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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探析
王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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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期间，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不仅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极大影响，还由于被污染的大

气中含有大量有害元素，危害人体健康。很多区域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极了解大气污染的成因与危害，了解当下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具体策略，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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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是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开展过程中，向大

气中排放各类有害污染物，大气在长期的污染影响下，远远

超出其承载力，从而引发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大气污染严

重时可在硫化物与氮氧化物等超标下，出现酸雨问题，对生

态环境及工农业发展造成极大危害。这些年很多城市雾霾严

重，也成为大气污染中比较典型的问题之一。但就目前实际

情况而言，对于大气污染的防治依然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

难题，下面就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展开深入探析，希

望能找到更加高效、可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手段，实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大气污染的成因与危害

（一）大气污染的成因

大气污染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向大气排放各类污染物质，

对大气产生破坏，影响大气质量，大气质量在持续恶化下初选

各类污染问题，比如雾霾、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大气污

染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社会问题，是当下环境治理的重点，

在大气污染治理前，需了解治理大气污染的成因，下面就从燃

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等多个角度分析大气污染的成因。

1．燃料燃烧

在我国有火力发电厂、钢铁厂等大厂，燃料燃烧量较多，

工业窑炉在燃料燃烧过程中，向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对环境

产生污染。同时民用炉灶、取暖锅炉等在燃料燃烧期间，也向

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燃烧燃放排放的

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和二氧化硫。

2．工业生产过程

工业生产全过程的不同环节可能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比如管道和设备的泄漏、燃烧所排放的废气等。化工企业产生

有机废气的部位主要为储罐区大小储罐日常进出料产生的呼吸

尾气、高位槽的呼吸口等。涂装行业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VOC

与颗粒粉尘，对大气环境产生污染。

染整行业中工厂生产过程工业油烟的产生也会污染大

气，润滑、冷却、雾化等是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的主要环

节。染整行业过程复杂，定型机烟气是主要污染物，定型机

烟气不仅带有难闻的气味，还会产生 0.01 ～ 1.0μm 的油雾

颗粒。高温定型机油烟废气的废气量、油烟质量浓度、颗粒

物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12000 ～ 20000m3/h、200 ～ 700mg/m3、

300 ～ 600mg/m3[1]。

油品储存分为加油站与油库。这两个部分也 hi 造成大气污

染，加油站日常加油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VOC）会在自然

蒸发中排放到大气中。同时当加油站在遇到火灾与爆炸时，不

仅会产生安全隐患，对大气污染也比较严重。油库储罐的自然

蒸、储罐日常呼吸气会让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

3．光化学污染

大气环境中发生化学反应再次造成危害的二次污染物，在

二次污染中光化学烟雾是危害较大，人们关注较多的一种 [2]。

光化学烟雾主要有伦敦型烟雾（硫酸烟雾）、洛杉矶型烟雾（光

化学烟雾）、工业型光化学烟雾等。这些光化学污染都与人类

的工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4．污水处理站恶臭

污水处理站对废水处理期间，含硫 / 氮等有机物会在微生

物氧化分解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物。硫化氢是污水处理厂的进

水提升泵房产生的主要臭气，硫化氢及其他含硫气体是污泥消

化稳定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处理站恶臭物质主要有氨气、硫醇、

VFAs（挥发性脂肪酸）与 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 [3]。

（二）大气污染的危害

1．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大气污染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人需要呼吸来维持

生命，但如果呼吸的空气含有污染物质，就会让人体产生呼吸

道疾病与生理机能障碍。当大气中污染物浓度较高时，就会让

人体产生急性污染中毒，或使病状恶化的问题。如果是轻微污

染，也会引发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呼吸道疾病。

2．对植物的危害

在污染大气的污染物中有二氧化硫、氟化物等，这些物质

会对植物生长产生危害，让植物叶表面产生伤斑，或者直接使

叶枯萎脱落。当大气污染物浓度较高时，会造成植物产量下降，

并影响植物的品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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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天气与气候会受到大气污染物的极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减

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量、增加大气降水量、下酸雨、增高大

气温度、全球变暖等。

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制度保障

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期间，需科学的、完善的制度体系予以

保障，但目前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主要表

现为责任体系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工作机制体系不完善

等。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导致在大气污染治理期间难度增加，

不利于实现“绿色”发展 [5]。

（二）缺乏重点

对大气污染进行防治，需明确重点，多措并举。但具体实

践过程中，由于工作重点未能明确，导致在工作中随意性较强，

且在工作期间治理时没有形成重点突破的方式，让区域内的大

气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各类污染源依然在排放污染物。

（三）大气污染的防治技术水平有待提升

在我国环境保护治理起步较晚，在长期治理过程中由于认

识不足，技术与设备投入不足等各种问题的影响，导致在大气

防治期间先进技术的应用水平较低，使得排放的废气不达标 [6]。

同时在大气污染监测过程中，对先进技术的应用水平也不高，

导致检测精准度与质量较低，无法为大气污染物的治理提供可

靠支持。

（四）土地沙化治理有待提升

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对生态环境造成比较严重的

破坏，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土地沙化。土地沙化后沙尘

与污染气团结融合，让大气中的污染颗粒物增多增大，对城市

环境及人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这些年沙尘暴的出现，成为大

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新的话题与焦点，要求重视沙尘暴治理，并

利用各种方法提升治理效果 [7]。

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具体策略

（一）加强制度保障

大气污染是城市“绿色”发展期间的重点工作，要求城市

及区域结合实际情况，能建立多层次抗霾体攻坚体系。为推进

各项环保任务与工作的顺利开展，需成立生态环保委员会，专

门负责此项工作。成立蓝天行动小组，制定更加科学的雾霾防

治方案，明确防治目标 [8]。要求区域内各县市，层层落实职责，

细化工作，形成合力，共同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完善配套和资金保障体系。在对大气污染进行防治期间，

要求能制定多项法律、制度与考核体系，共同服务于大气防治

工作的开展。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力度，通过市本级资金、上级

专项自己的使用，强化打我污染治理 [9]。同时也要利用金融及

社会资金，加大对大气防治技术研发企业的支持，同时也要让

社会资金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中，在政府与社会的资金支持下，

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完善工作机制体系是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

要求当地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国内外的大气防治经验，尤

其是雾霾防治经验，能完善调度机制、网格化管理机制、第三

方抽检机制等多项工作机制，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奠定基础 [10]。

（二）突出重点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需突出重点，多措并举，

确保大气污染治理的有效性。

首先，需加强燃煤治理。要将燃煤小锅炉淘汰，减少污染源。

积极建设 20t 以上燃煤锅炉脱销设施的建设，将烟气在线装置

安装在锅炉上，与国家重点污染源监控平台相连，做好对污染

排放的监控工作 [11]。加大燃煤锅炉执法力度。积极开展燃煤锅

炉的执法检查工作，一旦在检查中发现有锅炉超标排放的问题，

需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要求进行处理。

其次，强化秸秆治理。秸秆焚烧在农村比较常见，是污染

大气的主要来源。所以要加强对秸秆焚烧工作的治理，提升对

秸秆的综合利用。重视秸秆焚烧管控工作，建立起县、乡、村

三级秸秆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层层落实责任，并将秸秆焚烧工

作纳入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工作中。

最后，强化扬尘治理。扬尘的出现也会污染大气，所以要

求能做好扬尘治理工作，治理重点是建筑工地、城市周年开矿

长等，要求按照视频监控系统，对扬尘问题进行全面监控。同

时，也要积极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强化对工地及露天对方等重

点部位的监管与治理工作 [12]。重点工业企业、汽车修理行业、

4S 店喷涂有机废气、餐饮行业等都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

要求在治理期间对不达标的企业勒令整改，如果整改后依然不

符合要求，需实施关停。

（三）应用先进技术

1．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大气污染治理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对大气污染实施

精准治理。第一，工业污染治理。在工业发展期间会对周边环

境产生较大污染，危害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与身体健康。在工

业环境监测系统的应用下，能建立网格化监控系统结合智能采

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对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进行监测，

为大气污染治理及节能减排方案的制定提供支持。第二，餐饮

行业污染监测。我国餐饮行业的油烟问题是污染城市大气的污

染源之一，通过油烟监测系统的应用，能对油烟排放浓度、净

化器系统运行状态等进行 24 小时全方位在线监测，对餐饮行

业油烟净化器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了解餐饮行业不同阶段的

油烟污染状况。第三，建筑业污染监测。城市建筑工地是扬尘

污染的主要来源，为做好扬尘污染治理，需使用养成监测系统，

实施数字化监测，对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状况进行全面、精细化

工监测，为扬尘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2．智能技术的应用

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智能技术的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在

智能化站点空气质量精细化管控平台的应用下，对辖区内控制

环节质量及污染物进行精准、高效监测，也能对污染源进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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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定位，明确污染物，提升对污染物的治理与管控力度。综合

平台在发现 PM2.5 及 CO 的突然升高后，可对空气质量信息进行

提供与预报，这样工作人员能快速对污染源进行巡查预处理。也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识别污染源。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下，能

打造网格化监测预警系统，对污染源进行精准、快速捕捉，对空

气质量进行有效监控。污染源人工智能识别功能的应用，能自动

识别污染源，自动分派任务，可以对多种不同色度与相关性的土

层进行分解，能对雾、烟尘、蒸汽与颗粒物进行精准识别。

3．纳米光催化技术的应用

纳米光催化技术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作用显著，由于纳米光

催化技术在与中光敏效果明显，由于效率高，成为当下大气污

染治理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工业生产中会产生 CO、SO2 等有害

气体，对大气产生污染，从而形成温室效应、酸雨等，对人类

健康及可持续发展造成直接威胁。在大气净化中，可对一氧化

硫的净化率达到 60% 以上，对氨气的净化率更是高达 95% 以上。

在石油脱硫催化中，对于浓度范围为 33~855（×10-6）之间的

H2S 进行降解时，降解率更是高达 99%。

4．遥感技术的应用

利用卫星遥感监测，能第更大范围的大气污染进行监测，

在定量遥感技术与 GIS 技术的结合下可对大气污染进行有效监

测。无人机监测的应用，可在无人机搭载光学、红外传感器等，

对大气环境污染物进行有效监测，能将重点区域的污染源进行

精准确定。无人机监测在应用中更加灵活，测量值更加精准。

环境监测激光雷达在应用中，由于其具有波长短、方向性强等

优势得到广泛运用红，可对大气成分、城市上空环境污染物等

进行有效监测。

比如无人机激光雷达监测技术的应用，能在镜头将绿色激

光束发射到大气中，经过大气中的分子、颗粒物散射，再由

雷达系统接收。可对大气中的颗粒物进行监测，检测范围为

5km，还能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便于工作人员进行大气污染

的监测与治理。无人机激光雷达监测技术的便捷性较高，能快

速了解污染源，追溯污染物源头。

（四）注重绿化造林工程

对于沙尘暴的出现，最为有效的方式是植树造林，林木不

仅可以降低风速，吸附粉尘，还能在植物的呼吸作用下，对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吸收，释放出氧气，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但植树造林是人们大气污染治理中容易忽略的一环，由于无法

立即看到作用，且与大气污染之前的直接联系较少，所以并未

得到人们的重视。但在大气污染治理中，通过植树造林，能起

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不仅可以阻挡风沙，还能净化空气。

四、结束语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作，要求能从人员、制度、资金、

技术等多个方面出发，对大气污染进行综合防治。落实人员责

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应用先进技术，提升大气

污染治理质量与效率。同时，也要重视土地沙化给大气带来的

污染，因此需做好植树造林工作。未来，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依

然是“绿色”发展期间的重点工作，要求在治理过程中细化工

作内容，强化工作力度，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先进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给人民打造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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