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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ork can better clarify the air pollution situation, and then 
targete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thod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he reasonable layout of monitoring points is a very critical 
link,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whether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results are representative and whether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can be effectively feedback.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is, mainly from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distribution principle, distribution methods and other dimensions, 
hope tha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ts,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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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监测的应用及布点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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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落实可以更好地明确大气污染情况，进而针对性地分析环境治理方法，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和保障。而在大气环境监测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合理布设监测点位是十分关键的一环，这将会直接影响大气
环境监测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有效反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此，主要从大气环境监测的应用价
值和大气环境监测布点原则、布点方法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希望通过论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
与借鉴，有效落实大气环境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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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提高人们消费能力、改善人们

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

这样的背景下环境治理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在环境治

理的过程中有效落实大气环境监测是十分必要的。

2 大气环境监测的应用价值

首先，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带动了各类产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在各行业经营生产的过程

中很容易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废渣，进而对于大气环境、水

源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工业产业在生产

运营过程中废气产生节点多、体量大，对于大气环境的危害

更大。此外，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升，汽车尾气排放体

量不断增加，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大气环境。由此可见，时代

发展让大气环境污染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大气环境监测作为

大气污染治理中十分关键的一环也必须引起关注和重视，加

强技术控制与管理。

其次，大气环境监测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中可以通

过监测点位的科学布设、配合相应的监测仪器设备来有效分

析大气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及污染物的类型，进而获得更加

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在此之后则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明确大

气污染物的理化性质，找到相应的治理方案和解决对策，保

障治理方案的针对性与科学性，这可以有效降低大气环境污

染治理过程中所需要消耗的成本和资源，提高大气环境治理

的成效。

最后，大气环境污染也会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和

动植物生长，有效落实大气环境监测一方面可以通过天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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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形式来帮助人们更好地明确如何更好地规避大气污染

所带来的身体影响，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可

以根据监测数据针对性地优化治理方法，进而更好地保障生

态平衡，维护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由此可见大气环境监测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借鉴价

值，而大气环境监测中合理布设点位是十分必要的，在分析

大气环境点位布设方法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大气环境监测点

位的布设原则。

3 大气环境监测的布点原则

首先，在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应当秉承着

因地制宜原则，这是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布设的基本原则和首

要原则，只有结合实际情况来合理布设点位才可以保障采样

数据的准确性，因此需要结合该地区的气候情况、产业发展

特点、人口密集程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采样点位的

数量及采样点位的布设位置，例如人口密集区则可以适当增

加采样点位，而人口稀少区则可以适当减少采样点位，避免

重复性设置采样点位进而导致资源浪费等相应问题。此外，

在采样点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调整采样位置，

确保采样点位处于较为平坦的地区且与周边建筑的夹角恰

当，避免夹角过大或采样点位与建筑距离过远，进而导致监

测结果受到较大的影响。

其次，在大气监测采样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应当秉承着

典型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即对于一些特殊的地理空间区域

要适当地调节采样点位布置方案，如季风下风向则可以适当

增加采样点位，保障采样效果。此外，不同地区的受污染程

度存在着鲜明差异，因此在采样点位布设的过程中还应当遵

循层次性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污染程度差异化地制定采样

布局方案，保障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再次，在采样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应当秉承着目标性原

则，即根据大气环境监测目标对采样点位的高度、数量及具

体方案作出科学调整，例如想要通过大气环境监测来分析该

地区的大气污染是否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这时在采样点

位高度设置的过程中则可以将高度数值确定为 1~2m，更好

地保障监测结果的借鉴价值和使用价值。

最后，在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应当秉承着

稳定性原则，即在无特殊情况下不能随意更改采样点位或调

节采样点数量，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性、可

靠性和完整性。

4 大气环境监测的布点方法

4.1 落实准备工作
大气环境监测是一项系统性、技术性相对较强的工作，

在实践工作落实的过程中涉及的工作内容相对较多，大气环

境监测点位布设作为影响大气环境监测结果代表性、准确性

的重要工作环节，更需要加强控制，通过落实准备工作的方

式来保障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布设合理、科学，可以从以下几

点着手对准备工作做出优化和调整：

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紧抓责任机制、监

督机制、考核机制等相应的规章制度建设来更好地规范相关

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让相关工作人员在实现工作落实的过

程中有意识地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

进而更好地保障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确保监测点位布设工

作能够切实落实于实践当中，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1]。

其次，需要做好资料收集工作，这也是大气环境监测

点位布设准备环节中的主要准备内容，而在资料整合分析的

过程中应当抓住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需要收集污染源资

料，落实污染源分析，对于该地区的大气环境有一个初步的

了解，进而对大气环境监测点位的数量、位置、间距、高度

等相应参数作出适当调整。而在污染源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可

以从固定污染源和流动污染源两个角度整合信息列制污染

源清单，从污染源的排放时间、排放频度、污染速度和排放

体量等多个维度来展开分析。第二，需要收集气象资料，大

气污染之所以治理难度相对较高、治理成本相对较大，是因

为在强风降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流

动性相对较强，很容易扩散至更广的范围，污染物收集、整

合和处理难度相对较高，在大气环境监测工作落实的过程中

同样也会因为气象因素影响监测结果，因此必须收集完整的

气象资料，对于接下来一段周期内监测区域的气候环境有较

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如通过气象资料的收集整合对于该地

区的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降雨量、日照时间等相应因

素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后续监测方案的调整和点位布设方

案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第三，需要收集地形资料，

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在监测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

地将监测点位布设于地势平坦区域，进而保障监测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此外地势地形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风场结

构和温度场特征，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污染物浓度，因此需

要通过地形资料的收集整合来为监测点位的合理布设提供

更多的帮助。第四，还需要收集一些当地人健康资料、动植

物资料等，对于当地环境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进而为监测点

位的布设提供更多的参考 [2]。

最后，在准备工作落实的过程中还应当紧抓仪器设备

这一关键要点，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一方面需要结合大气

环境监测的实际需求购入更多的先进仪器设备，这对于提高

监测效率、保障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会产生较大的影

响。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完善的设施设备维修保养机制，明确

不同设施设备维修保养的时间与周期，结合不同仪器设备的

购入时间、老化程度、应用频率以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于精度

的要求来对维修规划作出科学调整，定期定向落实不同设施

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进而确保设施设备始终处于最佳运行

状态，避免因为设施设备运行问题进而导致监测结果的准确

性、可靠性受到较大的影响。此外，还需要在监测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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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做好人员培训和信息交底，确保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大气

环境监测项目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明确监测任务、监测内容、

监测目标、监测重点以及在监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确

保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大气环境监测各环节的工作内容有较

为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认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系统

化培训的方式来不断提高相关从业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专业能力，为点位布设方案的优化调整以及大气环境监测工

作的顺利推进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4.2 科学选择布点方法
就现阶段来看可供借鉴和选择的大气环境监测布点方

法是相对较多的，如网格布点法、同心圆布点法、功能区布

点法等相应的布点方法都是拥有效果相对较好且较为科学

的布点方法 [3]。

4.2.1 网格布点法
网格布点法顾名思义是将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呈网格状

布设，进而更好地了解被监测区域的实际情况，网格布点法

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影响其监测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主

要因素则是网格的比例，因此需要相关工作人员结合监测区

域的实际情况和点位布设要求以及大气环境监测要求对网

格比例作出适当调整，保障比例科学，确保网格具有相对均

匀性，进而提高监测效果，保障监测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此外，在网格布点法应用的过程中还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

一项内容则是结合实况明确网格中心或确定网格交叉位置，

合理布设点位。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对于待测区域的人口

数量、污染物类型、污染物浓度的相应信息做出有效整合，

保障网格设置的合理性。一般而言，网格布点法多应用于污

染源相对较多、污染物浓度相对较高的区域，因为该种技术

方法可以较好地保证布设点位的均衡性，进而从更加综合全

面的角度来反馈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情况，针对性地分

析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处理方法 [4]。

4.2.2 功能区布点法
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污染物，而不同类别的生产生活活动在开展的过程

中所产生的污染物质体量和类别也存在较大差异，功能区布

点法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来开展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工作人

员可以利用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娱乐休闲区

等相应功能区的生产经营特点分析不同区域污染物的排放

体量，讨论不同区域在运行过程中对于大气环境所产生的影

响，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不同功能区的特点差异化布设点位，

这样则可以更好地抓住主要矛盾和核心矛盾，保障点位布设

的合理性。例如，生活区承载居民生活功能，因此其大气污

染物排放体量是相对较小的，这时在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则可

以适当地减少生活区的点位布设，进而更好地提高点位布设

效率，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点位布设成本。

4.2.3 同心圆布点法
同心圆布点法顾名思义是以同心圆样式来布设点位，而

在点位布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则是确定

污染中心，以中心点为基点，向四周辐射，在此基础之上则

需要结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对辐射角度以及不同地区点位

布设的数量做出科学调整。例如，在主导风向的下风处则应

当多布设点位，而在上风处则需要适当减少采样点数量，以

此为中心来获得更加准确且完整的数据信息。一般而言，同

心圆布点更适用于污染相对而言较为集中的区域，尤其是重

污染区域采用同心圆布点法可以达到较好的监测效果 [5]。

5 结语

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落实可以为环境污染治理工

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与数据支持，保障环境污染治

理的科学性、针对性与有效性，进而更好地降低大气污染所

带来的影响，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平衡奠定良

好的基础和保障，而在大气环境监测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合理

布设点位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大气环境监测

的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结合实际情况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对点位布设方案做出科学的优化和调整，提

高点位布设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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