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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已刻不容缓。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受制于公众环保意识不强、资金投入不足等客

观原因影响，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进展缓慢。因此如何

有效快速解决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问题成为重点。

一、大气污染

1. 形成原因

大气污染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它给人们的

生活和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大气污染主要表现为：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等

有害物质的超标排放。其中，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是形

成酸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烟尘则对城市环境和人们的

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大气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人类

活动：工业生产中向大气释放的污染物；交通运输工具

如汽车、轮船、飞机等产生的废气、尾气；炉灶或锅炉

燃煤产生的废气以及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中的扬尘等，

这些因素都会增加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 [1]。气象

因素：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如果出现逆温层，就会阻

碍地面热量的散失，致使近地面的空气温度高于周围环

境，这时，大量低层空气将上层较温暖的空气加热上升，

形成干热风，其结果是增加了大气的相对湿度，从而有

利于可吸入颗粒物在大气中的沉降。此外，当发生雷暴

现象时，强烈的闪电会产生强大的电流，并沿着地面进

入人居区，也会增加大气的相对湿度，从而有利于可吸

入颗粒物的沉降。

2. 大气污染的特点

种类多样。目前，已发现的空气污染物达几百种，

这些物质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成分复杂，有的甚

至对人体有致癌作用。危害严重。由于大气污染物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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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繁多，且浓度较高，因而对人体的损害程度也较重 [2]。

如长期生活在高浓度的有害气体环境中，会造成呼吸功

能下降，肺组织损伤，引发各种呼吸道疾病，诱发肺癌；

长期接触低浓度的有害气体，则会引起慢性中毒，出现

头痛头晕，精神萎靡，失眠等症状，甚至发生癌变。防

治难度较大。一方面，受人类活动影响，空气中某些有

害物质会持续不断地向外界扩散，使空气质量难以得到

根本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手段相对

落后，使得治理效果受到一定限制。治理费用高昂。在

大气污染的防治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监测、

采样、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措施，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理

效果。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成本与效益

的问题。公众参与度不高。尽管近年来，环保宣传力度

不断加大，但是，公众的环保意识仍较为薄弱，公众参

与积极性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大多数居民并不

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无法准确判断所面对的环境问题；

其次，多数居民缺乏必要的环保意识，没有意识到自身

行为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以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二、大气污染危害

1. 对人体的伤害

对呼吸系统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被污染的空气中，

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还会

诱发肺心病，肺癌，甚至死亡。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长期生活在被污染的空气中，会引起动脉硬化，出现高

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塞，脑溢血，脑血栓

等 [3]。对神经系统的损害：长时间呼吸污浊的气体，可

使大脑皮层受到刺激，导致神经衰弱症，失眠，多梦，

头痛，头晕，记忆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反应迟钝，思

维混乱，抑郁，狂躁，易怒，烦躁，精神萎靡，情绪低

落，焦虑不安，恐惧，压抑，紧张，忧郁，烦燥，愤怒，

绝望，幻听，幻觉，妄想，自杀。对消化系统的损害：

经常接触含有大量有害气体的气体，会使人感到胃胀，

恶心，食欲减退，严重者会出现呕吐，食欲不振，消化

不良，腹胀，腹泻，便秘，口臭，口腔溃疡，牙龈肿痛，

鼻出血，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呼吸

困难，全身无力，四肢发凉，肌肉酸痛，疲乏，贫血等

症状。

2. 对生物的伤害

大气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大气中的有害气体能破坏

叶绿素结构，使叶片褪绿、变黄甚至脱落。会危害植物

的根系，使其生长不良，严重者导致植株死亡。会导致

作物根部发育不良，造成作物产量下降，品质变劣。大

气污染对动物的影响：大气污染对生物的伤害是多方面

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直接伤害，即通过呼吸道或皮

肤吸收而引起的生理反应 [4]。例如：在含尘量高的空气

中，动物和植物的生长易受到影响，特别是重金属含量

超标的环境下，动物的呼吸、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抑制。

3. 对气候的影响

大气污染会改变太阳辐射的分布。当大气的温度、

湿度和压力等条件发生变化时，太阳辐射也会随之变化。

例如，当空气相对湿度增大时，地面长波辐射就会减少；

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降低后，地面短波辐射就会增加。大

气污染会改变地球表面热量平衡。由于大气层的存在，

使得地表与太空之间的热量交换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地

球表面的热量平衡。例如，在冬季，如果近地面的空气

被大量的大气和尘埃覆盖，那么，来自太空的长波辐射

将会被反射回太空；而在夏季，如果近地层的空气过于

干燥，那么，来自太空的短波辐射将会大量地进入空气

中。因此，在大气质量较差的时候，地表温度往往会高

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从而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大气污

染物中的氮氧化物是造成酸雨的重要物质之一。酸雨的

主要成分是硝酸盐，这种物质能够使水体的 pH 下降，导

致水中溶解氧量下降，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5]。

此外，酸雨的降落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云层中的水分

含量，从而影响到云的形成和降水量的多少。大气污染

的排放不仅会造成环境的恶化，而且还会给人类健康带

来很大的危害。

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合理利用煤矿资源

合理开采：要加强地质勘查，做好规划，严格控制

地下资源的开发，防止过量开采，破坏生态平衡。对已

采出的煤炭，应采取合理的运输方式，尽量减少损失。

提高原煤质量：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选择适宜的优

质动力用煤。对劣质或变质的原煤，应进行加工转化，

使其达到标准。如将低热值原煤转化为高热值原煤，把

高灰分原煤的灰份降低到一定范围，将硫含量高的原矿

转化为低硫或中硫精矿。采用洁净燃料：目前，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居民仍以燃用散烧柴草为主，这种取暖方法

既浪费能源，又不安全 [6]。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要求改善室内环境，使用洁净燃料，如液化石油气、

城市煤气及天然气等。改进炉具：为保证炉内温度稳定，

避免局部高温引起结渣，必须正确设计，选用合适的炉

具。一般小型锅炉采用链条式链条炉排，大型锅炉则多

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另外，还要注意定期清理积垢和

更换磨损件。

2. 加强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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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生态，提高空气质量，减少大气污染。在

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中，进行大面积的绿色覆盖，

能够有效地缓解空气污染，从而减轻对居民身体健康的

伤害，同时，还能增加城市的绿意，为市民提供良好的

生活环境，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树

木具有吸附粉尘和有害气体等物质的功能，所以在雾霾

天气下，通过植树造林的绿化方式，也可以有效改善当

地的空气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生态平衡。

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一些珍稀物种正在不断消失，这

给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维护大自

然的生态平衡，保护珍贵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就需要采

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在森林中种植大量的林木，这样既

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又能有效防止动物被过度

捕杀。

3. 严控工业污染排放

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是大气污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因此，要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要从根本上控制污染源，

而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也是关键。一

是加大对企业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转变发展观念，提

升企业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方面的认知水平，

摒弃落后的生产模式，二是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争取项目

资金，鼓励企业加快对环保技术的研发，加快构建以低

投入和清洁能源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三是严格落实能耗双控及碳排放控制要求，坚决

遏制不符合产业政策、未落实能耗指标来源等的“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

4. 机动车尾气净化

机动车的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随之而来带来

了更多的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因此要加强对机动车辆

的排放管控，使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一是环保部门、交

通部门应当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逐步的提档升级，限

制黄标车辆的运行范围，加大对尾气排放不达标车辆的

淘汰力度；二是积极推行新能源车辆的使用，如电动车、

太阳能汽车、油电混合车辆，可以大幅度地节省燃油能

源的消耗，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三是倡

导绿色出行，引导人们外出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自行车

等非机动车作为日常代步工具，不仅可以减少尾气排放，

降低大气污染物浓度；同时还可以缓解交通拥挤状况，

降低经济成本，提高出行效率。从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建议

提升责任意识，明确目标要求。保护环境是我国的

基本国策，全社会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

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头等大事，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

同时，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

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要严格执行国家各项大气防治

规范要求，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强化

监督管理，提升防治水平。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

执法部门应当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督促企业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

准，认真做好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引导企业提高

环保意识，守法合规绿色经营。完善监测体系，科学精

准治污。监测体系的建设是实现科学治污的前提，也是

有效防控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应当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立科学的监

测体系，定期对重点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分析，以

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空气污染的发生。加强宣传

引导，营造良好氛围。一方面，提升宣传覆盖面，积极

向群众普及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让群众充分认识

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另一方面，拓宽宣传渠道，多角度地向公众传播环保理

念，提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共同呵护我们

的美好家园。

五、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

越严重。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强，大气污染问题

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然而在环境工程建设过程中仍然

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因此我们要从源头上做

好控制工作，避免出现二次污染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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