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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建筑、工业、汽车等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因此各种建筑扬

尘、工业生产、移动源等大气污染排放量越来越大,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气污染问题给人

们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同时,甚至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为了更好地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对大气污染防治对策进行持续的探索和研

究很有必要,因此,本文对目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希望可

以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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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在得到很大

程度的提升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应运

而生。尤其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煤

炭燃烧等产生的大量烟尘、二氧化硫等

污染物,对大气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近些年来,因为大气环境污染所产生的

环境问题日益增多,类似酸雨、雾霾等现

象的出现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

的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

定危害。因此,对大气污染问题采取有效

手段加以治理已经成为如今非常重要的

工作,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加关注。 

1 大气污染的主要形成原因 

大气污染指的是大气中一些物质的

含量超出一定范围,以至于对环境造成

了危害,甚至会对物或者人造成损害的

现象。造成大气污染的因素主要来自自

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自然因素

指的是火山喷发、地震等自然现象导致

的大气污染。而人为因素指的则是交通

工具的排放以及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污染

等等。 

我国的大气污染现象主要形成原因

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主要形成原

因是工业生产,其所产生的粉尘、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一旦大量进入

到大气环境中就会产生污染问题。其次

是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汽

车这种交通工具逐渐走入了千家万户,

大量的汽车排放尾气也是造成大气污染

的主要原因之一。 后,我国自然环境问

题,类似沙尘、地面扬尘等问题也是导致

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一大原因。 

2 大气污染的危害性 

2.1导致酸雨现象的出现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

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导致大气中

的硫含量不断增加,而二氧化硫在遇到

大气中的水汽之后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反

应, 后呈现出酸性并随降雨下落,这就

是酸雨的形成。酸雨会对植被、生物、

建筑物等造成严重地损害,甚至会导致

生物死亡、建筑结构不稳定等严重问题。 

2.2导致生物的健康状况受影响 

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大多是

一些有毒的气体或者物质,这些物质一

旦被生物吸进体内就会造成健康甚至生

命上的伤害。而且很多工业生产所产生

的废气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重金属,随

着这些重金属逐渐被生物吸入体内就会

慢慢累积为毒素,严重影响了其生命体

征。而燃料燃烧所产生的大量粉尘在进

入生物体内之后还会导致其肺部出现问

题,长期处于这种污染环境下甚至会导

致其肺部出现无法修复的损伤。 

2.3导致全球气温上升 

如今大部分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来

自工业生产以及汽车排放,而这两种气

体中的主要污染物质就是二氧化碳,其

排放量的增加严重影响了全球温度,近

些年来,全球气温都在逐渐上升,地球两

级的冰川已经呈现融化状态,进而导致

了海平面升高以及一系列的灾害问题。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大

气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究其根本,

大气污染问题不是一个区域特有的问题,

而是整个国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大气

污染的严重程度不同,因此采取的治理

手段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我国

整合各地的力量,开展协调合作,对大气

污染问题开展共同治理,找到 适合的

方式对大气污染问题进行防治。 

4 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4.1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 

首先需要加强对大气环境的监测工

作,通过大众媒体等媒介的监督对大气

污染源进行严格的控制,并作出具体的

城市空气质量报告。以此来提高社会和

人民对大气环境关注,除此之外,还可以

对工业生产企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加强其对污染物排放的管控。其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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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加以改进,

并全面提高其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加大其对环保工作的投入,另外,还需要

对一些污染情况严重的企业采取更加严

格的监管措施,避免更严重的大气污染。

后,还需要对交通运输环节中产生的

污染进行把控,例如控制城市车辆数量、

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应用等等。 

4.2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 

随着如今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能源消耗量在大幅度

增长。因此,可以由国家政府出面,出台

一些鼓励开展循环发展经济的政策,根

据当地实际的资源状况调整产业结构,

以此来降低能源的消耗。另外,在工业生

产过程中也需要对资源进行减量和再利

用,从而提高其利用率,避免出现产能过

剩的现象。如今我国已经逐渐推进了清

洁能源的使用,大量高效节能产品的应

用可以有效实现节能减排。 

4.3建立大气污染监测和预警系统 

大气环境的承受能力十分有限,而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工

作等等都会涉及大量能源的应用,因此

必须加强对大气环境的监管,建立大气

污染监测和预警系统,从而形成比较完

备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另外,在出现类

似雾霾等恶劣天气状况时,需要对污染

物的类型、范围、变化趋势等因素进行

记录和研究,从而对未来的大气污染现

象进行预警,并及时采取措施,对大气污

染情况进行治理,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

连锁反应。 

4.4加大城市绿化的建设力度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加

大对绿化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城市中

的绿化面积,由于植物具备一定的加强

空气循环、净化空气的功能,因此可以有

效降低大气污染情况,改善空气质量。绿

色发展是我国着重强调的一大发展政策,

也是贯穿于我国经济、政治等多重领域

发展的政策之一。加强绿色发展的关键

就是促进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

将绿色发展政策作为当地的发展目标之

一,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

并具体落实在每一项工作当中。除此之

外,还要求政府部门不能只重视经济发

展而不重视环境问题,也不能只重视环

保工作而忽视了经济发展,需要二者并

驾齐驱、共同进步,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4.5推广清洁能源的应用 

除了上述几点大气污染的防治对

策以外,我国还应该加大清洁能源应用

的推广力度,尽量减少燃烧煤炭获取能

源的方式,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除此之

外,在能源的选择上也要符合低硫和清

洁这两项标准,例如可以使用太阳能、

核能等环保能源。与此同时,还需要加

强对环境的科学管理,实现大气环境的

高效治理。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大气污染形

势严峻,产生大气污染问题的原因多种

多样,可以采取的治理手段也有很多种。

本文对大气污染的主要形成原因及其危

害性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

决对策,希望可以让社会各界对大气污

染问题更加关注,并携手共同对其展开

治理,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进程,进一步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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