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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环境监测与治理对策

吕鹏

攀枝花市西区生态环境监测站，中国·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 要：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虽然这一系列的发展变革给大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提升了大众的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如废弃物增多、有害气体排放等，不仅影响了空

气质量，还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需要加强对大气污染环境的监测与治理。论文阐述了大气

污染环境监测的内容，探讨了大气污染环境治理的方法，提出了大气污染环境治理的有效对策，包括控制污染气体

排放量、加强对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估、加强对环境治理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建立预报预警机制等，旨在为相

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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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lthough this serie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have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the public and improved their living standards, it has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ed waste and harmful gas emissions, which not only 
affect air quality but also pose great harm to people’s lives and heal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and governance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environment.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tent of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cluding controlling the emission of polluting gases, strengthe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ork, and establishing a forecasting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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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等造成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为了能够改善这一现状，各地政府部门应加大大气污染环境

监测的力度，以便准确了解大气污染的程度及发展趋势，便

于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以降低空气污染造成的危

害，达到改善大气质量的目标。基于此，针对大气污染环境

进行实时监测，积极探讨有效的治理对策，对于推动绿色可

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大气污染环境监测的内容

2.1 颗粒物监测
颗粒物监测是大气污染环境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对颗粒物进行监测，有助于提升空气质量，降低大气污染，

具体来说，颗粒物监测包括：一是浓度监测。采集不同地区

的空气样本，然后对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进行分类并实时监

测，以便了解空气污染的程度和变化趋势。在进行浓度监测

时，通常使用专业的颗粒物监测仪器来准确测量不同粒径颗

粒物的浓度。二是成分监测。除了浓度监测之外，还需要实

时监测颗粒物的成分，并对其化学成分进行深入分析，这样

才能了解污染物的来源和性质，便于相关人员制定针对性的

治理措施。三是评估空气质量指数。基于颗粒物的浓度和其

他污染物数据，可以综合评估空气质量指数（AQI），通过

该指数能够直观反映空气质量状况，为公众提供健康出行建

议。四是数据分析与报告。对监测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形成

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报告，将其用于记录历史数据，为政府

决策和公众知情权提供保障 [1]。

2.2 二氧化硫监测
二氧化硫作为大气污染中常见的有害气体，是监测工

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氧化硫的排放主要来源于

工业生产、汽车尾气以及生活燃煤等，这种气体不仅对人体

健康构成威胁，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对二氧化

硫进行持续、准确的监测有利于保障人体健康。在监测过程

中，工作人员通过专业的监测设备和技术手段，能够实时追

踪二氧化硫在大气中的浓度变化，进而评估其对环境的潜在

影响，也能为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帮助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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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深入了解二氧化硫的迁移转化规律，便于相关部门制定

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

2.3 氮氧化物监测
氮氧化物作为一种大气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

工业排放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不仅工业得到了快

速发展，私家车也越来越多，使得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也呈现

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就需要在大气环境监测过程中，加强

对氮氧化物浓度和分布情况的监测，以便更加监测数据有效

评估空气质量，制定科学、有效的环保政策 [2]。在监测过程

中，要积极选用先进的监测技术，这样才能及时发现氮氧化

物的超标排放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3 大气污染环境监测方法

3.1 光学分析法
光学分析法是大气污染环境治理中常用的一种监测和

分析方法，其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光的辐射、散射等性质来

分析和检测大气中的污染物。具体来说，光学分析法主要包

括以下几种技术：首先，化学发光法。该方法是通过化学反

应产生的光辐射来检测某些物质。在大气污染监测中，可以

利用某些污染物与特定化学试剂反应后产生的化学发光来

检测和定量这些污染物。其次，分光光度法。该方法通过测

量物质对特定波长光的吸收程度来定量分析物质浓度。在大

气污染监测中，常用分光光度法来测定，如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最后，发射光谱分析法。通过分析物

质被激发后所发射的光谱来鉴定物质的成分和含量，这种方

法可以用于检测大气中的多种元素和化合物。

3.2 电化学分析法
电化学分析法作为一种精准的分析手段，被广泛应用

于大气污染环境治理中。该方法主要利用了物质的电化学性

质，通过监测电化学过程中电流、电压等参数的微妙变化，

精确地推断出被测物质的性质及其浓度。在大气污染监测领

域，电化学分析法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对于某些

特定污染物的检测，如硫化物、氮氧化物等，具有极高的灵

敏度和准确性。电化学分析法的运用不仅提高了污染物检测

的效率和精度，而且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使

得相关部门和人员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大气污染状况，从而

制定出更为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 [3]。

3.3 化学计量法
化学计量法是一种通过化学反应的计量关系来测定物

质含量的方法，在大气污染环境治理中，这种方法可以被用

来测定大气中某些污染物的浓度。通常情况下，在化学反应

中，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存在一定的摩尔比例关系，利用这

种关系可以准确计算出参与反应的物质的量，从而推算出污

染物的浓度。该方法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可

靠性，但需要较为复杂的实验操作和数据处理过程。

4 大气污染环境治理的有效对策

4.1 控制污染气体排放量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气体排放量呈现出快速增长

的趋势，这一趋势使得大气污染更加严重。为了有效应对这

一问题，相关部门应该从源头着手，严格控制污染气体的排

放量。据此，国家相关部门需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并

颁布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和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

确限制各类污染气体的排放。在实施有关规定的过程中，地

方政府要发挥出自身的最大职能作用，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

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更为细化的实施方案。

例如，可以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等方式，

推动企业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 [4]。同时，政府应积极引导企

业采用先进的污染气体净化技术，为了提升该项技术的利用

率，政府应该从政策上进行合理的调整，通过给予企业经济

补贴等方式，使企业主动投入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除

此之外，还需要通过扩大绿色植被覆盖的措施来降低污染气

体排放。具体来说，各地政府应加大绿化投入，增加城市绿

地面积，种植更多能够吸收污染气体的植物，起到既可以美

化城市环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净化空气，提升大气环境质

量的作用。在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还要鼓励企

业注重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引导企业不断创新，开发出更加高效、环保的生产技术和设

备，以此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从根本上控制污染气体的排

放量，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4.2 加强对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估
有关部门在处理大气污染问题时，首先要做的是应对

大气环境质量进行持续监测与深入评估，以便通过这一环节

及时了解和掌握大气的实时状况，为预防和治理大气污染提

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是一个持续且系统

的过程，往往涉及在大气中布置各种传感器和设备，以实时

收集关于空气质量、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等关键数据，然后对

这些数据进行交叉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掌握当前大气的污染

状况，包括污染物的来源、扩散路径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通过完成这一全面的数据分析，不仅有助于相关部门

和人员评估当前的污染水平，更能为后续的污染控制计划提

供科学依据。同时，还应加强对大气环境质量的评估，这需

要相关人员基于监测数据，对特定地区的大气质量进行定期

评估，从而准确鉴别污染的严重性 [5]。通过采取这种评估方

式不仅可以帮助管理部门更直观地了解污染状况，更能为他

们制定针对性的治理策略提供有力支持。而且通过这种有效

的监测与评估，企业和相关部门可以迅速识别出污染较为严

重的区域，从而有针对性地应用环境治理技术，提高环境治

理的效率和质量，避免因盲目治理而造成的资源浪费。除此

之外，由于大气环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大气污染

的浓度、分布范围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需要有关部门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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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长期的监测和评估，不断地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这

样才能保证相关部门能及时发现环境监测技术存在的不足

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而推动其向更加精准、高效的方向发

展。总之，加强对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估，不仅能帮助

相关部门更全面了解大气污染状况，还能为后续的治理工作

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有关部门应该持续

投入资源，不断完善和优化这一机制，以期在保护环境、改

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

4.3 加强对环境治理工作的监督与管理
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加强对相关工作的监督与管理

不仅关乎环境保护的成败，更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应该从以

下三个关键方面着手：其一，优化大气污染监测技术以提升

环境治理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不断完善和创新大气污染的检测方法。例如，

通过引入高精度的在线监测设备，实时获取大气中的各种污

染物数据，从而更准确地评估空气质量。此外，还可以利用

遥感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对大气污染进行全方位

的监测和预警，为后续的治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6]。其二，

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确保环境治理工作有序进行。相关部门

应明确各方责任，通过立法手段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同时，在制定政策时应注重引导和激励，如通过税收优

惠、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采用环保技术和产品，引

导他们共同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此外，政策的制定还应注重

长远性和可持续性，确保环境治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其三，鼓励社会大众加入大气污染治理中。环境保护不仅仅

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政府部门应

该通过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等方式，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建立举

报奖励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监督中，为建设美好

家园贡献力量。

4.4 建立预报预警机制
在大气环境治理体系中，建立预报预警机制在应对大

气污染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为环境治理部门提

供时间窗口，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减轻污染的影响。在建立

预报预警机制的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预报预

警平台建设。该平台需要具备对不同监测设备获取的数据进

行实时收集、整合和分析的功能，以便准确判断大气污染的

趋势。同时，平台还应具备强大的信息发布和共享功能，确

保相关信息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给公众和相关部门。一旦

检测到潜在的污染风险，预报预警平台就能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带来的损害 [7]。二是引进先进的气

象、环境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以提高预报预警的准确

性和时效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环境治理部门开始选用

更多的技术手段来监测和预测大气污染。例如，利用卫星遥

感技术实时监测大范围的空气质量；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模

型准确地预测污染物的扩散路径和影响范围，在这些技术的

支持作用下，可以大幅提升环境治理部门应对大气污染事件

的能力。三是加强环保、气象、交通等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和

协同工作。大气污染事件的应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各

方紧密合作，共同应对。通过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各

部门可以及时了解污染事件的最新动态，从而作出更为精准

和迅速的决策，这种跨部门的协同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应对

效率，还能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环境治理的整体优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能够降低大气

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在环境监测和治理过程

中，积极引入绿色发展理念，在该理念的引导下采取有效的

应对措施，以便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性和实效性，达到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的目的，进而为社会大众

营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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