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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中,人们十分重视环保工作,同时环境质量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气环境监测可全面了解并掌握环境质量的变

化。对环境大气监测全过程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能够加强大气监测的准确性。本文主要分析了环境大气监测全程序质量控制,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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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大气监测概述 

环境大气监测是以掌握大气环境污染程度为目的,针对污染物浓度、种

类、分布和变化规律等采取的监测措施。当前,环境大气监测技术取得了较

大的进步,其可对大气中多种不同的污染物进行全面监测和有效控制。现代

环境大气监测以区域划分为基础。地区规模、大气污染源分布、地形和气

象等均为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其可结合区域条件的差异采取多种不同的

大气监测方法。如在环境大气监测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地区大气污染概况

和国家发布的监测规范来确定监测的周期。 

2 环境大气监测全程序质量控制的意义 

大气环境污染对人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为改变现状,应加强大

气环境污染监测,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现代大气监测技术类型

丰富,网格布点法、扇形布点法和气样采集是较为常见的技术。现代污染

源头十分复杂,使用单一技术无法保证大气污染监测的质量和精确度。因

此需要同时使用多种技术。这导致环境大气监测难度随之增大,影响了监

测的质量,无法有效改善大气环境。为防止发生上述问题,应对大气环境监

测工作进行全过程控制。环境大气监测全程序质量控制能够提高监测结果

的准确性,增强监测结果的完整性和代表性,从而为优化大气环境创造有

利条件。 

3 环境大气监测全程序质量控制措施 

3.1科学选择采样方法 

在环境大气监测中,需加大采样质量控制的力度,依据我国当前的环

境保护政策监测多种污染物。在监测工作中,要做好采样工作,监测大气中

的硫化物和悬浮颗粒物,以更加科学和有效地完善控制工作,其一方面可

推动采样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可标定采样流量。为加强工作执行

的准确性,在采集空气中高度污染物的过程中,需合理利用直接采样方式,

提高测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在大气污染物采样中,可采取富集采样

法,其能够采集污染物,使其在浓缩处理后满足监测仪器对浓度的要求。 

3.2加强样品采集质量控制 

3.2.1完善准备工作 

采样前需仔细检查采样装置,确定其精确度,检查仪器是否能够正常

运转,乳胶管是否出现老化问题,如发现老化现象,要及时更换。且发现老

化后应及时校准,提高准确性和装置控制的灵敏度。采样中,如系统漏气,

则会产生采样误差。校准后需仔细检查系统的气密性。实验室需要的仪器

均应经过监督部门的严格校验和检查。再者,环境状况也是影响大气采样

的关键要素。因此,工作人员在采样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气候变化,气温

和湿度不宜过高,否则管壁内侧会出现水汽凝结的现象。若所测指标可溶

于水,则要合理选择采样时间。全天候连续监测时,需确保周围环境的温度

和湿度满足监测的要求。 

3.2.2合理选择样品采集方法 

结合样品采集要求选择采样方法,确保采集样品满足实验室分析的基

本要求。应用离线采样技术的过程中,可选择定时采样和瞬时采样等多种

采样技术,而若使用在线系统,则可采取连续自动采样模式。 

3.2.3严控采样过程,优化运输储存 

采样是实验的基础性环节,若采样质量不达标,则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对此,务必严格控制采样过程与运输、存放的质

量。采样中,需加深采样人员对样品质量的认知程度,如样品的代表性、可

比性和真实性等。同时,工作人员还需依据规范要求确定采样的方式。在

样品运输和存放的过程中,规避强烈碰撞,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此时,需在

运输前及时封存和记录样品,随后在运输的过程中高度关注运输速度,减

少运输中样品的晃动。 

3.3严控数据处理分析 

3.3.1优选监测方法 

工作人员应结合国家或行业标准选择监测方法,若监测项目并未设立

标准和统一的分析方法,则可选择ISO或EPA等分析方法,但是在应用前,要

确保其具有适用性,且准确度和检出限等均满足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3.3.2加强样品预处理质量控制 

样品预处理过程中,样品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受到污染,分析人

员可使用全程空白监测法解决上述问题。另外,分析中也可采用平行加标

的方式来处理。 

3.3.3重视样品质量控制 

样品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应开展空白试验,去除样品在分析测试中产生

的干扰和污染物质。其次,按照要求开展实验室的质控样。样品分析中可借

助实验室质控样分析评定结果是否准确,保证待测样品和质控样品的质量

基本一致。 后,定期校订分析仪器,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做好仪器的养护

和维修工作,避免仪器运行时出现故障,并做好仪器的使用和维修记录。 

综上所述,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的过程中环节较多,且容易受外界因素

的影响,进而降低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故而在大气质量监测

全程序质量控制中,务必高度重视细节的掌控,加强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终保证大气环境保护工作能够获得全面且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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