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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南京市现有的国控环境空气监测网络现状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环境空气监测网络优

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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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期间,南京城市化建设发展迅速,其市

区面积由 2000年的 1 026 km
2
扩大到 4 723 km

2
。

一城三区 (河西新城、东山新市区、仙林新市区和

江北新市区 )正在建设发展中, 城区扩大到

512 km
2
。南京的空气监测点是在老城区 64 km

2
基

础上确定的, 现点位代表的功能区类别已发生改

变,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状

况,需要对现行的环境空气监测网络进行研究, 提

出新的环境空气监测网络方案。

1 南京市环境空气监测网络现状

1. 1 格局

现有的玄武湖等 6个国控空气监测点集中在

老城区,随工业企业迁出主城及大批写字楼、商务

楼、住宅小区的兴建, 老城区已转变为商业交通居

民混合区,其测点的数据功能趋同, 设置点位疏密

失衡。与此同时, 中山陵风景区的不断开发,背景

点功能也在逐步丧失
[ 1- 2 ]
。

1. 2 点位现状

玄武湖点因玄武湖隧道通车及沿湖周边开发

建设, 丧失清洁点的功能。瑞金新村点位于二楼房

顶 1. 5 m左右, 四周均为 5层 ~ 7层居民楼,很难

获得稳定、可靠的监测数据,同时近年城市发展,使

该区域成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不再为代表居住

区监测点。

中华门点位于城郊结合部的交通要道,南来北

往车辆川流不息,该点位代表的是市区交通繁忙点

的环境质量,而不是交通区环境质量。

草场门点 10年前是文教区的典型代表,如今

东面有城西干道, 西面、南面、北面已成为交通、居

住、商业混合区。

山西路点作为商业区代表点, 该区域是南京繁

华的商业区域之一, 但在北、东北风气象条件下易

受城北工业区废气和当地餐饮废气影响, SO2测定

值偏高。

迈皋桥点代表工业区,但点位附近原有工业企

业向主城外工业园区搬迁,取而代之的是周边大量

商住楼盘, 该点已失去工业区的代表性。

中山陵点是背景点, 原为最清洁的测点,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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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旅游区的开发,以及城市东北方向燕栖地区工业

的发展,污染物随着城市主导风向输送并受过山气

流影响,该点难以代表南京最干净的区域。

1. 3 存在问题

( 1)测点集中在老城区, 功能代表性趋于一

致; ( 2)南京城市面积不断扩大, 新建的一城三区

已初具规模, 缺少相应的监测点位; ( 3)南京市搬

出和新建的企业相对集中在工业园和技术开发区,

尚无监测点位; ( 4)中山陵点已无法代表南京市环

境空气的背景状况。

2 南京市环境空气监测网络优化的设想

2. 1 优化原则及功能变化

考虑到现有的监测网络点位存在的问题, 结合

南京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更加全面客观反映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状况, 确定以下监测网络优化原则:

( 1)合并老城区内监测结果无显著差异的监测点

位。拆除瑞金新村点,迈皋桥点移至新港开发区,

将玄武湖点监测功能改为混合区; ( 2)确定永久历

史点。在合并监测结果无差异性点位的同时,重视

固定点位大量长期历史数据在表征环境空气变化

趋势方面的作用,所以确定 1个永久历史点。玄武

湖点地处城市最大的内湖中心,周边地理环境相对

稳定,将该点设为永久历史点,以其监测数据作为

城市大气质量变化趋势的参照; ( 3)新区增设监测

点。结合南京市发展规划, 以长江为轴线, 在每 1

个新城区设 1个监测点位; ( 4)调整背景点。在浦

口老山芝麻岭增设 1个全市空气质量背景点, 中山

陵点监测功能改为清洁点; ( 5)建设一个梯度点。

为全面了解城市中环境空气污染物扩散模式,

借鉴国外经验, 设立 1个梯度点。将草场门监测点

移至 318. 5 m 高的江苏电视塔, 在 0 m, 20 m,

50m, 100m, 200 m, 300 m处各安装监测采样探

头,在草场门点只监测降水。环境空气监测网络计

划点位变化情况见表 1。

表 1 环境空气监测网络计划点位变化情况

序号 测点名称 原有功能 功能属性 变动 备注

1 玄武湖 清洁区 混合区 永久点

2 瑞金路 居住区 混合区 拆除

3 中华门 交通区 交通区

4 草场门 文化区 混合区 移至电视塔,在 0m, 20m, 50m, 100m,

200m, 300m各设立监测采样探头

电视塔为梯度点,草场门点只

监测降水

5 山西路 商业区 商业区

6 迈皋桥 工业区 混合区 移至新港开发区

7 中山陵 背景点 清洁区

8 老山芝麻岭 - 背景点 新增

9 仙林大学 - 文化区 一城三区测点

10 河西奥体中心 - 文化区

11 浦口区站 - 居住区

12 江宁区站 -

2. 2 监测项目

按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主要

有 SO2、NO2和可吸入颗粒物等。随着城市产业结

构调整和功能的变化,居民对环境空气质量的要求

提高, 这 3项指标已不能满足需求, 应当适时调整

监测项目,对各空气监测点监测项目进行合理地、

有针对性地、有代表性地选择
[ 3- 6]
。

( 1) SO2

根据 10年来各点监测结果分析, SO2年均质

量浓度与全市平均质量浓度差异在 40 %内, SO2

来源明确, 保留数个具有代表性的点位对其监控,

可满足需要。建议在永久点、背景点、梯度点和一

城三区点测 SO2。

( 2)NO2

NO 2污染来源主要是汽车尾气,对其监控的重

点应放在对交通污染的监测。 10年的监测结果分

析表明,其各监测点 NO2的质量浓度差异及变化

规律特性与 SO 2的有相似之处, 各点位 NO2年均

质量浓度与全市平均质量浓度差异在 30%内。建

议在永久点、背景点、中华门点、梯度点和一城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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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监测 NO 2。

( 3)可吸入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是影响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的

首要污染物,尘污染是近年来市民环境空气投诉的

主要原因,多设监测点位有利于污染监控,各点均

测可吸入颗粒物。 PM2. 5已成社会关注的热点, 逐

步以 PM2. 5监测取代可吸入颗粒物的监测。

( 4)降尘

设置降尘监测点位和可吸入颗粒物的监测点

位相同。

( 5)硫酸盐化速率

硫酸盐化速率主要反映空气中含硫污染物

(主要是 SO2 )的污染状况, 硫酸盐化速率监测点位

的设置可同 SO2的监测点位。

( 6)H 2 S

H2 S是近年来造成南京市城区恶臭的主要原

因,虽然已经确定主要污染源, 但还有其他来源,环

境管理监控有难度,应该适当增加监测点位。增加

H2 S监测需要投入资金,如果能减少 SO 2的监测点

位,改监测 SO 2为监测 H 2S,再由布设监测点位配

合,可以一举两得。在背景点、永久点和新港开发

区点监测 H 2 S。另外, 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临时点

监测 H 2 S。

( 7) VOC (挥发性有机物 )

空气中有机污染物危害人体健康。石油运输

业、加油站、装潢业、商业、名目繁多的服务业, 以及

垃圾焚烧等为 VOC排放的大户。VOC与城市恶

臭、 三致! (致畸、致癌、致突变 )等有密切地联系。

因此, 加强对 VOC的监测, 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在背景点、永久点、新港开发区和梯度点监

测 VOC。

( 8)臭氧

臭氧是与 VOC相关的污染物, 应当引起关注。

监测点位与 VOC相同,考虑到机动车尾气中的 NOx

与 HC在阳光作用下,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含有臭氧,

因此,设置的臭氧监测点位同 VOC监测点位。

( 9)降水

城区中各点降水监测结果差异不大, 只在草场

门点和一城三区点测降水。

3 南京市环境空气监测网络优化方案

南京市环境空气监测网络优化方案见表 2。

表 2 南京市环境空气监测网络优化方案

序号 测点名称 功能属性 监测项目

1 玄武湖 混合区

(永久点 )

PM 10或 PM 2. 5、降尘、SO 2、NO 2、硫

酸盐化速率、H 2 S、VOC、O 3

2 中华门 交通区 PM 10或 PM 2. 5、降尘、NO2

3 电视塔 混合区

(梯度点 )

PM 10或 PM 2. 5、降尘、SO 2、NO 2、硫

酸盐化速率、VOC、O3

4 草场门 混合区 降水

5 山西路 商业区 PM 10或 PM 2. 5、降尘

6 新港开发区 工业区 PM 10或 PM 2. 5、降尘、H2 S、VOC、O 3

7 中山陵 清洁区 PM 10或 PM 2. 5、降尘

8 老山芝麻岭 背景区 PM 10或 PM 2. 5、降尘、SO 2、NO 2、

H 2 S、硫酸盐化速率、VOC、O 3

9 仙林大学 文化区 PM 10或 PM 2. 5、降尘、SO 2、NO 2、硫

酸盐化速率、VOC、O3、降水

10 河西奥体

中心

文化区

11 浦口区站 居住区

12 江宁区站 居住区

4 结语

南京城区的各区功能随城市发展已趋同,原有

的区划功能被生活、商业混合区取代, 现有的国控

环境空气监测点布设过于集中, 代表性单一, 监测

项目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议对全市环境空

气监测方案进行优化: ( 1)增设背景点; ( 2)在保留

1个永久历史点的基础上, 减少老城区监测点位,

在南京新城 (新区 )增设监测点位; ( 3)设立空气监

测梯度点; ( 4)监测项目应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

减少 SO2、NO2 的监测点位, 增加硫化氢、VOC、

PM 2. 5等监测项目及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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