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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对大气环境、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性比较大,而且该种污染物质很难降

解,可以在大气环境中持久存在,也可以进行长距离传输,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对大气环

境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进行全面分析,并采取科学方法对其含有量及浓度进行分析,并采取有效

的治理措施,从而降低大气环境中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的浓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优化人类生存环境,

促进生态环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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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 pollutants are relatively harmful to the air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and it is difficult to degrade, and can persist in the atmosphere for a long time, or it can conduct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 pollutants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analyze its content and concentration, and take effective treatment measures t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 pollutants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optimize th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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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发展,工业化程

度越来越成熟,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导致大气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

污染物浓度越来越大,持久性有毒化学

污染物难以降解,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

危害日益凸显。因此,为了保障人类身体

健康,优化大气环境,需要对大气环境中

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进行全面分析,

并采取有效的检测方式,对其污染排放

进行有效控制,将其污染物浓度,强化环

保效果。 

1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概述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主要是指人

类合成的,能够持续性存在的污染物,该

类物质毒性较高,而且很难降解,往往通

过人类生存和生活活动,进入到大气环

境中,不断积累,并人类身体健康、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一般情况下,持久

性有毒化学污染物以气态形式在大气

环境存在,并往往会吸附在空气中的颗

粒物上,在大气传输作用下,不断扩散,

扩大污染范围。[1]该种污染物质具有持

久性、积累性、长距离传输、生物毒性

等特点。近阶段,全球大气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相关国际组织在农药、工业化学品

中物质检测中,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持

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质。由此可见,强化

对持久性有毒化学物质的研究和治理势

在必行。 

2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检测

方式 

2.1采样技术分析 

在对大气环境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

污染物质进行检测分析时,通常有以下

两种采样技术：主动采样技术和被动采

样技术。前者主要是使用玻璃纤维滤膜

对大气中颗粒物内的该类污染物实施收

集,并使用吸收剂聚氨酯泡沫对气态污

染物进行吸附收集。[2-3]该种方式可以获

得较高的检测精度,操作流程较为教化,

效率高,适应性强,采集的样品便于运

输和保存,但是不适合长时间、大规模

采样工作；后者主要是利用吸附剂对

大气中的气态有机物污染物进行吸附,

并通过分析渗透原理和扩散原理实现

污染物的传输。但是该种方式检测效

果不高。 

2.2检测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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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主动采样技术或者是被动采样

技术,获得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质样

品,并确定合适的检测方法,对其开展科

学检测。当前阶段主要使用的是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

法等方式进行检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法通过对样品浓缩解析,然后开展色谱

分离操作,对样品中的混合物进行逐一

分离,然后把分离之后获得的各类组分

分别放置到质谱检测仪器设备中,对其

浓度、含量开展全面科学检测。[4-5]该种

检测方式适应性和选择性较好,灵敏度

高,而且在检测过程中使用的样品较少,

操作简化灵活,且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

检测结果。然后将检测获得的数据与标

准物质质谱图进行对比,并对其开展定

性与定量分析。但是对大气环境中的二

恶英物质进行检测时,需要使用分辨率

较高的气象色谱-质谱联用法,从而对大

气中各种类型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

质进行全面监测和分析,促进大气环境

监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大气环境持

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质治理工作的开展

提供针对性数据依据。 

3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治理

策略 

3.1灵活性的治理方式 

当前阶段,主要使用气粒吸附方式

对大气环境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

进行治理。[6]在大气环境中,持久性有毒

化学污染物以气态形式存在,当其与大

气中的颗粒发生碰撞时,产生吸附作用,

逐渐吸附造颗粒物的表面或者是有机质

内,从而降低大气环境中污染浓度。 

3.2完善环境管理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的逐渐发展,大气环

境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污染现象

日益严重,非常不利于人类身体健康,也

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要结

合实际需求,强化对持久性有毒化学污

染物治理工作的重视,进一步健全环境

管理制度,强化对化工生产的监督和控

制,减少污染物排放量。[7]完善监督机制,

积极鼓励广发民众参与到监督工作中来,

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对于违反

环境管理制度规范的企业或个人进行严

厉的处罚,对于严格遵循环境管理规范

进行生产、排放的企业进行相应的奖励,

确保该环节的公平公正公开,推动环境

管理保护制度的有效执行和落实,促进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污染问题的有效

解决。此外,要注重培养相关方面的高端

技术人才,并积极引进现代化的先进设

备,为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的治理工

作提供强大的人才与设备支持,提升环

保效果和质量。环境保护部门要制定科

学合理的排放检测标准,企业需要对工

业废气进行科学处理,达到检测标准之

下才能准许向大气中排放,从根源上控

制大气环境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

浓度。 

3.3加大宣传效果 

在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社会企业、

个人环保意识较为淡薄,对环境污染问

题认识不深,尤其是对持久性有毒化学

污染物的危害性缺乏全面的认识,在实

际生活、生产中缺乏必要的环保措施,

导致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污染问题日

益严重。[8]基于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加大环保宣传和教育,强化人们对持久

性有毒化学污染物危害性的认知,可以

把相关常识印成宣传册进行分发,也可

以综合利用先进的媒体信息技术和新媒

体渠道,在城市人群聚集的区域重复播

放环保广告、视频等,强化认知,也可以

通过微信公众号、政府网站等,向人们推

送相关文章,加大环保知识宣传力度,拓

展宣传范围。此外,工作人员也可以在网

络上 推送相关的治理办法,对持久性有

毒化学污染物特点、来源、传播途径、

危害性、治理方法、预防措施等知识进

行全面传播,让人们自觉参与到大气环

境污染治理活动中来,主动配合环保部

门的工作,强化环保力量。环保人员要结

合新技术、新工艺,积极创新治理方法,

提升科技含量,促进持久性有毒化学污

染物治理的有效解决。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对大气环境

污染治理工作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对持

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质的治理,需要充

分意识到该类污染物质的危害性,并采

取有效的检测方式对其浓度、含量进行

全面监测分析,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措

施,降低大气环境中持久性有毒化学污

染物质的浓度,优化生态环境,为人类生

存发展创建更加优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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