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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空气中颗粒物是大气中存在的各种固态和液态颗粒物的总称。各种颗粒状物质均匀分散在空气中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庞大的

悬浮体系即气溶胶体系,因此大气颗粒物也称为大气气溶胶,由于来源不同,成份不同,所产生的危害也不相同。 

[关键词] 环境空气；颗粒物；气溶胶；成份；危害 

 

引言 

颗粒物是空气中 重要的污染物之一,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空气首要污

染物就是颗粒物,根据颗粒物粒径的大小通常分为降尘、总悬浮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粗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来源有人为源和自然源之分,人为源

主要是在工业生产过程等人为活动排放出来的,自然源主要有土壤、扬尘、

沙尘经风力的作用输送至空气中而形成的,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的环境效

应主要表现在影响能见度和酸沉降等大气污染问题、损害人体健康、影响

气候变化等方面。 

１ 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组成因子 

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的粒径范围为0.1到100微米,分为一次颗粒物

和二次颗粒物两种,一次颗粒物是由天然污染源和人为污染源释放到大

气中直接造成的污染的颗粒物,例如土壤粒子、海盐粒子、燃烧烟尘等。

二次颗粒物是由大气某些污染气体组分(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氢

化合物等)之间,或者这些组分与大气中的正常组分之间通过光化学氧

化反应、催化氧化反应或其他化学反应形成的颗粒物,例如二氧化硫可

转化生成硫酸盐。环境空气中颗粒物形状复杂,极不规则,有片状体、线

状体、粒状体、球形体等,在度量不同的颗粒物大小时一般采用等效球

形体的直径来表示,其中 常用的是空气动力学直径,也就是将实际的

颗粒粒径换成具有相同空气动力学特性的等效直径(或等当量直径),指

某一种类的粒子,不论其形状,大小和密度如何,如果它在空气中的沉降

速度与一种密度为1的球型粒子的沉降速度一样时,则这种球型粒子的

直径即为该种粒子的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根据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大

气颗粒物可分为以下四类：总悬浮颗粒物：指粒径小于等于l00μm的颗

粒物；可吸人颗粒物：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10μm的颗粒物；细

颗粒物：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2.5μm的颗粒物；超细颗粒物：指

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0.1μm的颗粒物,此外空气动力学直径介于

2.5微米至10微米的颗粒物一般又称为粗颗粒物,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

粒物,由于在大气中停留时间长,可以长距离传输导致区域乃至全球大

气污染问题,是当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 

2 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污染危害 

过程中强化个人专业能力,深入研究新型的技术,特别是污水的处理与汽

车尾气处理,循环利用资源等多个方面,推广应用全新材料与生物节能技

术,促进环境保护节能技术价值的充分发挥。 

在此基础上,应全面建设环保工作队伍,建立并健全环境检查与应用

管理体系,确保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人员行为得到必要地管理,通过科学规

划其行为,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工作,以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环保意识以及

技能水平。要尽量组建具备较高综合素质水平且专业水平较高的环境监察

执法队伍。而具体的培训方式则包括外部与内部培训两种
[7]
。前者即选择

环境监察领域代表人物,为部门内环境监察工作人员实施培训,而后者则

需要邀请部门内优秀工作人员分享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环境监察工作人

员的综合素质水平。 

3.4积极转变思想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的良好性能够促进人类的身体健康。相反,若环境

保护工作质量不达标,必然会对人们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生态

环境在被破坏以后,修复难度会直接增加。根据既有研究结果发现,当前全

球污染程度严重的城市数量达到20个,而我国则有16个。另外,在全球范围

内,因空气与水污染死亡的人数达到100万人。由此可见,环境保护工作在

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需要给予高度重视,适当增加环境的执法

力度。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应全面落实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国策,践行

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构建绿色发展与生活方式,构建美丽中国,使国民的

生产与生活环境质量不断提高,促进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为此,要想有效

规避环境破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就一定要在根本上解决存

在的问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环境监察工作治理时间较长,国内环境问题明显改善,

但始终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监察部门一定要适当增强

执法效能,并在实践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相关工作,不断探索并创新

环境监督与管理模式,重点消除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污染因素,提高

执法力度。针对污染生态环境的企业,需适当提高其破坏环境成本,使违法

企业受到严重的惩罚。此外,相关机构要大力宣传环保知识,保证环境信息

的公开透明性,积极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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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颗粒物对人体的危害 

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水平与人体健康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每个成年人

平均每天呼吸空气15平方米,空气中的颗粒物污染被称为人类健康的头号

杀手,空气中的细颗粒物上聚集了大量有害重金属、酸性氧化物、有害有

机物、细菌、病毒等,通过呼吸作用进入人体的上下呼吸道,粒径大的颗粒

物被阻挡在鼻腔外,2.5至10微米的颗粒物大部分被鼻咽处截留,而粒径小

的颗粒物则主要沉积在支气管和肺部,有的甚至可以穿过肺泡进入血液之

中,对人体健康造成显著影响,导致肺功能下降,由于细颗粒物更易于进入

人体,在环境中滞留时间更长,以及吸附的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的物质较多,

因而对人体的危害也更大。大量有关细颗粒物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的增加与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密切相关,尤其是呼吸系统

疾病及心肺疾病。目前已知的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

方面：呼吸系统疾病, 大量研究发现,大气中颗粒物浓度的上升容易引起

上呼吸道感染、使鼻炎、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

尘肺等呼吸系统疾病恶化。通过跟踪调查,数据表明,大气颗粒物浓度(尤

其是小颗粒物)与儿童肺功能异常率存有明显的相关性。其次是对心血管

疾病的影响,由颗粒物引起的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在心率、心率变异、血粘

度等方面的改变能增加突发心肌梗死的危险。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在中年

以上和已患心脏疾病的人群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认为可吸入颗粒物是引起

心脏病的因子之一。三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在城市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

许多是由机动车尾气产生的。含铅汽油燃烧后生成的铅化物微粒(含氧化

铅、碳酸铅)扩散到大气中,随呼吸道进入人体而影响身体健康。研究表明,

铅对人体神经系统有明显的损害作用,不仅可影响儿童智力的正常发育。

而且能导致高级神经系统紊乱和器官调解失能,表现为头疼、头晕、嗜睡

和狂躁严重的中毒性脑病。四则具有致癌、致突变、致残作用,石油、煤

等化石燃料及木材、烟草等有机物在不完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烃

(PAHs),排放的PAHs可直接进入大气,并吸附在颗粒物上,特别是直径小于

2.5μm的细颗粒物上。随呼吸进入体内转化成致癌或诱变作用更强的化合

物,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2.2颗粒物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 

首先灰霾造成大气能见度降低是细颗粒物污染所造成的重要环境影

响,它通过散射和吸收作用干扰光在大气中的传播导致能见度降低,是细

颗粒物的消光特性,光的散射是能见度降低的 主要因素,颗粒物的散射

能造成60%-95%的能见度减弱。空气分子对光的散射作用很小,其 大的视

距(极限能见度)为100-300km(具体数值与光的波长有关)。在实际的大气

中由于颗粒物的存在,能见度一般远远低于这一数值：在极干净的大气中

能见度可以达到30km以上；在城市污染大气中能见度在5km左右甚至更低；

在浓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米。在大气气溶胶中,主要是粒径为0.1微米到1.0

微米的颗粒物通过光的散射而降低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从而降低能

见度。其次对光的吸收效应,颗粒物对光有吸收效应通常是使能见度降低

的第二大因素。而颗粒物对光的吸收几乎全部都是由炭黑(也称元素碳)

和含有炭黑的颗粒引起的。每年,世界上排放的炭黑的量占人为颗粒物排

放量的百分之二左右,虽然占全部颗粒物排放量的比例不大。但是,它们的

消光效应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煤烟的总消光系数是透明颗粒的2到3倍,

所以大气中少量的煤烟颗粒就可以导致光强降低很多。这些光吸收颗粒物

可能会使某些地方的能见度降低一半以上。再就是对环境温度的影响,由

于颗粒物的存在,直接阻挡太阳光抵达地球表面,这样使可见光的光学厚

度增大,抵达地面的太阳能通量剧烈下降,从而使地面温度降低,高空的温

度增高。 

3 结语 

我国对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应研究也较少,仅为一

些地区和单位进行的单项研究工作,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鉴于我国

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污染现状及其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巨大危害,应

加强大气颗粒物特别是可吸入颗粒物的基础研究,如其物理化学性质、流

行病学研究、毒理学研究以及对能见度的污染研究,以便尽快掌握它在环

境空气中的反应机理及变化消解过程,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降到

低,从而促进区域环境的改善和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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