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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是保证数据准确性,精密性的基础,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灵魂；特别是在影

响因子很多的废气无组织排放采集样品的过程中,影响结果质量的因素更多,为保证监测结果在误差范

围之内,本文主要阐述如何加强固定源废气现场采样中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 样品采集；质量控制；无组织排放；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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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组织排放就是大气污染物不通过

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低矮排气筒的排

放属有组织排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

可造成与无组织排放相同的结果,在执

行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时由低矮排气筒

排放造成的浓度增高不预扣除,监测人

员根据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规范对无组

织排放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进行采样和

分析,以检查排放的污染物是否达标,为

环境管理和环境监察及总量控制提供科

学的参考依据。 

1 现场采样中质量控制 

1.1监测人员的质量控制 

监测人员要在思想认识充分认识采

样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任何人都能采样。

采样人员上岗前必须参加培训拿到上岗

证,由具有熟练掌握整个采样过程专业

知识的两人或多人到场对现场的生产过

程,环境气象因子进行实地勘察,在具备

采样条件的情况下采集到具有完整性和

代表性的样品,才可以为后续的实验室

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1.2仪器设备和收集装置的质量

控制 

1.2.1采样仪器。属于强检仪器的必

须经有资质单位进行强检。非强制检定

的仪器应按照有关的要求进行自检或送

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校准。检定校准的设

备由使用单位对检定结果进行确认后,

贴上合格标志,才能带入现场使用。未进

行检定校准的仪器设备禁止使用。 

1.2.2滤膜和吸收液,首先根据项目

选择合适的滤膜和吸收液,滤膜使用之

前,要用Ｘ光看片机进行检查,发现有破

损、皱褶、团块物或其他缺陷时,不能使

用。用软毛刷刷掉附在滤膜上的松散纤

维或小颗粒杂质。将每个滤膜统一编号,

号码不能印在滤膜有效面积上,把已编

号的滤膜放在恒温恒湿箱内,平衡24h称

重后平放在滤膜袋里,带到现场,吸收液

最好保用国家标准溶液最好,没有的话

则要根据标准溶液配制原则进行配制,

最好能做好四平行八比对,这样吸收液

的质量才可以达到要求。 

1.3采样参数质量保证 

1.3.1连续采样质量保证,首先采样

总管及采样支管应定期清洗,干燥后方

可使用。采样总管至少每6个月清洗１

次；采样支管至少每月清洗1次；其次吸

收瓶阻力测定应每月1次,当测定值与上

次测定结果之差大于0.3kP时,应做吸收

效率测试,吸收效率应大于95%。不符合

要求者,不能继续使用；再次采样系统不

得有漏气现象,每次采样前应进行采样

系统的气密性检查。确认不漏气后,方可

采样；对于临界限流孔的流量应定期校

准,每月1次,其误差应小于5%,否则,应

进行清洗或更换新的临界限流孔,清洗

或更换新的临界限流孔后,应重新校准

其流量,对使用临界限流孔控制采样流

量时,采样泵的有载负压应大于70kPa,

且24h连续采样时,流量波动应不大于

5%；最后要定期更换尘过滤膜,一般每周

1次,及时更换干燥器中硅胶,一般干燥

器硅胶有1/2变色者,需更换。 

1.3.2间断采样质量保证：首先每次

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行认

真检查,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进行采

样；应使用经计量检定单位检定合格的

采样器。使用前必须经过流量校准,流量

误差应不大于5%；采样时流量应稳定；

使用气袋或真空瓶采样时,使用前气袋

和真空瓶应用气样重复洗涤3次；采样后,

旋塞应拧紧,以防漏气； 

在颗粒物采样时,采样前应确认采

样滤膜无针孔和破损,滤膜的毛面应向

上；滤膜采集后,如不能立即称重,应在

4℃条件下冷藏保存；对分析有机成分

的滤膜采集后应立即放入零下20℃冷

冻箱内保存至样品处理前,为防止有机

物的分解,不宜进行称重；使用吸附采

样管采样时,采样前应做气样中污染物

穿透试验,以保证吸收效率或避免样品

损失。 

1.4监测点位的选择和现场监测的

质量控制 

1.4.1现场气象条件的判定。将现场

快速风速风向仪置于被测单位的开阔地

带高度不高于15米进行风速风向的测定,

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要求打开风速风向仪

的制动开关开始读数,一分钟读取一个

数据,连续测定十分钟,共得到十个风速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值和十个风向值,由十个风速数据计算

风速平均值,由十个风向数据计算风向

数据的标准差,根据风速平均值和风向

标准偏差判断是否适合进行现场布点监

测,风向和风速的测定除在采样之前进

行测定外,在整个监测过种中,除一次采

样外,如果是验收监测或者有特殊要求

需要进行连续采样时则在监测的中间过

程中也需要进行风速风向的测定,并要

根据风速风向的现场监测结果对监测点

位进行重新的调整和布设,如果达不到

监测要求则要停止监测。 

1.4.2现场工况的确定。在现场首先

要确定生产的工况,为保证采样的代表

性在监测期间须有专人负责监督生产工

况。监测期间对产品产量、燃料消耗量、

风机的信息等进行统计分析,确保生产

设备及治理设施正常运转,且工况条件

符合监测要求。不同的污染源排放标准

对工况要求不一样,具体的参考各类标

准方法。 

1.4.3点位选择。一般情况下无组

织排放源同其下风向的单位周界之间

有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排放源

可以作为一个点源,此时监控点可以设

置在排放源所处位置平均轴线风向的

两侧,当单位围墙通透性好时,可紧靠

围墙外侧设监控点,当围墙的通航性不

好时,也可紧靠围墙外侧设监控点,但

把采气口抬高至高出围墙20至30厘米,

围墙的通透性不好又不便于把采气口

抬高时,为避开围墙造成的涡流区,宜

将监控点设置在距离围墙1.5米的位置,

一般在上风向设置一个参照点,下风向

设置三个监控点。除这种一般情况的外,

如果排放源紧靠某一侧围墙,风向朝向

与其相邻或者相对之围墙,且排污单位

的范围很大,此时在排放源下风向设置

监控点已经失去意义,主要的问题是考

察无组织排放源对其相近的围墙外是

否造成污染和超过标准值,在这种情况

下应选择风向朝向排向源相近一侧围

墙,在近处围墙外设监控点。当然现场

监测人员要根据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准确判断现场的情

况,对于风向和风速以及现场建筑的实

际情况判断如何设置参考点和监控点,

必要时还要根据局地流场和污染物的

迁移转化规律进行点位的布设,对于无

组织排放监测来说,点位的布设直接决

定了监测结果的精密性、准确性,所以

一定要正确对待,慎重布设。 

1.5原始记录的填写 

现场采样原始记录应包含足够的信

息,能够“再现”已经完成的工作过程。

监测原始记录应完整地记录标准、规范

中规定的信息,包括监测条件、风向风

速、点位示意图、现场工况、监测仪器

参数、监测方法及依据、计算公式、数

据处理、监测结果、质控记录及影响不

确定度的各种因素,确保监测过程的可

复现性。记录中还应包括监测人员、复

核人、审核人的签名。 

1.6样品运输和贮存中的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过程中对于现场数显的监

测数据要根据仪器设备的性能做好数据

的保存,对于需要进一步到实验室完成

后续监测的样品,在采样完毕后,注意样

品的贮存和运输过程的质量控制。首先

考虑样品上的每个标签字迹清晰,编号

唯一,编号反映采集时间状态、频次和地

点。其次做好采样记录,记录上的样品编

号和样品上的编号要完全一致,记录的

信息一定要全,如样品数量、状态等；采

样环节的差错会导致前功后弃。采样过

程及时,空间代表性的准确,又是时间代

表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说它是监测

数据代表性的集中反映。因此需要特别

加强现场采样环节的质量控制。 

2 结语 

固定源废气无组织排放现场采样监

测过程中对数据产生影响的因子很多,

质量控制难度较大,通过加强对人员、仪

器设备、采样的规范性的管理,建立建全

质量控制程序,将会大大提高样品的代

表性、完整性,为环境监管提供更加可靠

的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李玉博,彭跃,史宝成.废气和环

境空气中糠醛监测分析方法的研究[J].

环境保护科学,2002,28(4):48-49. 

[2]赵哲.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对

比研究[J].广东化工,2017,44(17):148. 

[3]齐文启.环境监测实用技术[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