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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我们在进行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有环

境问题涌现,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峻,在城市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我们必须做出平衡,放弃

任何一方都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利益。大气污染作为当前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城市居民的

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空气质量差、雾霾、沙尘天气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我们,而大气污染治理工

作也正在按照相关规定不断落实,我们想要在未来环境治理工作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就要从现在开始科

学分析大气污染的具体情况并分析治理形势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大气污染；成因；治理形势及问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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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的成因非常复杂,人类城

市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是导致大气污染

的原因,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确立后

开始着手于环境治理工作,力求在保持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生态污染,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大气污染状况上来

看,随着相关治理措施不断落实,污染严

重程度却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我们也应

该肯定当前环保工作的成绩,但是,人类

社会的大气污染问题不是短时间内能够

得到解决的,我们也要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审视当前的治理工作形式,从中发

现问题并进行解决,只要我们能够一直

保持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科学开展,那么

我们未来的环境治理工作也一定能够取

得良好的成绩。 

1 大气污染成因 

从大气污染成因方面来看,当前城

市社会的大气污染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工业废气和煤炭燃烧,这也是传

统大气污染原因之一,城市化发展以工

业发展为基础,而工业生产过程中必然

有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排放与空

气之中必然会导致大气污染,酸雨等灾

害性天气正是由于工业生产中硫化废物

过多进入大气环境所致。而我国用电量

相当庞大,虽然我们已经在调整能源结

构逐渐改变传统发电形式,但是从实际

情况上来看火力发电仍然是我国电能的

主要供应形式,那么煤炭燃烧所产生的

各种废物也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成因[1]。

第二是汽车尾气,这也是我国大气污染

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时至2019年下

半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3.4亿,

是名副其实的汽车使用大国,而汽车尾

气中所含的各种化学物质正是大气污染

的重要原因。 后是土地沙化所带来的

大气污染,土地沙化其稳固性大幅下降,

因此北方很多城市长年饱受沙尘暴的侵

害[2]。 

2 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形势及

问题 

2.1治理制度尚不健全 

我国目前针对大气污染所出台的相

关治理措施仍处于探索阶段,我们需要

不断落实相关治理制度并且不断结合当

前大气污染实情才能够在后续制度建立

上来完善制度内容。很多有关于大气污

染治理的制度在细节方面并不完善,存

在很多漏洞,尤其是新型大气污染,我们

目前在面对非传统大气污染物时尚没有

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另外在面对

污染严重但是对于人民日常生活具有重

要意义的污染源在处理方式上还有不合

理之处,我们不能一刀抹杀所有可能造

成污染的事项,却也不能放任污染物直

接进入大气环境,该如何取舍,采用哪些

措施应用哪些技术目前我们还需要进一

步进行研究[3]。 

2.2节能减排工作落实不到位 

节能减排是我们有效治理大气污染

的基础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是有效治

理大气污染的根本内容,但是减排工作

本身怎样去进行评价和定义,当前我们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单从大气环境

治理方面来看,减排应该从污染物总量、

污染物种类以及污染物浓度等各个方面

来进行分析,但是从当前我们的实际工

作情况上来看,控制排放总量是主要工

作内容,按照这样的减排工作实际落实

情况来看,其对于城市大气污染的治理

效果并不够好。 

3 大气污染未来治理展望 

从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决心上

来看,未来我国治理工作必然持续向好,

从当前我们在大气污染治理上付出的努

力来看,实施能源结构调整,淘汰技术水

平低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以及加速落实

新汽车排放标准都将对我国大气污染情

况有积极地改善作用。能源结构调整方

面我们大力强化水电工程建设,并开发

其他新能源与电网进行组网减少火力发

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并且强化煤炭

行业的环保处理标准也将使煤炭燃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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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市砂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已成为影响交通建筑行业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特别是今年

的新冠疫情爆发后,为更好地协调建筑砂石矿山复工复产,保障砂石供应,稳定市场价格。通过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可视化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形成集采集、监测、分析预警为一体的信息系统,本文结合重庆

市建筑砂石管理实际,阐述建筑砂石监测预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通过该系统实现对大数据的管理和信

息挖掘,促进砂石管理精细化,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探讨。 

[关键词] 大数据可视化；建筑砂石；信息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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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砂石供需矛盾较为突

出,已成为影响交通建筑行业发展的

重大民生问题,特别是今年的新冠疫

情爆发后,为更好地协调建筑砂石矿

山复工复产,保障建筑砂石市场供应,

稳定建筑砂石市场价格,提出建筑砂

石矿山监测调度系统。运用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化

技术手段,监测每日建筑砂石产销、价

格情况,为进一步提升建筑砂石保障

水平做好技术保障。 

1 监测指标 

对建筑砂石矿山企业生产的三类矿

产品进行监测,即片石、碎石、机制砂三

类矿产品。按照日监测、周调度的方式

进行细化,日监测指标为：矿山状态、复

工状态、生产量、销售量、销售价格(坑

口价)、库存量；周监测指标为：下周计

划生产量。 

2 系统功能设计与应用 

建筑砂石监测调度系统分为两部分

建设,第一部分为面向矿山企业的数据

采集系统,各矿山企业通过系统进行数

据上报,形成数据报表；第二部分为监测

调度系统,通过对每日销售价格、产销

量、库存量的监测,形成分级预警的机制,

对建筑砂石库存量、矿山储量增资扩界

等需求等进行调度。 

2.1移动互联网端数据采集系统

建设 

建立面向矿山企业的移动互联网

端数据采集应用,采取“微信小程序”

模式,便于矿山企业进行使用。采集系

统功能分为两个模块,为矿山企业填报

模块和各区县数据审核认定模块,待砂

石日报、周报数据经审核认定后,该数

据进入监测预警系统进行大数据统计、

分析预警。 

2.2矿山企业填报 

矿山企业填报页面分为两个栏目,

每日报送、历史信息查看。矿山企业通

过“微信小程序”,结合矿山生产实际,

日报数据当天填写昨日生产情况,并于

当天10点前完成填报；周报数据每周一

10点前填报本周库存量和下周计划产

量。历史信息查看即可查看已填报的每

日上报信息。 

2.3数据审核认定 

每日数据由矿山企业自行填报,由

各区县局矿管科负责审核确认后,系统

认定为每日填报确定数据,并汇总统计 

生的污染物更少。对工业产业来说,强化

技术发展淘汰高污染生产技术也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而从汽车发展情况上来看,

新国Ⅵ标准的加速落实将有效缓解由于

汽车尾气而带来的污染问题,与之配套

的乙醇汽油以及尾气处理技术同样也能

够降低汽车尾气的污染。一系列措施的

有力实施将促进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的科学发展,我们在未来环境治理工作

中必然能取得更好地成绩[4]。 

4 结束语 

大气环境问题是我们在环境治理工

作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人类在生存过程

中对大气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旦

大气环境受到破坏,那么其对人类的反

噬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近年来由

于大气环境问题而引发的人类健康问题

受到持续关注,我们想要获得更好地发

展前景和发展基础就必须重视大气污染

的治理问题,只有社会发展才能做到长

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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