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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很多环境质量问题,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大气环境的监测成为了重要的工作,合理进行大气环境监

测,能够及时发现污染问题、污染原因,便于做出针对性的处理,但是如果大气环境监测质量不足将会影

响整体监测效果,针对于此,下文分析,我国的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现状提出几点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旨在

为增强大气环境监测效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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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ffective Methods for Quality Control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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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ur country also bring many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blems, which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work, 

reasonabl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n timely found the problem and reason of pollution, thus easy 

to make corresponding processing. However, if the quality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insufficient, 

the overall monitoring effect will be affected. In view of this, the following analysis will put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aiming to 

provide help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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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中,为确

保工作质量应严格进行采样环节、实验

室分析环节的质量控制,选用 佳的管

控措施,维护整体的大气环境监测工作

质量,确保监测工作结果的准确、全面地

预防监测质量问题,为国家大气环境的

有效保护和治理夯实基础。 

1 大气环境监测现状分析 

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大气环境

监测工作的起步时间很晚,但是由于政府

部门和各个部门已经加大了对大气环境污

染问题的重视力度,开始创建了较为完善

的标准化体系、监测工作机制与管理制度,

因此,大气环境监测工作开始向着规范化、

高水平化的方向发展,主要的监测措施为： 

1.1二氧化硫的监测。从我国的大气

环境污染情况来讲,污染源头主要是含

硫污染物,煤炭燃烧、石油燃料燃烧的过

程中都会出现二氧化硫的成分,一些化

工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也会有二

氧化硫成分。目前在大气环境监测的工

作领域中,主要使用电导技术措施、紫外

荧光技术措施进行二氧化硫污染物的监

测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成绩[1]。 

1.2颗粒状与氮氧化物的监测。首先,

颗粒状的污染物在大气污染中具有复杂

性的特点,危害性极高,并且容易出现变

化,一些污染物甚至含有有毒物质、有毒

成分,目前在监测的工作中,主要采用颗

粒状物质的动态性监测方式,针对总悬浮

颗粒物的情况进行测定,明确大气环境中

吸入颗粒物的浓度特点、粒度特点、分布

特点,监测降尘量和化学组成部分,用来

进行大气环境的有效性、综合性、实时性

的监测分析。其次,对于氮氧化物来讲,

属于大气环境污染监测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部分,一般情况下,燃料在高温燃烧环

境、化肥生产环境中都有可能会形成氮氧

化物,并且汽车尾气中也会含有一定比例

的氮氧化物,近年来,我国在经济水平有

所提升的环境背景下,汽车保有量开始增

加,导致大气环境中的氮氧化物污染程度

越来越严重,当前在实际监测的过程中,

主要按照氮氧化物的特点使用先进的技

术措施进行监测分析,获得准确的结果,

便于进行大气环境的治理。 

2 大气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的意义 

当前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非常

严重,合理执行大气环境的监测工作,能

够及时了解到污染程度、污染类型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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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具体特点,便于针对性的进行环境

治理,如果在监测的过程中出现质量问

题或是缺陷问题,将会导致整体的监测

结果准确度降低,无法为环境治理工作

提供相应的依据和可靠的决策,而严格

控制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就可以,

通过增强监测环节的科学性,保证结果

的准确性与规范性的形式,全面有效的

实现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目的,进一步的

为治理工作与相应的污染预防工作提供

有效帮助,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2]。 

3 大气环境监测质量的有效控

制方法 

为增强大气环境监测工作效果,应

筛选 佳、有效的方法控制质量,保证监

测工作各个环节符合规范性、标准化的

要求,在提升工作质量的同时获得准确

的结果,为污染治理工作的执行提供决

策。主要的控制方法为： 

3.1增强监测采样环节的质量。采样

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整体监测工作的效果,

一旦采集的样品存在质量问题,将会引发

监测结果不准确的后果,因此在管理工作

中应该重点要求采样质量符合标准。首先,

重点关注采样的代表性,统一采样工作的

位置、周期、时间、工作标准,按照不同地

区的不同状况制定完善的样本采集规划方

案,在规划方案的约束下增强所采集样本

的代表性。执行监测工作之前应明确设定

采样流量的校准标准,预防因为采集样本

体积受到流量误差的影响,出现采样质量

问题,同时还需明确设定样本采集的时间

监测项目的效率等,为后续的监测工作提

供保障。其次,对于所采集的样本应做好

研究工作和处理工作,监测样本的质量是

否符合规定,在质量合格之后做好分类工

作与典型样本的研究工作、保存存储工作

等,避免出现样本二次污染的现象。 后,

所有采集样本的工作人员掌握专业性的

技能和知识,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可以在

采样的环节中发挥专业性的技术价值,增

强采样环节工作的质量水平[3]。 

3.2实验室操作环节的质量控制。实

验室操作环节属于整体大气环境监测工

作中重要的部分,只有保证实验室操作的

质量,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首先,统一实

验室环境管理的规范标准,按照具体的状

况制定完善的布局方案,引进先进的实验

操作设备与物品,所有的监测设备、系统、

仪器与技术都应与当地区域的大气环境

监测工作相符,避免因为技术、仪器设备

不合理出现实验问题。在实验室的操作中

所有的样本都应设置在规定的位置,尤其

是有毒有害的样本,必须保证位置的合理

性,以免对其他样本造成污染,同时还要

在有毒有害样本,周围设置警示标志,避

免对环境或者人体造成危害。其次,在实

验室的操作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符

合规范标准,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应结合

设备的使用要求操作处理,定期检验设备

的性能,做好清洁与维护工作,使得所有

仪器都能稳定的运行,确保获取的结果数

据信息准确度。 后,制定完善的实验室

工作规范制度,实验室检验之前按照大气

环境监测的,内容样本的类型等提出本次

实验操作的标准要求,明确每个环节人员

的责任制度,一旦发现在实验室操作的

环节中,出现了质量问题或是不规范的

操作现象,就严格进行负责人的惩罚,增

强其质量控制和管理的积极度[4]。 

3.3健全质量保障机制。质量保障机

制的建立与完善,直接影响整体环境监测

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有关部门在控

制工作质量的过程中,也需健全质量保障

机制。首先,完善实验室的质量认可机制,

邀请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在实验室中检

验分析执行校准工作,利用实践操作与实

验分析的方式,明确实验室中是否有质量

缺陷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问题所在、立

刻应对问题,直到实验室操作质量符合标

准之后才能允许进行操作,与此同时,还

需完善实验操作整个过程的质量监督机

制,安排专业的监督人员在现场进行各个

操作环节、各个仪器设备使用情况的监督

分析,一旦发现有质量问题,就要及时性

的纠错,形成良好的实验室质量保障机

制。其次,应完善整体监测质量的保证体

系,统一结果精确度的制度内容,健全其

中的管理模式,要求在整个监测流程中保

证样本采集的准确度和完整性,采集具有

代表性、具有可比性的样本,实验室操作

的过程中,所有行为都必须符合专业化要

求, 终的结果分析环节也必须符合规范

标准,以此为相关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准

确的监测结果分析服务。 

3.4提升监测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

程度。要想更好地控制大气环境监测工作

的质量,就必须保证所有人员都具备一

定的专业性能力,规范性工作的优势。首

先,对于样本采集工作人员,实验室工作

人员和结果分析工作人员、监督管理人

员,应统一相应的岗位工作标准,要求全

面掌握各项岗位工作的专业知识、专业技

术、专业制度与标准化要求,可以在自身

的工作中有效性、规范性的执行岗位任

务。其次,应阶段性的进行教育培训,尤其

是在引进新型监测仪器设备和工艺技术的

情况下,必须要强化每位人员的教育培训

力度,通过培训的措施提升日常工作的专

业性程度,避免发生监测工作不专业的问

题、不规范的现象。 后,完善岗位工作日

常的专业性指标要求,安排专门的质量管

理组织机构在各个工作环节中考核评价

人员是否可以符合指标要求的标准,将人

员操作的专业化程度列入在绩效考核的

体系中,工作效果与薪资水平相互挂钩,

以此增强人员日常专业性操作的积极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在大气环境

监测工作领域中,虽然已经开始使用先

进的仪器设备与技术,但是经常会出现

质量方面的问题,难以保证环境监测工

作效果,因此,在未来的工作领域中应重

点关注大气环境监测质量的有效控制,

健全其中的质量控制机制和质量管理方

案内容,运用综合性、有序性的手段来增

强监测工作,整体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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