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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尾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防治对策
王剑夫

四川天彭捷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 61000

【摘 要】机动车尾气污染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大环境问题，对人类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我国机动车保

有量也在不断增加，机动车尾气污染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影响及其防治对策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总结出了机动车尾气对环境

造成的危害以及相应的防治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的相关对策、方法、手段、步骤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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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机动车

尾气污染已成为当前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机动车

尾气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其中尤以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和一氧化碳为主，其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日益凸显。

且，未来几年内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将会愈加严峻。因

此，本文将从机动车尾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入手，着重

介绍目前常用的检测技术及其原理，并对我国目前防治

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对策进行了分析。

1污染防治的必要性

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的必要性我国近年来机动车

数量快速增长，这导致了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空气

污染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这一问题。车辆排放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

如汽车废气中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会对环境和人类

产生危害；在寒冷地区行驶时，车辆排出的烟雾可能使

司机窒息甚至死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

的空气质量标准来确保居民健康安全，因此控制机动车

尾气污染也已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今，

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中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特别是在大城市，由于汽车数量增多和行驶速度

提高，污染物排放量也相应增加。然而，机动车尾气对

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加强对机动车尾气的

防治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控制机动

车尾气排放，还会导致空气污染指数上升，从而影响人

们生活质量。因此，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我

们应该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机动车尾气带来的危

害。

2机动车尾气检测技术

2.1 常用的尾气检测方法介绍

尾气检测是指在机动车排气管上安装各种传感器

来监测车辆排放的废气成分，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判

断发动机工作状况。常用的尾气检测方法有两种：尾气

测试仪和尾气过滤器。尾气测试仪主要包括测量进气歧

管内空气流速、气体流量以及温度等参数的装置；而尾

气过滤器则可以有效地滤除汽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有

害气体微粒。这些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机

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行驶距离的增长，汽车排放的

废气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更加先进的

技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2.2 新型尾气检测方法介绍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和排放标准的不

断提高，尾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许多国家都开始使

用尾气检测技术来监测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含量及其

变化情况。目前常见的尾气检测方法有 CO、NOX、SO2
等气体传感器、红外线辐射计以及光学相关成像技术等。

其中 CO 和 NOX 是最常用的两种尾气污染成分，它们通

常通过测量尾气中氮氧化物（NOx）和碳氢化合物（HC）
含量来进行估计。此外，由于尾气中存在大量的粉尘颗

粒，当它们与空气混合后会产生更多的可见烟雾，因此

也可以采用一种简单的探测方法来测试尾气中是否含

有颗粒物。目前，国内外已经成功开发出多种先进的尾

气检测仪器设备，如尾气检测系统 LD-4型、CBM 系列、

AVL 系列等。这些尾气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可以有效地

监测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含量，为环保部门提供科学的

数据支持，并对车辆的环保性能进行评估和管理。同时，

对于车主而言，使用尾气检测仪器设备也可以检测出车

辆是否存在尾气排放问题，及时进行维修和调整，避免

被罚款或禁行等处罚。因此，尾气检测技术的普及应该

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推广。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尾气检测技术也将逐步升级和完善，为环境保护事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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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危害

3.1 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指大气中有害物质的大量排放，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车辆废气中含有大量的有害

物质，如铅、锰等元素，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此外，机

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还会和太阳光

照射下形成臭氧、二次污染物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影

响更为严重。机动车尾气不仅会导致空气污染物的增加，

还会通过呼吸系统进入肺部引起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系

统病等多种疾病。目前，国内外许多城市都面临着空气

污染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冬季气候条件下，随着汽车数

量的日益增多以及道路上车辆行驶速度的提高，机动车

污染也更加明显。

3.2 噪声污染

机动车尾气不仅会导致大气污染,还会产生噪声污

染。机动车的引擎、轮胎等部件的摩擦和振动会产生噪

声,而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路面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噪声

的产生。长时间暴露在噪声环境中会导致人体产生一系

列的不适感,如头痛、失眠、心理疲劳等。此外,长期暴

露在高噪声环境中还会影响听力,甚至导致听力损失。另

外，噪声污染也会对野生动物和植物造成影响。动物的

听觉系统和通讯受到干扰,影响其繁殖和生存。植物的生

长也会受到噪声的干扰,导致其生长减缓或变形。因此,
减少机动车的使用,提高排放标准,以及采用降噪措施,对
于减少噪声污染也是非常必要的。

3.3 健康危害

机动车尾气的污染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

危害。首先是对呼吸系统的影响。机动车尾气中含有的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等物质，会影响

人体呼吸系统的正常功能，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其次是

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机动车尾气中的微小颗粒物和有

机物质，可以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导致血液黏稠度

增加、血管收缩等，进而引发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高血

压、冠心病、中风等。此外，机动车尾气的污染还会影

响人体免疫系统，增加人体易感染疾病的风险。综上所

述，机动车尾气的污染不仅仅影响环境，更直接关系到

人们的健康。

3.4 经济损失

机动车尾气污染还会带来经济损失。首先,由于车辆

废气排放过多,导致空气污染严重,治理空气污染需要耗

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增加了城市的治理成本。另

外,机动车尾气污染也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由于空气质

量下降,游客可能会放弃前往污染严重的城市旅游,造成

旅游收入的减少。此外,机动车尾气污染还会对城市的经

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空气质量差,人们的健康状态

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劳动力的减少和工作效率的下降,影
响城市的经济发展。

4减少并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环境污染的对策

4.1 提高机动车使用者的环保意识

提高机动车使用者的环保意识是防止机动车尾气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首要对策。这需要从崇尚低碳生活方

面入手，鼓励人们多走路、骑自行车、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等低碳出行方式，减少机动车的使用频率。同时，机

动车使用者应当注重车辆的保养，按时更换机油、空气

滤清器等易耗件，保证车辆排放的尾气质量符合国家标

准。另外，机动车使用者应当按时送检，定期检测车辆

的排放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故障，避免尾气排放过多

造成环境污染。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和低碳生活的意识，引导人们

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提高

机动车使用者的环保意识方面，还可以通过实施环保奖

惩措施来促进。例如，对于使用清洁能源车辆或采取低

碳出行方式的机动车用户，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和优惠

政策，如停车优惠、路桥费减免等；而对于超标排放、

违规改装等行为的机动车，应当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

让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4.2 推广新能源汽车、选择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机动车污染问题也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大力

推广新能源汽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新能源汽车是指

使用非传统燃料的汽车，通常指的是使用电力、氢气等

替代传统汽油和柴油的汽车。这些汽车通常被认为更加

环保，因为它们排放的尾气相对较少，可以减少空气污

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

此外，新能源汽车也具有更高的能效，可以更好地满足

现代社会对出行方式的需求。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全球

汽车工业的主流趋势，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加绿色、便捷、

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广泛推广和应用，许多国家和地

区都开始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鼓励更多的人购

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例如，一些国家提供了购车补贴

和优惠政策，以减轻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经济负担。同时，

还有一些城市开始建设充电桩和氢气站，以促进新能源

汽车的普及和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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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便利和环保优势。除此之外，新能源汽车的不断

发展和创新也为汽车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目

前，许多汽车制造商正在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

产力度，推出更加优秀和先进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以满

足消费者对环保、舒适、安全和性能等方面的需求。总

之，新能源汽车是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不

仅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以为人们

提供更加绿色、便捷、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未来，

新能源汽车将会越来越普及，成为人们出行的主流方式。

4.3 提高尾气净化装置使用效能和尾气净化装置的监

管

提高尾气净化装置使用效能也是防止机动车尾气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重要对策。尾气净化装置是指安装在

机动车尾部的用于净化排放尾气的装置，可以有效地去

除尾气中的有害物质，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颗粒物

等。然而，许多机动车使用者并不重视尾气净化装置的

作用，或者对其使用效果不太了解，导致装置的使用效

能较低。因此，提高尾气净化装置使用效能也是防止机

动车尾气污染的重要措施。为了提高尾气净化装置使用

效能，首先需要加强对机动车使用者的宣传教育，让他

们了解尾气净化装置的作用。其次，需要加强对尾气净

化装置的检查和维护，及时更换损坏的零部件，保证其

正常运行。

此外，政府和相关部门还应加大对尾气净化装置的

监管力度，加强对装置生产和销售的管理，如同每一辆

车仅有一个唯一性标识一样，净化装置也应有一个唯一

性标识并打刻在净化装置上。这个唯一性标识还应记录

在行驶证上或登记证书上。净化装置损坏需更换应进行

备案并重新记录在行驶证上或登记证书上。机动车年检

时应像核对车架号一样核对净化装置。从而保证年检时

避免临时更换净化装置替检作假的违法行为。保证机动

车年检的有效作用，实现机动车的达标排放。

4.4 开发和利用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新技术

开发和利用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新技术也是防止

机动车尾气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重要对策。其中利用红外

线遥感技术远程监控和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系统是

比较新的技术手段。红外线遥感技术是一种远程监控技

术，可以通过红外线仪器对道路行驶中机动车尾气进行

检测和监控，包括检测排放浓度，排放量等数据，并对

超标排放的车辆进行追踪和处理，从而减少机动车尾气

的排放量，达到防治环境污染的目的。OBD 技术是指汽

车诊断仪技术，可以对机动车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诊断，

包括检测车辆尾气的排放量，检测发动机等部件的工作

状态，把 OBD 技术融入到远程排放管理系统中，通过监

测机动车尾气排放装置的状况达到机动车尾气达标排

放的目的。

例如，某城市的机动车辆数量不断增加，机动车尾

气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对城市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造成

了很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城市采取了新的

技术措施。首先，该城市引入了红外线遥感技术，对道

路上运行的机动车尾气进行远程监控。每辆车在行驶时

都会被红外线仪器检测，对明显冒浓烟黑烟或蓝烟的车

辆进行追踪和处理。这一措施可有效地控制排放不合格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污染物排放其

次，该城市还把 OBD 技术与车载终端相结合，对机动车

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诊断，包括检测车辆尾气的排放数据、

发动机、污染后处理装置等部件的工作状态。对于发动

机、污染物后处理装置工作不正常的机动车及时报警，

同时将此信息传输到环保监管部门的监管平台，监管部

门及时推送消息给机动车车主，要求车主到指定的或有

资质的维修厂及时维修，否则，车主将受到行政处罚。

实现尾气排放精准控制是城市治理尾气污染的发展方

向之一。

5总结

机动车尾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其燃烧

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和物质。这些有害物质直接或间

接地作用于大气，造成了空气污染、生态破坏等严重问

题。因此，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监测及治理工作，对于

保障我国空气环境质量健康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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