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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措施分析

束 平 曾爱娣 张 娟

江苏省盐城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盐城 224002

摘 要：环境空气质量是人类生存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作为实时监测和评估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工

具，其质量管理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分析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措施，探讨有效的方法，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从而为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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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of ambient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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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human survival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s a crucial tool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the air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requires essential quality
managemen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air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explore effective methods, and enhanc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monitoring data. By doing so, reliable data support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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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

因此，建立有效的环境空气监测系统，对于及时了解和评估

空气质量状况以及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至关重要。环境

空气自动监测的意义，在于提高空气监测的水平，使得监测

数据更加准确、全面、实时，为相关工作提供可靠的数据参

考。

一、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的意义

1.提高环境空气监测水平

一是准确性和可靠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使用高精

度的传感器和仪器，能够实时、连续地测量和记录多个环境

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和其他相关参数。相比手动监测方法，自

动监测系统减少了人为误差的可能性，提高了监测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二是实时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能够以

连续、实时的方式获取监测数据。这意味着监测人员和决策

者可以及时获知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对突发事件作出快速

反应。例如，在发生重污染事件时，自动监测系统能够迅速

发出警报，使相关部门能够采取紧急措施来减轻污染的影响。

三是大范围监测。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可以在广泛的区域

内进行监测，包括城市、乡村、工业区等。通过在不同地点

部署监测设备，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空气质量信息，帮助了解

不同区域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分布特征，为制定精确的污染治

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为环境空气污染防治奠定数据基础

一是知识获取和科学研究。通过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

可以获得大量的环境空气数据，这些数据对于了解环境空气

质量的时空分布规律、污染物的来源和迁移途径等具有重要

意义。科研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开展深入研究，推动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二是监测评估和预警

预报。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数据可以用于评估

空气质量状况和趋势，为环境管理部门提供科学依据。基于

监测数据的分析和模型预测，可以及时预警和预报空气污染

事件，为决策者制定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提供重要参考。三

是污染源溯源和责任追究。自动监测系统提供的准确数据可

以帮助确定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和影响范围，有助于溯

源污染源并追究责任。这对于制定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和推

动相关责任方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至关重要。

二、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质量管理文件程序

1.站点建设程序

（1）站点选址

选择合适的站点位置是建设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的

首要任务。选址应考虑以下因素：空气质量受污染影响的程

度、代表性、可达性、安全性等。一般来说，监测站点应尽

可能靠近污染源、易受污染区域或人口密集区，以准确反映

当地空气质量状况。

（2）设备采购和安装

根据监测需求，采购符合质量标准的自动监测设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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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应按照相关规范和技术要求进行，确保设备能够正常

运行并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设备的布置

应考虑避免干扰因素，如建筑物、道路交通等。

（3）仪器校准和质量控制

在站点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仪器的校准和质量控制。

校准是保证监测设备准确测量的关键步骤，通过与标准参照

物的比对，调整设备的测量偏差，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质量控制包括定期维护、仪器漂移检查、仪器故障排除等，

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可靠性。

2.站点验收程序

（1）设备检查和功能测试

在站点验收过程中，对安装的自动监测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和功能测试。检查包括设备的完整性、接线是否正确、传

感器的灵敏度等方面。功能测试主要是验证设备是否正常运

行，并能够准确测量环境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2）数据质量评估

对站点采集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包括数据的准确性、

连续性、完整性等方面。通过与其他可靠监测站点数据的比

对，评估站点采集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3）标定和质量控制

对站点设备进行标定，确保测量结果与标准值的一致性。

同时，对站点进行质量控制，包括日常维护、校准、故障排

除等措施，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可靠性。

3.站点管理程序

（1）运行维护计划

制定运行维护计划，明确站点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和

保养任务。计划包括设备巡检、定期维护、故障排除等内容，

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准确性。

（2）数据管理和存储

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系统，对站点采集的数据进行及时、

准确的记录和存储。包括数据的整理、归档、备份等措施，

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3）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制定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方案，包括仪器校准、质量控

制样品的使用、质量控制数据的分析等。通过监控数据质量

和执行质量保证措施，确保站点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4.人员考核与培训程序

（1）人员招聘与选拔

根据岗位需求，制定招聘标准并进行人员选拔。考虑人

员的专业背景、工作经验、技能等因素，确保招聘到适合岗

位的合格人员。

（2）岗前培训

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包括环境空气监测相关知识的

传授、仪器操作技能的培训、质量控制措施的学习等。确保

新员工能够熟练掌握工作流程和操作要求。

（3）定期培训和考核

定期组织培训活动，更新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

进行定期的考核评估，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水平，并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进一步的培训计划。

三、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质量管理工作所面临的问

题

1.国家规范标准落后于实际技术应用

当前空气自动监测领域存在国家规范标准与实际技术

应用之间的落后问题。随着监测技术和仪器设备的不断更新

和发展，国家规范标准在某些方面可能无法及时跟上技术的

进展。这导致在实际监测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新技术的应

用和操作方法无法得到规范指导的情况，影响了监测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比性。

2.缺乏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缺乏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虽然国家有一些相关的规范和指南，但缺乏统一的、

系统性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导致各个监测站点在质量管理

方面存在差异。缺乏一致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操作规程，可能

导致不同站点之间数据质量的不一致性和可比性的问题。

3.异常数据审核水平待于提高

在空气自动监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异常数据，如仪器

故障、数据干扰等情况。然而，当前异常数据的审核水平还

有待提高。一些监测站点可能缺乏严格的异常数据审核流程

和标准，导致异常数据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这可能会对监

测结果的可靠性和数据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4.人员技能评估与考核系统有待于完善

对于从事空气自动监测工作的人员，当前的技能评估与

考核系统仍有待完善。缺乏明确的技能评估标准和考核机制，

使得人员的技能水平难以客观评估和量化。这可能导致监测

人员的技术能力参差不齐，对监测结果和数据质量产生潜在

影响。

四、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质量管理有效方法

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而言，加强质量管理，需要

从多方面着手，采取多元化措施，提升质量管理效果，让环

境空气监测效果更佳。

1.加强物联网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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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的

效率和可靠性，通过将监测设备、传感器和数据传输系统连

接到互联网，实现实时数据采集、传输和分析，可以实现对

空气质量监测的远程监控和管理。物联网技术还可以提供设

备状态监测、故障诊断等功能，及时发现设备问题并进行处

理，确保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质量的可靠性。

2.建立完善的环境空气自动检测系统质量控制与管理

机制

（1）制定和执行质量控制标准和流程

制定明确的质量控制标准和流程是保证监测数据准确

性和可靠性的基础。标准和流程应涵盖设备的准确性、校准

和维护要求、数据采集和处理的规范等方面。通过严格执行

这些标准和流程，可以确保监测设备和系统的正常运行，减

少因人为错误或设备故障导致的数据偏差。

（2）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这些文件应包括站点建设和验收程序、设备校准和维护

程序、数据审核和报告程序等，通过明确的文件，可以确保

所有相关人员都遵守统一的操作规范，从而提高监测数据的

一致性和可比性。

（3）定期校准、验证和维护

监测设备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是保证监测数据质量的关

键。定期进行校准和验证是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

校准应按照标准程序进行，包括校准样品的使用和校准结果

的记录。此外，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包括清洁、更

换零部件、检查传感器等，以确保设备的精度和可靠性。

（4）加强人员考核力度，提高人员工作技能

为了确保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加

强对监测人员的考核力度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建立科学的

评估体系。制定明确的考核指标和评估标准，根据监测人员

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制定相应的考核内容。考核可以包括技

术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操作规程遵守情况等方面。确保考

核内容与实际工作紧密相关，能够客观评估人员的工作表现。

另一方面定期进行培训和专业知识更新。监测技术和方法不

断发展，监测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以适应新的技

术和要求。组织定期的培训课程，包括新技术、新方法的介

绍和操作规程的培训。通过提供培训机会，使监测人员了解

最新的监测技术和方法，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除此之外，

还需要设立激励机制和奖惩措施。为了激励监测人员不断提

升自身技能和工作质量，可以设立激励机制和奖惩措施。例

如，设立技术能力提升奖励，鼓励人员主动参加培训和学习；

设立工作表现奖励，激励人员在工作中展现出色的表现。同

时，对于不符合要求和工作不达标的情况，也要进行相应的

惩罚或纠正措施，以确保人员工作的规范性和质量。

3.对于异常数据进行仔细审核

在空气自动监测中，异常数据的准确识别和处理是确保

监测质量的重要环节。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步骤，以确

保对异常数据进行仔细审核和处理。首先，建立严格的异常

数据审核流程和标准。制定清晰的异常数据定义和分类标准，

明确何种情况下数据被认为是异常数据。设定数据超出预定

范围或不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的阈值，以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其次，进行数据分析和对比。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

和方法，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将异常数据与历史数

据、相邻站点数据进行对比，以确定是否存在异常情况。通

过趋势分析、异常值检测等方法，识别出潜在的异常数据点。

再者，确定异常数据的原因。一旦发现异常数据，进行

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以确定异常数据的原因。这可能涉及

到设备故障、传感器失效、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通过排除

错误和验证数据的准确性，可以确定异常数据的真实原因。

还有，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根据异常数据的原因，采取适

当的措施进行纠正。这可能包括设备维修或更换、传感器校

准、环境条件调整等。确保设备和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数

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最后，记录和报告异常数据的处理过程。在异常数据审

核过程中，确保详细记录异常数据的识别、原因分析和纠正

措施的执行。这样可以建立起完整的数据审核和处理的记录，

以供后续审查和分析。通过建立严格的异常数据审核流程和

标准，进行数据分析和对比，确定异常数据的原因，并采取

相应的纠正措施，可以确保异常数据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

提高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这对于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质量管理至关重要，有助于避免因异常数据导致的错误判断

和不准确的数据分析结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措

施进行了综合分析，重点探讨了加强物联网技术应用、建立

完善的质量控制与管理机制、加强人员考核力度、对异常数

据进行仔细审核以及深化现代传感器技术等有效方法。这些

措施将有助于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为

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基础。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质量管理经验的积累，相信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

管理将不断完善，为保护环境和人民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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