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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监测》

内容概要

《大气环境监测》，本书根据大气污染最新监测技术进展，较全面地介绍了大气中无机污染物和有机
污染物的监测方法。本书在介绍大气常规监测技术的同时，注重反映大气环境监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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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大气环境监测的产生与发展一、大气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二、大气环境监测的产
生三、大气环境监测发展概况第二节 大气环境监测的目的和分类一、大气环境监测的目的二、大气环
境监测的分类第三节 大气环境监测技术概述一、大气污染与大气环境监测的特点二、监测技术概述第
四节 大气环境标准一、环境质量标准二、污染物排放标准三、环境基础标准和方法标准思考题和习题
第二章 空气污染基本知识第一节 空气的组成一、大气、空气和大气污染二、空气的组成第二节 大气
污染的危害一、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二、对植物的影响三、对器物和材料的影响四、对大气能见度和气
候的影响第三节 空气污染源一、自然污染源二、人为污染源第四节 空气污染物及其存在状态一、污
染物的成因分类二、污染物的存在状态三、污染物的浓度表示方法思考题和习题第三章 空气污染监测
方案的制定第一节 资料收集与监测项目确定一、监测目的二、调研与资料收集三、监测项目的确定第
二节 监测点的布设一、布设采样点的原则和要求二、监测点数目的确定三、采样点布设方法第三节 
采样时间、频率和方法一、采样时间与频率的确定二、采样方法、监测方法和质量保证思考题和习题
第四章 采样方法与采样仪器第一节 直接采样法一、注射器采样二、采气袋采样三、采气管采样四、
真空瓶采样第二节 富集采样法一、溶液吸收法二、填充柱阻留法三、滤料阻留法四、低温冷凝法五、
静电沉降法六、扩散（渗透）法七、 自然积集法八、综合采样法第三节 采样仪器一、仪器组成二、
专用采样器三、采样效率思考题和习题第五章 气态和蒸汽态污染物的监测第六章 大气颗粒物及其组
分的监测第七章 降水监测第八章 空气污染源监测第九章 空气中放射性污染监测第十章 自动监测技术

Page 3



《大气环境监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大气污染是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之一。要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
大气污染进行控制和治理，使大气环境质量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大气环境监测是指为了确定大
气环境质量、大气污染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对大气中各种污染因子的种类和浓度进行测定的过程。大
气环境监测源于大气环境污染的出现，并随着大气环境的日益恶化而受到重视。　　第一节 大气环境
监测的产生与发展　　一、大气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在环境科学中大气和空气这两个概念没有本质的
区别，本书中将这两个概念视为同义词。大气环境是指某个人群或整个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周围大
气。大气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它为人们提供了生存不可缺少的氧气。人类在
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与大气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对大气施加影响。　　大气环境质量是指在一定
范围的大气中，大气环境的总体或某些组成要素对人群的生存、繁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
。大气环境质量包括大气环境综合质量和各种大气环境要素的质量。而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因素既有
物质因素也有能量因素。　　二、大气环境监测的产生　　大气环境监测是环境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是进行大气环境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大气环境监测是间断或连缤地对大气中污染物的种类、浓度
进行观测，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自有人类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地球大气环境
的利用和影响。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参与了大气环境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不断改变着地球
大气环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大气环境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
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因此，大气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不突出。工业革命后，由
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使工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人类随之排放的污染物大量增加，造成了大气污染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有五件就是大气污染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
发病或死亡。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大气污染造成的灾害更加严重。光化学烟雾在美国、日本、德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许多国家屡有发生。据统计，世界上十座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多
数集中在中国，而且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近年来，中国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对大气环境也造成了严
重影响。面对大气环境质量的日趋下降，人类社会对大气环境质量关注程度逐步提高，大气环境监测
科学就应运而生了。　　三、大气环境监测发展概况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工作开展
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监测方式是人工定时定点采样，然后把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监测
项目多为化学污染物。这一时期的大气环境监测处于被动监测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
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因素不仅是化学因素，还有噪声、光、热、电磁辐射、
放射性等物理因素。因此，大气环境监测的手段除了化学手段外，还有物理、生物等手段。同时，监
测范围也从点污染的监测发展到面污染及区域性污染的监测。这一阶段称为主动监测阶段。从20世
纪70年代初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并使用了遥感、遥测技术，监测仪器
用电子计算机遥控，监测数据用有线和无线传输方式发送到监测中心控制室，进行集中处理。故可以
在短时间内观察到空气中污染因子的浓度或变化，预测预报未来的大气环境质量。这一阶段称为自动
监测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关国际组织建立了全球大气环境监测系统，开展了国际性大气污染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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