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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环境污染关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存,因此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大气环境质量

进行监测,分析其中的污染物变化对人类的影响,预测出未来大气环境的污染变化,集思广益地寻找合适

的解决办法。相信在未来肯定会有更完善的解决办法,保证人们的发展与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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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need to monitor the quality of the air environment,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pollutants on mankind, predict the future pollution changes of the air 

environment, and find appropriate solutions. 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more perfect solutions in the 

future to ensure people'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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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监测指的是运用技术手

段对特定环境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从

而实现了解特定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

的目的。在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时,采

样点的布设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

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所以对

于大气环境监测人员来说,必须要合理

的完成采样点的布设,并根据实际情况

予以不断的优化, 大限度的确保大气

环境监测结果可以真实的反映周边大

气环境质量。 

1 分析大气环境监测采样点的

布设原则 

1.1采样点的布设要具有全面性 

为了避免出现数据遗漏问题,大气

环境监测人员在布设采样点时,注意要

以全面性为原则来完成采样点的布设。

其中,在布设前,监测人员要对监测区

域内的污染源有着清楚的了解,从中分

析出污染排放较为严重的区域,从而制

定出采样点的具体布设方式,保证所布

设的采样点可以获取 为全面的监测

数据。 

1.2采样点的布设要具有代表性 

通过调查研究后发现,以往大气环

境监测采样点的布设有时没有过多的考

虑区域影响因素,导致采样点的布设缺

乏代表性,致使监测数据无法将被测区

域的真实大气环境质量反映出来,进而

影响后续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因此,

大气环境监测人员应仔细调研被测区域

的基本情况,选取代表性的区域来进行

监测采样点的布设,努力使采样点更具

代表性。 

1.3采样点的布设要具有可比性 

在布設采样点时,大气环境监测人

员需要以可比性为原则来进行采样点的

布设,统一各个采样点的布设条件,避免

监测结果存在过大的差异,为后续数据

分析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条件。 

1.4合理性原则 

在开展大气环境监测工作时,监测

人员对于采样点的布设需要综合考虑多

个因素,确保各个监测点的布设更加合

理、科学,合理设置采样点的布设高度,

保证采样点的监测结果可以如实的反应

被测大气环境质量。 

2 大气环境监测布点方法 

2.1功能区布点法 

这种方法是 普遍的检测方法,适

用于大气环境的初期常规检测。将一个

城市或地区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在对

每个功能区进行具体分析后在每个功能

区都布置不同的采样点。采样点监测的

范围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环境因

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此方法的监

测需要与人类的活动相结合,监测的目

的是探寻人类的活动对大气造成的影响,

找寻大气污染的具体因素。 

2.2网格布点法 

将一个城市或区域放到一个坐标中,

将这一区域划分成平均的网格状,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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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平均分布若干个采样点。这种方法

适用于污染源较多,且污染源的分布较

为平均的地区。根据一个城市的污染程

度划分不同的网格区域,另外还要考虑

到社会因素。网格布点法的优点是随机

性较强,采样点的分布不受人为的干扰,

检测结果能够直观反映一个区域的分布

情况。 

2.3扇形布点法 

此方法适用于污染点较为孤立,且

该地区的风向相对固定的情况。以固定

的污染点为中心,风向为轴线,在主导

风的下风向出划出监测范围,形成一个

扇形监测区域。通常情况下,扇形的角

度为45°-90°,不能超过90°。在扇形

的内部划分若干条条弧线,在弧线上设

置采样点,一般一条弧线上设置3-4个

采样点。 

2.4同心圆布点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个地区有较多污

染源,且污染源较为集中的情况。以每个

集中的污染源为圆心,以不同的距离为

半径划出不同的同心圆,这样就会有许

多圆,圆与圆的交点处设置采样点。如果

采样点处于下风向,则需要相对多的设

置采样点。 

从上述方法中可以得知,扇形布点

法与同心圆布点法都需要密切注意地

区的风向,根据风向找到污染 严重的

地区,也可以保证不会漏掉污染严重的

地区。 

3 优化大气环境监测布点的优

化措施 

3.1建立环境质量监测制度 

需要先予明确大气环境监测的方案,

确定好具体的监测范围以及项目等。同

时,区域的发展不能只关注经济,还要协

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性。尽管各地

区的污染治理侧重点不同,但是污染监

测存在很多的共同点,可以构建大气环

境监测联合体系,以便使环境质量监测

制度更加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果。 

3.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利用新能源 

环境改善和解决污染问题,要从根

本着手。其中 有效的措施便是改善传

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排除高消耗、高污染

的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用先

进的生产技术。同时,提升化石燃料、煤

炭等资源的利用率,以免产生过多的资

源消耗,避免对环境产生更多的污染。此

外,还要对全新的清洁安全能源进行开

发和研究,例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

潮汐能等,这些资源对大气并不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并且产生的能量更加可靠。

所以,对于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要给予

重视,同时将传统的能源应用模式进行

改善,提升对大气环境的保护。 

3.3远离障碍物 

为了显著提升大气环境监测工作质

量,采样点的布设要对障碍物的影响予

以综合考虑,尽量远离障碍物,从而提升

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在布设采样点前,

监测人员要细致的勘察与调研被测区域,

分析并总结被测环境中的障碍物类型与

分布特点,厘清污染源与障碍物之间的

关系,为大气环境监测结果真实程度的

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3.4严格控制采样点高度 

大气环境监测质量的好坏与采样点

的布设高度有直接关系,所以严格控制

采样点的布设高度是优化布点方法的关

键措施。因此,在布设采样点时,监测人

员应对被测区域的各类影响因素予以综

合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计算出采样点布

设的合理高度,合理控制采样点与污染

源之间的高度差,使采样点的布设高度

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3.5强化大气污染整治力度 

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国家出台的一系

列环保政策,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规。同时,

针对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或者行为,要

给予严厉的处罚。对于环境保护突出的

企业或者个人,要给予奖励。此外,大幅

度提升收费标准也是防止破坏环境行为

发生的有效方式。国家还需要对环境保

护投入更多的物力财力,大力推广新能

源的应用以及开发；针对城市建设的具

体规划,要做到合理布置商业区、居民区

以及工业区。 

3.6避开污染源 

在布设大气环境监测采样点时,监

测人员所布设的采样点需要尽量远离污

染源,有利于监测结果更加趋于真实性。

在以往采样点布设工作中,监测人员不

注重对污染源进行分析,导致监测结果

与实际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后续数据分

析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因此,为了

使监测结果更具代表性,监测人员除了

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外,还应努力

学习国外先进采样点布设经验,确保采

样点的布设可以 大限度的降低大气环

境监测中的数据误差。 

3.7构建空气质量预警监测系统 

可通过云计算平台,建立空气质量监

测预警系统,这样可以解决预报不准、延

时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可以对所在区域

的大气环境状况进行及时准确地监测。 

4 结语 

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大气环境质量有

着紧密联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加

快,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制约我国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对于环境

监测部门而言,要认真开展大气环境监

测工作,不断优化采样点的布设,确保大

气环境监测结果可以如实的反映我国大

气环境质量状况,为后续大气环境治理

工作的开展助力。 

[参考文献] 

[1]徐志韬.基于大气特征污染物监

测布点优化分析[J].环境与发展,2018,30 

(06):167-168. 

[2]胡成方.大气环境监测布点方法

及优化分析[J].环境与发展,2017,29(6): 

248+250. 

[3]邓小洲.季节因素对大气环境监

测优化布点的影响分析[J].科技创新与

应用,2016,(16):170. 

[4]李靖媛.环境监测大气的布点方法

及意义分析[J].生物技术世界,2015,(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