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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是环境保护。环境监控资料是

对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客观评估的重

要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的环境治理成效，保证了有

关环保法规、法规的落实和其它行政决策的落实 [1]。只

有加强实地取样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重视实情，合

理把握具体的工作，才能确保取样结果的准确性、有效

性和可比性。

一、样品采集方法

（一）直接采集法

直接取样是在取样装置内进行取样，然后对取样后

的样品进行检测或化验。这种检测方法要求具有高检测

器密度和高灵敏度的蒸汽船或气体探测器，为了精确地

对所收集的样品进行分析，一般不会使用现场的自动化。

采用直接收集法所获得的检测结果只是样品中的暂时性

或暂时性含量，主要有下列几种：

1、注射器法

这种工艺的采集装置一般采用 50-200 毫升容积的密

封针筒。样品空气纯化采样装置在现场采样，采样 4-5

次，然后对入口进行封闭。在运送样本时，进气道应该

朝下，而活塞应该向上，这样它就会尽量垂直。为了防

止气体渗透而对试验的结果产生干扰，采用了活塞重力

将试件置于探针中的正压下 [2]。

2、气袋采样

该工艺采用的吸尘器是一种车辆安全气囊。在选择

塑胶袋时应慎重，尽量选择不会吸附或妨碍样品的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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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质，以减少错误。当在野外进行样品收集时，应该

先使用充气气囊抽样机抽真空，然后对样品进行 4-5 次

的清洗。当前常用的气体采集袋有 1~10L 的铝箔材料气

体采集袋，PVC 气体采集袋，PTFE 气体采集袋等。

3、真空容器

本发明适用于不锈钢或玻璃瓶子的样品。取样之前，

应将储罐中的液体排出，使压强低于 0.1kPa。调整好空

气供给端和采样位置后，要开启活塞阀收集样本。

（二）浓缩采集法

集中取样是利用采集器对被测样品进行吸收、吸附

和储存，并对其进行富集。如常用的是在《固定污染源

废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HJ56--2000）中实现

氨基磺酸氨水溶液对废气中二氧化硫的吸附，使用《空

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HJ657-2013）中的滤筒进行废气中空

气颗粒物的采集 [3]。

二、环境监测及流程

（一）环境监测内容

空气污染严重地危害着人们的身体。从环境的角度

来看，废气的排放不但会造成空气的污染，还会对人类

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对排放源进行有效的监

控，并对其进行安全、品质的监控，是实现环境污染治

理、改善环境状况的重要途径。在环境空气污染物排放

监控方面，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当对污染源排放的废水排放进行监控时，虽然一

些公司已经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治理，但是对其中的危险

成分的治理还没有完全地进行，所以必须对排放气体中

的危险成分和污染物进行有效的监控，并保证监控程序

的安全，从而减少对监督者的身体健康的伤害。

2、应当采用合适的监控装置和仪器来监控污染物
[4]。所以，对有关的监控仪器和仪器进行高效的监控与监

控也是保证废气监控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应

当指出，如果排放监控装置处置不当，将危及排放源的

工作和有关人员的人身健康，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3、因为大部分污染源的排放情况都是在温度较高等

条件下进行的，在监控期间，若未能保证对受检者的人

身安全，就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从而对有效监控污染源

的排放和污染防治造成负面的作用。

（二）环境监测流程

1、监测目的

（1）对环境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进行常规或持续的

监控，以确定其是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环

保计划》所规定的指标。（2）为研究环境空气环境的演

变、发展、污染预测、污染物迁移转化提供了依据。（3）

为各有关部门实施有关环保规定、实施环境空气品质的行

政管理、制定环境空气品质规范等方面的重要参考。

2、资料收集

（1）污染物的分布和排放量

在对各污染源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各污染源的类

型、数量、位置、主要污染物和排放情况进行分析，并

对所使用的原料、燃料和消耗量进行分析，并注意从高

烟囱中排出的大型污染物和从低烟道中所排出的小型污

染物。由于小型污染源具有较低的水平，其对周边环境

的环境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有较大的作用。此外，在交通

污染严重、有石化工业的区域，要区分一次污染与二次

污染。由于二次污染物产生于空气中，且其高度集中于

污染源附近，故在设置监测时需予以重视 [5]。

（2）天气数据

环境空气中的污染物扩散、迁移以及一系列的物理

和化学变化都与当时的气候状况有关。所以，要搜集各

地区的风向、风速、温度、气压、降水量、日照时间、

相对湿度、温度垂直梯度以及倒温层底层的高度。

（3）地质数据

地貌会对风向、风速、环境空气的稳定性等产生一

定的影响，因此在设立监控网络时必须加以重视。比如，

如果工业区建立在谷地，那么有很大的几率会产生对流，

而在山地城市，则会有较大的污染，沿海城市会受到海

和陆风的侵袭，而山地的则会受到峡谷风的侵袭。为了

更好的了解污染的真实情况，需要在不同的地区设置更

多的监测站。

（4）用地及职能划分

在设立监测站时，要充分考量用地用途和分区的分

区。各区域的环境质量差异较大，如工业区，商业区，

混合区，居民区。也可以根据建筑物密度，是否有绿化

区域等进行分级。

（5）人口和人口卫生状况

环境监测的目标是保持生态系统的均衡，保障人们

的身体健康，了解监测对象的人口分布、居民和动植物

受到的影响以及传染病的影响，有助于制定监测方案，

另外，在制定监控计划时，还应该尽可能地搜集以前的

环境空气环境数据，以便制定监控计划。

3、监测准备

对污染物进行监视的第一步是要做好准备。对施工

场地进行调查、分析，对全地区的生态状况进行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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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以便更好地进行排烟监控。在调查过程中，重点

对污染源特征、排放源的布置及排放部位进行了分析和

归纳，以获得更多的资料。结果显示，装置也应该按照

测试的资料进行维护，以保证“无人监管”的状态下，

实现监控，以便平稳地进行监控。

4、监测采样点

取样点的设置是监测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确保取

样点设置得正确，从而使监控结果更加精确。同时，依

据《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中有关要求，在排放监控中，有关部门要严格按有

关标准进行抽样和确定。在选择取样地点时，应避免影

响监控工作的因素，例如大截面变化、弯头和浓烟等 [6]。

5、样品采集

取样是排放污染物排放的一个关键步骤。样品采集、

监测、分析时，在取样地点设定后，要对样品进行采集

和加工。在污染物排放监控中，一般采用浓度取样和连

续取样取样。若发射源的一次性发射时间少于 1 小时，

可以对样本进行持续取样。若一次发射时间大于 1 小时，

可采用适当的取样方式进行取样。

6、监测频率和时间

取样频率是在一段时期里取样的数量，取样时间是

从取样的起始到结束的一段时期。要根据监测目的、污

染物分布特点和分析方法灵敏度等方面来决定。比如，

为了监控环境空气品质的长期变化，最好采用持续或间

断的取样方法；紧急情况下，紧急情况下，需要迅速分

析，取样周期尽可能缩短；对于一级环境影响评估，必

须在夏天和冬天同时进行，每期必须收集 7 天以上的典

型资料，每日取样监测六次（2：00、7：00、10：00、

14：00、16：00、19：00）。

7、监测质量

环境空气中的污染状况、浓度、物理化学特性以及

所采用的监测手段，均有不同的取样方式。与水质监控

类似，为了得到更精确、更具可比的监控效果，必须采

取标准化的监测手段。在环境空气污染的检测中，主要

使用的是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荧光光度法、液相

色谱法、原子吸收法等，而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某些含量低、难分离、危害较大的有机物的使用

测量方法也日益增多，例如气相色谱 - 质谱（GC-MS）、

液相色谱 - 质谱（LC-MS）、气相色谱 - 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GC-FTIR）等多种技术的结合 [7]。

三、采集中的细节问题

（一）富集方法下的采集

1、溶液吸收

取样结果和吸收方式的溶解程度与吸收过程中气泡

的存在、气泡直径大小和吸收过程的性质有很大关系。

同时，取样效率和溶质速率还取决于吸附器内的气泡产

生的时机，同时还需要考虑吸附溶液的溶解度和稳定性，

因为吸附溶液与所收集的溶液的稳定性差，会导致气体

的氧化。同时，在高温、高温、相对湿度大的环境下，

也会导致环境空气的氧化。

2、固体吸附

采用此法进行采样时，要特别留意采样的数量。在

测定吸附剂时，取样的速度和时长也应该被限定，取样

管内的最后 1/3 所吸收的材料少于 10%（对应的试样容积

被称作渗滤容积）。样品的浸润容积与样品的性质、样品

的共存特性、样品的温度、环境湿度、取样流量等有关。

（二）采集器具准备

1、采样器具

取样前和取样之前，应使用吸液仪检测管道的干净

和完好，并进行替换。检验所用吸水器的吸附量和吸附

量的需要，以及汽泡的扩散情况。抽吸管应选取 10% 样

本进行真空脱吸、脱吸，并及时进行滤芯、除尘剂、设

备烘干。如果在干式水泵中出现了氧化膜，则必须进行

替换。

2、密封性

选用合适的吸附器，如有需要，与采样设备相连，

并对其进行密封。在现场采样时，应对真空罐、气囊、

注射罐等的气密进行检查，防止其它气体混入、丢失样

品、气瓶泄漏等问题，保证样品的安全。

3、采集前后

采样系统的流量应该用一个合格的流量表来检验，

该流量表的流量误差在 5% 以下，并且用一个经过标定的

孔板式流量仪来测量。在流速仪失效值超过 2% 的情况

下，对探针的流率进行修正，建议使用国家认可的气温

仪来测量：当误差超过 2℃时，要对取样装置进行修正；

用标准的气压计测量，在误差为 2℃的情况下，对取样器

的压力进行正确的修正 [8]。

4、器具选择

采样仪器和仪器应该根据与检测元件有关的最可信

测试结果来选取，必须认真地评价和检验采样仪器组件

（例如管道，密封剂，金属或塑料零件）。安装采样设备

和合适的物料的集装箱应该按照控制器的需要来进行。

在采样时，由于对周围环境中的物质进行了吸收，造成

了采样成分的丢失，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错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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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防护及控制分析

通过对污染物来源、主要污染物的监控过程、污染

物的安全防护和品质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

其进行监控和改进。

（一）采集点分析

取样地点的安全与品质管理，需要对其生产过程及

各大废气设备进行全面的理解与严格的监控，才能更好

地锁定其排放物的密度及水平，并在取样地点作出适当

的布置。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取样点进行全面细致的

研究。在监控环境污染控制的指标和过程中，必须对污

染的现场监控级别和地点进行细致的分析。在取样点的

选取上，要对取样部位进行适当的规划与分析，并要充

分地顾及竖向剖面，尽量不要在特定部位（例如断面或

弯曲处）取样，但不可大于 6 倍阀体尺寸的大小。为了

保证采样的合理性，保证了气体监测的准确性、安全性

和质量，应选取超过上封头直径三倍的曲线 [9]。

（二）采集量及特性分析

在污染物来源上，由于环境空气的安全性与品质的

监控，其运行环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废气的

排放有所改变，从而对环境空气监控的执行造成一定的

不利影响。另外，在各种工况下，根据实际工况，废气

的组成也是有差异的。为了防止对污染物的排放产生干

扰，应加大对废气的检测与监控。

（三）采集过滤分析

利用排污管的简单过滤筒泵对烟气进行监控，例如：

除尘装置，其主体是钢玉石滤筒和玻璃钢滤筒。在这些

因素中，滤芯的前处理与准备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直接关系到污染物排放监控的安全性与品质。

五、结束语

从环境角度来看，废气是一种主要的污染物传播方

式，因此对其进行治理十分必要。在对废气进行人工监

控和监控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控，确保其人身和

财产的健康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在进行监控前，有关

部门必须对整个监控流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对其进

行安全检查。其次，要确保监测资料的准确性，必须持

续强化监测技术，强化监测工作，并透过讲授与培训，

逐步让民众认识到监测工作的重要性，进而愈益重视监

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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