和吸收，其原本空气质量也受到了较大的影

响，污染源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工业排气、餐饮油烟、

汽车尾气排放等，其中污染物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很难

分辨出来源头种类。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

污染范围涉及较广泛，气体的流动性较强烈，因此空气污

染环境密度较松散。尤其是当有害气体在短时间内通过空

气流动性传播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更严重的可

以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所以想要治理这种环境污染缓解

空气质量的威胁，就需要找到危害人身体的空气污染源，

进一步找到措施以至于阻挡污染源对人类呼吸的正常频

率，但是在实际治理工作中，需要采取相应的手段也是比

较困难的工作，因此治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
[2-3]

 

环境污染的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受到很多参数

的影响，比如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均与空气中污染物的浓

度分布。排放来源以及空间分布有很大的关系。它们之间

互相影响，互相联系。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X8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智能城市应用·2022第5卷 第6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2,5(6)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73 

2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概述 

在进行环境监测工作过程中，对空气质量的监测环节

特别重要，也是做好整体环境监测的重要内容，对此阶段

引起重视，做好环境监测工作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大气环境

质量的改善，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如果可以

呼吸更加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因此，若要提升环境空气的质量，就要保证监测数据的真

实性，这是非常必要的，也要注重数据上传的时效性，这

样才能够将空气质量通过系统真实的进行反馈，也为后续

整体的环境空气变化治理工作奠定基础，更好的提供了有

力支持，通过科学的技术将大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 

目前我国各大城市之间的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

近几年来各种各样的化工企业不断兴起，总体性质朝着多

样化方向发展，也相应的带动了环境污染的变化，各种不

同的污染物融合在一起，通过工业机器排放到空气中，不

但影响人们的健康，也对空气监测工作带来相应的难度。 

相关部门在进行环境空气监测工作中为了确保监测

数据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将各种

污染物进行全面化的管理和监测，充分研究融合在空气中

的各项危害物质的存在，将其充分的掌握做好数据研究，

将制定出来的每一种对人类有害的气体加以储存、保存、

运输以及监测，整个流程必须采取科学管理的方式去进行，

如果发生质量问题要及时对此进行补救措施比如加测现

场空白样等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以及

相关部门要加倍重视此工作的流程，使其监测数据处于精

密严谨的方式中，在这个过程中，监测材料以及所处的环

境势必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环境污染物，是由各种不同的

有毒颗粒组合而成，所以监测人员也要做好自身的保护，

避免有害颗粒对自身呼吸系统带来伤害，在监测工作开展

过程中要实施多次监测针对有毒颗粒，使得测试样品的安全

性达标，在此基础上，监测数据也要符合标准五项要求：准

确性、可比性、完整性、精密性、代表性。
[4]
只有从根本上

确保质量符合标准要求，才能为后续大气污染的原因、大气

污染物的变化形势以及掌握治理环境的趋势发展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持，也为后期的环境治理发展要求奠定了基础。 

3 城市环境监测中空气质量监测途径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在我国的发展愈演愈烈，人们

可以通过这种科学性的监测手段进行对空气质量总体的

形态掌握，但是与国外一些发达地区相比，我国的监测手

段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想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差距就需要

相关专业人员加大对环境监测的投入和研究，依据现实因

素的挑战，要更好的改善人们居住的环境，满足更多人的

基本生态环境要求，需要合理落实环境监测工作的实际方

法，进一步为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提供有力支持，以下为

城市环境监测中空气质量监测的途径。 

3.1 研发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在实际的空气监测工作中，需要将城市中空气污染源

考虑进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进行传统的空气监测系

统，但是这种传统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对现有漂浮污染物进

行合理解释，也不能准确分析相应污染物的成分及浓度。

因此针对环境空气整体的质量监测不能有效预测，进而不

能对工作进行指导，使得人们正常的活动和生活无法施展。

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加大投入

力度，让精准度配置更高的被开发出来，在城市中适当增

加监测点位以及配置更加先进科学的监测仪器，通过科学投

入更能够促进人们对环境空气质量掌握的程度，采用这种方

式就可以进一步实现人们对监测信息的全面化掌握，提升了

整体环境的质量，也相应的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我国一直以来都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针，努力打

赢蓝天保卫战以及各种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对于重点区

域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有效推进环境质量的管理手段的

实施，扭转从污染防治到环境质量的局面，将有效的管理

模式与我国精准的环境监管系统融合，提升我国精准高效

的网络化环境监管系统的成熟。
[5]
主要内容体现在城市的

分级管辖，以乡镇社区为单元，将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进行

分级，实现大范围的监测水平处理，以传感器为基础，建

立符合标准的空气质量监测基站，使区域网格实现全方位

覆盖，每个网格内有其专属的污染物分布点位，对此实现

实时监测，能够及时掌握污染物的动态变化，如果发现有

异常的排放行为就能够通过系统网络进行捕捉实现自动

报警，这种建立的基站与当时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能够共

同融合，彼此监测数据的异常情况。在监测数据的基础上

也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对比，以此获得密度更加精准的

数据信息。再加上科学手段比如 GIS 的数据后台系统能够

实现对监测数据实施统计分析以及动态图的制定，以此来

实现对空气中各种物质浓度的分类及参数变化。 

其中一方面，关于整个区域的空间布局和污染源分布

情况，就需要在其周围设置监测点位形成监测网格，实现

区域到整体的动态监测工作，实施这项内容主要措施是为

了能够更及时准确的掌握区域内的空气质量变化。另一方

面，需要在所处的区域将网格面积增大，比如，一些相对

固定的污染源在城乡之间的重点区域位置出现散乱污染

的现象，需要相关部门做好重点安排工作，合理分布工作

部署行动，科学评估监测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有关污染源

排放的整体情况，加强对环境空气质量因素的不稳定性的

监控力度。
[6]
网格化监测方法属于三维时空大气环境质量

监测数据系统，其特点是点位多，频率高，也会受到时间

和空间变化的影响，当时间不断推移，监测数据也会发生

变化进行累计，这些数据不会自动删除，为日后大数据分

析研究项目提供了数据库的搜索支持，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搜索，可以进行很多有关专业的科研行动和监测环境应用，

其中包括污染源的起源和聚类分析等。 

3.2 扩大监测指标范围，确保监测方案合理 

在近些年的环境气体数据研究中，有关城市环境中的

有毒气体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污染物的形态也相对复

杂，因此，利用原本的监测指标进行对比并不能体现监测

工作的科学性，要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对监测指标进行合理

更新与优化，进而适当修改空气质量的监测方案，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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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环境的污染因素更接近于实际值。 

根据科学数据的研究表明，空气中一般含有几种污染

物，包括：CO .SO2.NOx.VOCs .O3等，当雾霾天气反复出

现时，人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近几年来的新闻

报道中会相对发布一些关于臭氧、酸雨的污染信息，当有

此类现象发生之前，就会自动出发臭氧、酸雨污染预警信

息，以减少有害气体挥发性。因此在进行环境空气监测工

作中，臭氧的 PM2.5 同样属于监测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

城市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很多有害气体不断释放，建立的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适当的监测

标准，要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知识基础体系，选取符合

要求的监测点位，进而推进监测工作的有效运行，也能进

一步保证城市综合空气质量的综合性。 

3.3 科学制定空气质量监测点分布方案 

在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之前需要做一定的准备，

要确定监测目标的形成，合理规划监测的点位和范围，准确

的记录环境监测数据，对此进行收集和归纳，要提前适应监

测数量和类型的科学性，对收集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综合对比，

进一步优化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方案。除此之外，在监测点位

的布设过程中，要注重其完整性和代表性，不但要求能够对

空气质量进行真实的记录和反馈，还需要在布设方案中体现

各种环境因素以及水文地质社会结构的布局发展，以此来保

证布设点位的全面性，规避不同参数变化带来的风险。 

首先在优化处理监测布点环节中，可以依照功能区法

的应用安排结合人们特定生活活动特定进行区域性空气

质量监测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为人们提供更好更科学的生

活依据。然后通过对网格布点法的应用将监测数据进行统

计，使用这种方法有一定的优缺点，此种方式本身具有规

律性，但对人为参与的影响没有考虑进去，正是因为这种

影响的存在，使监测结果与空气质量数据产生了较大的差

距。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扇形布点法，此类方法适用于

风向固定的区域，能够真实的反应环境的监测情况。最后

利用同心圆布点法对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进行监测，污染

源可以作为圆心，设定固定的距离作为圆的半径，这种方

式会受到风向变化的影响，让实际值与测试值产生或高或

低的偏差。
[7]
就目前看来依然会有相关部门采用聚类分析

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处理，此种方式较为简单，不会受到人

为干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在对布点方法选取

工作阶段，要结合实际进行布点的选取，适时调整监测方

案，对环境空气监测点位进行调整和优化。 

3.4 控制监测设备质量 

要严格控制监测设备的质量问题，才能获得有效且准

确的空气监测数据。在实验室中，要保证监测仪器的完好

无损，设备充足，有相应的软硬件的设备支持，能够正常

高效使用，让仪器设备处于能够正常工作的状态。在实验

室中也应该配备相应的专业监测人员，及时对获取的数据

进行收集和分类，还需要配备相应的维修人员，如果出现

仪器损坏，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修复，以免耽误监测数

据的时效性，在日常保养工作中也要加强对设备的校准和

维修，使其能够正常运行。 

3.5 提高环境空气监测人员综合监测分析能力 

在监测工作中监测人员的专业能力对监测技术结果

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适当对监测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

相关培训，根据监测的任务实现对监测人员的合理分配，

除了自身监测仪器会使用和基础知识掌握的同时，还要了

解相关工作规范，对空气污染物的相关标准熟练掌握，还

能够使用各种统计方式对数据进行整合。监测人员需要具

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不能为了利益随意篡改监测数据，还

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培训，要在监测

岗位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实现对监测人员的监督工作，监

督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培训证书，只有建立合理的监

督机制，才能够真正的对监测工作数据负责，并从科学的

角度认真分析大气污染物的发展特征。 

3.6 控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质量 

在实际监测过程中要确保监测技术的连续性，才能减

低监测的误差，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防止一些与监测内

容和实际方案不相符的情况对数据进行干扰，监测人员要根

据相关质量标准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如果出现偏差

对存在异常的数据进行判断，保证其监测结果的真实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工作是推进

我国城市工业环境发展的重要步骤。因此，要针对环境污

染的变化及实际发展情况，采取合理的监测手段对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要不断扩展监测指标，合理规划监

测方案，提升监测人员的专业素养，对监测布点方法进行

科学合理的选取，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环境的空气质

量，为后续空气污染防治工作奠定基础，进而让人们体验

有新鲜空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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