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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密度的转移、城市化建设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的现状，而且在工业社会中，

为了经济方面的提升，忽略了对于环境方面的管控，使

得污染范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已经对人们的正常生

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据有关专家分析，为了满足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需要改变现有的发展理念，将环保意识

融入到不同的行业中，加强在工艺、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对于大气污染来说，它属于环境污染的重要内容，是由

于汽车尾气、工业废气的排放以及装修污染所造成的问

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有关人员

可以就此进行具体的研究。

一、大气污染来源

1. 燃料燃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燃料燃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污

染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大。进入冬季后，华

北地区最低气温为 -20℃。因此，为了保证人们的正常

生活，冬季有必要保暖。在这一过程中，煤炭是主要资

源之一。煤炭燃烧可以满足供热需求，但也会导致大量

燃料废物排放到大气中。华北地区是重要的农作物出口

地区，冬季需要大量秸秆焚烧，这也是大气污染的内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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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迫切和重要。因此，如何治理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全球环境界面上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本文将着重介绍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同时分析当前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大气污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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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工

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空气污染问题，例

如冶金，造纸等工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和

粉尘，继而对空气造成污染。而不同工业类型因其工业

生产使用原料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有害气体，进而影

响大气环境。

3. 交通废气污染

交通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污染是当前大气污染

严重的重要原因，绝大部分交通运输会采用石油、汽油

等化石能源作为主要运行动力。此类能源在燃烧后经由

排气管排放到空气中，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此

外，此类污染物所含有的有害成分，在人体吸收后会严

重威胁人体健康。虽然部分公共交通已使用清洁能源

作为其运行动力，但绝大部分私家车仍使用传统能源

作为运行动力，使得城市内部空气质量问题无法得到

有效解决。

二、大气污染产生的危害

1. 大气污染导致寿命缩短

相关研究表明，暴露于空气中的细颗粒物与寿命缩

短有关后，人们对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兴趣变得更加

强烈。直径小于 10μm 的颗粒物（PM10）对男性和女

性的非恶性呼吸道死亡以及男性非吸烟肺癌死亡率有显

著影响。与其他生活方式或与死亡率相关的环境风险因

素的影响相比，空气污染对缩短预期寿命的影响估计为

1 ～ 2 年。病例对照研究也相继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空

气污染尤其是交通污染与肺癌之间存在联系。最近的研

究表明，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取

决于自身免疫系统和抗氧化维生素状况等因素，这意味

着弱势群体的预期寿命可能会减少得更多。

2. 当前关注的污染物：臭氧、微粒、二氧化氮

目前，经过空气污染治理工作的不断努力，二氧化

硫的浓度显著下降，但空气污染并未减弱，因此注意力

转移到了臭氧、二氧化氮和颗粒物上。对于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农村地区的数百万人来说，使用生物质燃料造成

的室内污染浓度比目前发达国家高出几个数量级。据估

计，这些接触导致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死亡人数每年

超过 200 万。臭氧是一种强氧化剂，在对流层中通过一

系列复杂的反应形成，包括阳光对二氧化氮和碳氢化合

物的作用。臭氧在城市中心的浓度往往低于郊区，主要

是因为交通产生的一氧化氮清除臭氧。人为排放到大气

中的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是加热、发电和机动车辆中化

石燃料的燃烧。在环境条件下，一氧化氮被臭氧等大气

氧化剂迅速转化为二氧化氮。颗粒空气污染是悬浮在空

气中的固体、液体或固体和液体颗粒的混合物。悬浮颗

粒的大小从几纳米到几十微米不等。最大颗粒是由较大

颗粒的磨损机械产生的。小颗粒主要由气体形成，其中

最小的超细颗粒是由冷凝或化学反应形成新颗粒而成核

形成的。实际上，PM10（“直径小于 10μm、可穿透下

呼吸系统的胸部”颗粒）、PM2.5（“直径小于 2.5μm、可

穿透肺部气体交换区域的可呼吸”颗粒）之间存在区别，

而小于 100 纳米的超细颗粒，它们质量很小，但数量最

多，表面积非常大，肺部穿透程度也越来越高。

虽然个别空气污染物可对呼吸和心血管系统产生特

定的个别毒性作用，但臭氧、氮氧化物和悬浮颗粒物都

具有作为强氧化剂的共同特性，无论是通过对脂质和蛋

白质的直接作用，还是通过激活细胞内氧化剂途径间接

作用。动物和人类的体外和体内暴露研究表明，吸入臭

氧具有强大的氧化能力，可激活上皮细胞和常驻肺泡炎

细胞中的应激信号通路。这种机制涉及转录因子核因子

的激活及其向细胞核的移位。它与编码细胞因子、吸引

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因子和粘附分子的促炎基因启动子中

的 DNA 共有序列结合。这些分子增加了中性粒细胞在气

道和肺泡中的募集，并激活它们以分泌介质和导致组织

损伤的能力。

三、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

1. 实施绿色经济的措施

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全面贯彻绿色

经济理念，并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协同合作，以

此来激发治理主体积极融入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并取

得满意的效果。

第一，当地政府要认知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将

该理念融入工作，对该地区的大气污染现象加强重视，

并关注最终的治理成效。政府部门在会议中要格外说明

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并颁发各种治理政策，提高工作

者对大气污染的重视程度。相关政府部门要结合当地实

际的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详细规定管理工作的

内容和标准，借助管理制度的约束和督促作用，保证大

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政府部门还要指派相关工作人员到

当地污染严重的地区或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充分了解实

际的情况，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建议，提升治理的效果。

第二，相关部门要主动构建大气污染治理制度，保

证每个治理主体清楚自身在污染治理工作中的责任和义

务。当地政府要明确社会企业和环境部门等的职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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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应的奖罚制度，对主体行为进行约束，全面贯彻绿

色经济理念。企业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环境治理工作的

重要性，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有效

降低对大气污染的程度。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监督管理制

度的形式，有效监督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从而保证该

项工作的效率。

2. 实施城区绿化发展

在环境工程大气污染的治理中，最好的治理方式还

是通过生态系统的自净功能，实现大气环境中污染物的

清理，想要达成这样的效果，各个城市地区需要提高区

域绿化率水平，扩大城市绿化的规模。

一方面，随着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对汽车的

需求越来越大，私家车数量急剧增加，汽车尾气排放量

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空气质量。城市地区在进

行道路规划时，要做好绿化带设计，使用绿化带将双行

道和人行道隔离。由于汽车尾气的影响，会使道路污染

更加严重，因此道路旁要选择可以净化空气的植物，可

以根据当地的气候选择合适的植物种植。另外，还可以

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建立绿化类的公园，并选择适

合的树木或花草进行种植，从而保证城市的绿化率，以

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规划城市住宅时，相关部门应制订出

小区绿化最低的标准，保证小区的绿化水平。对于城市

来说，社区属于最小的单元，充分保证小区绿化率可以

提升城市的绿化水平，缓解大气污染造成的影响，提高

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

3. 使用现代先进的治理技术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气污染的治理提供了先

进的治理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因此，在

进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使用现代先进的

治理技术，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提高治理的综合

效果。例如，可以利用先进设备对大气环境进行实时监

控，针对形成原因的不同，对其使用不同的治理方式。

设置预警信息，在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发出预

警信号，根据情况及时进行治理，避免产生严重的事故。

想要得到实时准确的污染数据，就应引入更多先进的治

理技术，对大气污染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提高其信

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另外，相关部门应在开展治理活

动前，引进专家系统，提供专业的数据分析结果以及最

有效的治理方式，提高治理大气污染的工作效率，促进

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最基本的措施是控制污染源，

同时要重视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从目前情况看，煤炭

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生产可以采用选煤技术，

也可以采用天然气、煤气等其他清洁能源，也可以安装

废气净化系统。一般来说，燃烧能源的过程也会对大气

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可以与每个地

区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当前，中国高度重视清洁能源

的应用和推广。视情况而定，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

开发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使用清洁能源对环境影响较

小，能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清洁能源的合理利用不仅可

以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还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气污染的危害不胜枚举，其防治工作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应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对企业排污状况的检查，严格控

制汽车尾气的排放，在工业生产中推广应用新能源，经

常性地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工程。相信这些举措的落实必

然会让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卓越成效，给

人们营造美丽、舒适的居住家园，提高人们的生活品

质和幸福指数，进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及地方经济的

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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