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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管理的质量控制,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结构组成的基础上,从技术保障措

施、管理措施两个方面分析了提升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管理水平的质量控制措施,希望提升我国环境空气监测的质量和精度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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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尤其是空气环境质量,因此,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也成了环境保护的重要

内容,利用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对空气污染情况进行全天候、自动化监

测,但就目前运行现状而言,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为更好的保障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系统运行质量,必须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基于此,开展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管理的质量控制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1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结构组成 

一套完善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由监测子站、采集系统、计算机系

统等结果共同组成,在进行空气质量监测中,计算机系统处于核心地位,主

要负责对监测数据实时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汇总。在具体运行中,需要

各组成部分相互协作,才能保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2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管理质量控制的技术保障措施 

2.1技术保障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在运行中,涉及到的技术保障措施包括对温

度、湿度、时间、数据的有效控制。 

第一,温度和湿度的技术保障。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对子站中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较高。主要原因是一点温度和湿度发生变化,

则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也会随之变化,因此,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子站内的

温度要尽量控制在25℃~28℃之间,湿度控制在50%~70%之间。 

第二,数据控制技术保障。要保证空气样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系统在运行中可接收到的数据包括：空气监测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负值、超量负值、零值等,这些数据在进入系统后,要做好标识,提

升软件识别的精度。 

2.2零跨检查 

零跨检查是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中质量控制的主要数据,因为零跨

检查质量和监测仪器运行准确性有直接关系,零跨检查也是判断空气监测

仪器运行质量是否达标主要举措。为 大限度上保证空气自动检测的质量,

需要严格落实零跨任务,通过分析零跨检查表,就可以得到7天之内空气中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含量是否在标准范围中,如果监测仪器零点偏移量

比较大,则要及时校正。 

2.3精度检查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运行中,各项仪器设备的精密程度,也会给空

气监测质量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在具体监测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空气质

量检测标准,对监测仪器的精度进行全面检查。每种检测仪器设备在投入

使用之前,必须进行2~3零跨精度检查,达到标准之后才能应用,否则要及

时调整或者更换。 

3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管理质量控制的管理措施 

3.1加强对监测人员的管理力度 

在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总站或者子站工作的人员,需要经过系统化培训,

并获得相关证件之后才能上岗操作。每位工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监测

设备仪器的结构、功能、工作原理,并学习一些紧急故障排除经验及技能。

上岗之后要认真负责之间的本职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标准,对空气

监测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详细记录维修过

程,不断总结经验,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3.2强化系统管理 

为保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的质量,还要切实物资管理和数据管理,

其中物资管理内容包括：检测空气各种仪器设备、自动化运行的监测数据

分析软件、实验室耗材及备用品管理等,切实做好物资管理是提升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运行质量的前提条件,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对每项物资都

进行系统化管理,以提升空气监测的质量。数据管理工作内容包括：对空

气监测数据的审核、分析、汇总、存储、应用等,并将监测数据定期审核

后发布。 

3.3提升质控考核的规范性 

环境空气监测站要严格按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制定

年度质控考核计划,并定期开展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在PM2.5、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臭氧等,每年考核次数不能低于3~5次,每次考核时要以连续监

测3次数据的均值作为考核结果,除此之外,在只看考核中还要保证监测点

位选择的规范性,测试结果的精确性,保证质控考核结果具有代表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行管理的

质量控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工作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复

杂性,任何一个环节控制不当,都会影响总体效果。因此,为提升环境空气

自动监测运行管理水平,就必须从技术保障措施和管理保障措施两个方面

同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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