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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鸣与探索
·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管理办法

段再 明

山 西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
,

山 西 太原 仪 〕

摘 要 阐述 了加强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管理的重要性
,

指出了 目前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设置监

测点位时
,

既要考虑监测点的位置和数量
,

又要考虑监测点周围的人为活动
、

流动污染源
、

固定污染源和面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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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管理的重要性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 数据 反映 了一个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的优劣
,

体现了一个区域的整体形象以

及区域政府
、

行政长官对所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的重视程度
。

因此
,

探讨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管理办法
,

确保环境空气

监测点位具代表性
,

意义重大
。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
,

对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管理缺乏有效的

办法
,

设置的监测点位经常受到住地部门 单位 各

种管理因素的困扰
,

如 城市市政建设和拆迁
、

城市

市容摆摊设市的管理
,

城市交通车辆行驶和停放的

管理
,

以及城市园林绿化和人为活动
、

燃放烟花爆

竹等
,

致使环境空气监测结果 数据 的代表性受到

严重影响
,

从而无法准确反映辖区环境空气的质量

状况
。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管理办法

监侧点位置

二氧化硫
、

二氧化氮
、

总悬浮颗粒

物 巧
、

可吸人颗粒物
。 及硫酸盐化速率的

采样高度为 一 ,

以 一 为宜
。

巧
、

。 、

灰尘 自然沉降量及硫酸盐化速率的采样 口 应

与基础面有 以上 的高度
,

以减少扬尘 的影

响
。

监测点周围应开阔
,

采样 口水平线与周围建筑

物高度的夹角应不大于
,

采样 口 周 围 水平面

应该有
“

以上的 自由空 间
。

监测点周 围无局部

污染源
,

并避开树木及吸附能力较强 的建筑物川
。

监测点距高层建筑 层 以上 的距离应该是建筑

物高度的 倍以上
,

距一般建筑物的距离应该是

建筑物高度的 倍以上
,

以避免高层建筑物之间形

成的沟穴及产生的风切变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

监

测点离公路边的距离应在 以上
,

以避免公路

车流量等影响
。

在交通稠密区
,

监测点应距人行道

以上
。

监侧 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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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再明 一
,

男
,

山西太原人
,

高级工 程师
,

大

学
,

从事环境监测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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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空气监测点的设置应从以下几方面

考虑 网格实测
,

统计监测数据
,

并结合区域 内点

源
、

面源排放的数据资料
,

以模式模拟计算法对监

测点位优化论证 或以实际污染状况为依据
,

综合

考虑影响因子的作用
,

即考虑污染源强度
、

污染物

排放规律和变化
,

以及 已有的实际观测结果
,

并通

过对大气污染变化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识
,

把较为

复杂和难以真实描述的城市污染状况实际简化
,

用

这种综合技术法优化确定监测点位 或依据监测点

位的优化情况
,

并结合该地区多年的空气污染状况

及其发展趋势
、

工业能源等经济布局
,

以城市人 口

分布为主
,

结合地形
、

气象等 自然 因素考虑确定监

测点设置的数量
,

见表
。

表 区域环境空气监测点设置数 川 个

城市人 口 万人 一 一《 洲 以又〕

将
、 一。 、

《儿
、

场

灰尘 自然沉降量 一 一 一 一

硫酸盐化速率 一 一 一 一

驶和 内燃机使用
,

限制设置机动车停车场和开设机

动车修理
、

保养
、

清洗场所
,

限制建设机动车车库
。

固定污染源

以监测点为中心 范围内
,

限制使用居 民

炉灶 范围内限制使用食堂大灶 范围内

限制使用营业性炉灶 范围内限制使用燃烧

式茶炉 范围内限制使用燃烧式锅炉

范围内限制新建工业窑炉
。

面源

以监测点为中心 范围内
,

地面土层不得

裸露 范围内禁止堆放生活垃圾
,

禁止露天堆

放建筑材料 范围内禁止裸露运输建筑材料

和垃圾等固体废弃物 以 范围内
,

拆迁和建筑

施工时
,

其工地周围必须设置喷水装置
,

以防止扬

尘
,

地面硬化和植被覆盖均要求达到所在辖区的平

均水平
。

监测 点 附近的管理

人为活动

以监测点为中心 半径
,

下 同 范围内
,

限

制人为的散步游玩活动 范围内限制集会活

动和人工卫生清扫 范围内限制开设集贸市

场 范围内不得随意燃放烟花
、

爆竹 以刃

范围内不得集中燃放烟花
、

爆竹
。

流动污染源

以监测点为中心 范围内
,

限制机动车行

建议

为确保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具有代表性
,

监测数

据具有可 比性
,

能真实反映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

建

议国家制定 出台 区域环境空气监测点位的管理

条例
,

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规范管理提供依据
。

〔参考文献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大气环境监测优化布点方法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国家环境保护局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 」北京 国家环境保

护局
,

·

简讯
·

年江苏省环境监测与信息工作会议在徐州召开

江苏省环境监测与信息工作会议于 《 年 月 日一 日在徐州市召开
,

全省各省辖市环保局分管局长
、

环境监测

中心站站长
、

信息中心主任
,

以及优秀县级环境监测站的分管局长和站长共约 多人参加了会议
。

会议由省环境监测与

信息中心柏仇勇主任主持
,

省环保厅秦亚东副厅长对全省的监测与信息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

会议对全省环境监测工作进

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

进一步明确了环境监测与信息工作的定位
,

为环境监测的现代化和环境信息的规范化建设指明了

方向
,

强调了环境监测的技术执法地位
,

突出了环境监测在转型期转变服务观念
、

深化内部改革
、

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

会议还对 侧 年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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