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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结合以往数据资料对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进行分析探讨,并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解决

措施和对策,旨在充分发挥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的作用,为管理部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提供科学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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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以下简称“源清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

展后,结合大气污染源分类、大气污染物排放系数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确

定方法等内容,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目前,但由于源清单研究成

果较为分散,缺少系统性管控,使得源清单的实际功效得不到有效发挥。为

此,本文对源清单构建过程中相关难点及对策进行了浅析,希望能为相关

从业人员提供一些帮助。 

1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源清单作为大气环境研究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详细记录了区域

大气污染来源、污染成因及管理措施等内容,这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

较为科学的数据支持。对源清单的研究,欧美国家较早的形成了完善的

论证体系,我国的源清单还在起步发展的阶段,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流

程不合理等问题,再加上技术水平有限,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较多不足。

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大研究力度,以此保证源清单的全面性、有效性、准

确性和科学性。 

2 我国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研究中面临的技术难点 

2.1地方源清单缺少科学指导和本地系数 

同比发达国家,我国现阶段源清单的构建还存在诸多不足,整体呈现

落后状态。存在源清单构建过程中源分类体系、源排放计算方法、活动水

平和排放系数获取方法各有不同,源清单成果质量差异大,可比较性和实

用性较差的问题。虽然我国加大了对源清单的研究力度,也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这些成果的地方特色较强,对于一些部分地区来说缺少针对性和可

参照性,管理部门仍无法准确掌握地区大气污染物整体排放情况及变化特

征,进而对后期工作的开展及管理落实带来阻碍。 

基于此,为保证源清单构建的合理性,首先要做好国内外污染因子信

息的收集工作,尤其是本地特色排放因子的收集工作；其次是加大本地相

关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和本地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力度,以构建完善的排放

系数数据库； 后全面加强对地方区域污染源的管控效果,深入分析区域

大气污染成因,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合理的源清单,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综合

水平。 

2.2无组织VOCs污染排放反映不全面 

现阶段,我国并未针对无组织VOCs所有源建立系统的排放因子库,很

多无组织源都存在着未被发现的情况。结合目前监测技术及资料获取方式,

我国大多收集的都是工业企业中有组织源的排放情况,忽略了无组织源对

大气环境带来的影响,尤其是VOCs无组织源信息获取力度较低,很难精准

计算现有的大气污染物种类,导致源清存在污染信息不完善,无法充分反

映当地污染物排放水平。 

2.3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存在不确定性 

源清单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于活动水平收集情况和排

放因子的适用情况。由于部分活动水平数据收集难度大,未能对每一个污

染源做细致的调查,编制过程中部分数据采用参考地方统计年鉴等方式, 

因此存在反映的活动水平数据不全面的问题。对于排放因子,由于地方差

异、管理水平差异、原辅材料差异和工艺差异等原因,一套统一的排放因

子无法匹配每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导致源清单污染物整体排放情况存在

偏差。 

3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构建的相关建议 

3.1完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的构建 

为降低重污染天气的影响,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

制的重视力度,建立本地排放系数,构建适应性强的本地化源清单,提升源

清单的准确性,采取科学手段,有效降低大气污染影响。 

3.2无组织排放源清单的建立 

基于无组织排放源自身特征,应构建现场实验或实验室模式,加强对

无组织排放源种类的研究,结合 终研究检测结果构建系统的无组织排放

源清单,以此加大对污染物的管控。另外,还需通过对细粒子及化学组分的

分析,建立无组织源定量方法,以此提高清单构建的技术水平。 

3.3提升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质量控制 

源清单在编制过程中需安排专人对活动水平数据进行核实和校对,对

于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采用多重来源交叉比对方式进行确认,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对于可直接获取的数据,也需要进行合理性分析,判断其真实性,

并保证数据存档规范。对于排放量计算结果,也应与环境统计、污染源普

查数据、总量核查和应急减排清单等数据仔细比对,存在差异较大的情况,

需立即排查相关原因。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构建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还需在技术、工作机制等方面

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增强全面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为管理部门提供

更多可靠的数据支持, 终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提升人民蓝天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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