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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霍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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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尤为重要。环境监测的开展不仅能获取区域污染数据，了解区域

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情况，同时也能为环境污染防治提供参考，进一步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本文

将探讨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应用，提出一些建议，旨在提升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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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水污染、大气污染问题受到

广泛关注。比如目前我国水污染问题十分严峻，包括河

流水污染、地下水污染、湖泊水污染等，不仅会影响区

域民众的身体健康，也会对区域动植物产生影响。再如

当前我国大气污染中，主要的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CO

2）、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以及悬浮颗

粒物（PM2.5 和 PM10），不仅会影响空气质量，也会加

剧全球气候变化，导致酸雨出现。因此，做好水及大气

污染的污染防治工作，不仅能保障区域民众的身体健康，

也能避免对区域生态平衡造成破坏，促进区域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1 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1.1 水及大气污染

1.1.1水污染

一是工业废水。工业废水是水污染的类型之一，污

染程度较高，会对水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危害。工业废水

主要来源于化工生产、食品加工、纺织等行业，一般工

业废水中有毒物质较多，会含有铅、镉、汞、铬等。不

仅会对附近河流、湖泊等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也会

让水体循环进入居民饮用水中，导致居民患上各类疾病。

二是生活污染。生活污水是指居民将生活中产生的污水

随意排放，如洗涤污水、粪污水等，这类污水中会含有

大量无机盐以及氮、硫、钾元素，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三是农业污水。农业污水是指农业生产中农

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会随着雨水流入周围的河流、湖

泊，导致区域水环境的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1]
。

1.1.2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指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物质进

入大气，导致污染物超标，比如硫化合物包括 SO2、H2

S 等，含氮化合物包括 NO、NO2、NH3等。这些污染物分

为一次污染与二次污染。其中一次污染是指直接排放的

污染物；二次污染是指一次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反应、

转化所形成的污染物。大气污染的危害较大，比如影响

植物生长、减少动物种群、引发全球变暖、引起酸雨灾

害等。

1.2 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必要性

水污染、大气污染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影响。

为了减少水污染、大气污染对人类自身及社会发展的影

响，防治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水污染、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开展，将有效保障人类的健康。比如由工

业生产、农业生产导致废水出现，不仅将破坏水资源，

也会危害人类健康，诱发并传播各类疾病。再如由于汽

车尾气以及工业废气的排放，会导致空气质量变差，引

发各类疾病，导致人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而相关部门通

过针对性的防治工作，将能减少水污染、大气污染带来

的危害，从而保障人类的健康。其次，水污染、空气污

染会对区域生态平衡造成破坏，比如水体污染会影响区

域生态平衡，同时污染物还会进入土壤、地下水，对水

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再如大气污染不仅会对人体健康

造成影响，也会对区域动植物造成损害，致使生态系统

退化。相关部门根据地区水污染、大气污染情况，可以

制定针对性的防治工作方案，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最

后，水污染、大气污染会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比如空

气污染会导致城市形象受损，难以吸引投资与旅游者。

相关部门根据水污染、大气污染的要求，可以制定针对

性的防治工作，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带来的影响，有

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2]
。

2 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
作用

2.1 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环境监测技术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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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技术尤为关键，

直接会影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2.1.1水污染环境监测技术。

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相关部门需要采用环境监测技

术，对区域水质安全情况、污染程度等进行评估，利用

评估方式制定针对性措施，实现对水环境的实时监测与

深入分析，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如在水环境的

监测过程中，可以采用物理监测的方式，主要监测悬浮

固体、浊度、温度等，了解水体的物理状态、变化情况；

在水环境监测过程中，可以采用化学监测方式，主要测

定水中的重金属、有机物等，测定方法包括荧光法、原

子吸收法、光度法等；在水环境监测环节，可以采用生

物监测的方式，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的敏感反应，对区

域水环境中的水质情况进行评估；水环境监测过程中，

监测人员可以采用遥感技术对区域水环境进行监测，这

种监测方式不仅流程便捷，也能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

有助于提升水环境监测效果；水环境监测中，监测人员

可以采用 GIS 进行监测，通过建模分析的方式能预测污

染物的扩散趋势以及潜在影响。

2.1.2大气污染环境监测技术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至关重

要，会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大气污染的监测主要有

空气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等，比如空气质量监测中，

涉及颗粒物、二氧化硫、臭氧、一氧化碳等方面的监测；

污染源监测方面，主要对产生大气污染的区域进行监测，

包括建筑工地现场、工业企业、机动车等，通过对污染

源监测分析，能实时掌握污染排放量、排放浓度等数据，

有助于建立污染源数据库，满足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

求。目前，监测手段分为站点监测、移动监测、遥感监

测三个类型，比如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监测人员

在大气污染监测中，可以采用遥感技术对区域大气环境

情况进行监测，获取区域大气环境中的光学影像数据，

相比于传统大气污染监测技术，具有全时段、高时空分

辨率等优势
[3]
。

2.2 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

作用

一是实时反馈数据信息。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

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可以及时反馈区域水污染情况、

大气污染情况，比如监测人员利用先进的遥感技术，能

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实时获取相关数据，有助于为

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二是科学决策支持。水及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工作尤为重要，通过科学合理的

监测方法，能采集较为全面的污染数据信息，有助于为

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的决策提供参考，制订科学的防治规

划，增强区域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三是制定

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相关人

员利用环境监测技术，能实时获取区域污染数据，快速

识别污染源头，分析污染的类型以及原因，有助于制定

针对性的防治措施，进一步提升水及大气污染防治成效。

四是预测污染趋势。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相关人

员利用环境监测技术，可以对区域的污染趋势进行分析，

以便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五是评

估治理效果。在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如何评估治

理效果是关键。相关部门可以利用环境监测的方式，对

区域环境数据进行评估分析，有助于为大气、水体的污

染治理提供参考，以便调整与改进水及大气污染防治方

案，提升水及大气污染防治水平
[4]
。

3 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
应用难点

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是关键。环境

监测工作将能避免环境继续恶化，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

污染防治措施，提升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本章

节将分析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

应用难点，以下将详细阐述。

3.1 污染防治体系不健全

环境监测在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应用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污染防治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比如环境监测

技术应用不足、污染防治流程不合理、污染防治评价不

足等，会影响环境监测效果，无法满足水及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要求。

3.2 监测人员素养不达标

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可能会

面临监测人员素养不达标的问题，比如现有监测人员在

环境监测应用方面，会面临监测人员素养不达标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监测人员的环境监测能力较弱，不了解一些

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
[5]
。

3.3 环境监测过程缺乏管理

环境监测在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应用过程，

可能面临缺乏管理的问题，比如管理观念陈旧，未能引

入精细化、数字化等先进管理理念；管理体系不完善，

导致管理标准化、合理性不足。

4 环境监测在当前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
应用建议

4.1 健全污染防治体系

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的应用至关重

要，会对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造成影响。相关部门应

健全污染防治体系，确保环境监测的有效应用。第一，

重视环境监测技术应用。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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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要重视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一方面，相关部门

应从环境监测角度出发，做好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规划，

明确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要点以及注意事项，确保环境

监测技术能有效应用于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另一方

面，相关部门要积极革新监测设备，淘汰一些老旧的监

测设备，采购一些现代化监测设备，从而提升监测水平。

第二，完善污染防治流程。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

环境监测过程涉及多个环节，相关部门应从环境监测的

目标及内容出发，制定针对性的流程体系，确保环境监

测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提升环境监测成效。第三，

做好污染防治评价。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相关部

门要注重做好污染防治的评价工作。比如建立针对性的

评价指标，利用评价反馈的方式及时找出环境监测应用

问题，以便对不足的地方优化改进，提升环境监测成效
[6]
。

4.2 组建专业监测队伍

环境监测的有效应用，离不开专业化监测队伍，这

也是提升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的关键。为此，相

关部门要从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出发，组建专业监测

队伍。第一，积极引进监测人才。相关部门要积极引进

监测人才。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做好监测人才的引进分

析，明确人才引进要点，结合环境监测在水及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的应用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引才方案，大

力引进监测人才，以便组建高素质监测队伍。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要注重监测人才选聘工作，比如从人才的现代

化技术应用能力、人才的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选聘，通

过选聘方式组建高素质监测队伍。另外，相关部门要做

好人才的需求调研，了解人才在物质、精神激励方面的

需求，从人才角度出发调整现有制度体系，以组建专业

化人才队伍。第二，不断培育监测人才。相关部门在开

展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过程中，要注重不断培养监

测人才。比如现有监测人员可能在应用一些先进监测技

术方面有所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基于

监测人员的能力短板，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育方案，通

过人才培育方式组建高素质监测队伍，满足水及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要求。另外，相关部门也要转变传统人才培

育观念，积极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培育，帮助监测人员掌

握环境监测技术的相关要点，以组建专业化监测队伍。

4.3 加强环境监测管理

环境监测在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应用环节，相

关部门要加强环境监测的管理工作。第一，转变传统管

理观念。相关部门在环境监测的应用中，要注重转变传

统管理观念，比如树立精细化管理观念、树立数字化管

理观念等，通过转变管理观念的方式，及时发现环境监

测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升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第二，不断完善环境监测管理体系。相关部门要根据环

境监测的应用，不断完善环境监测的管理体系，利用管

理方式规范环境监测过程，以便及时找出其中的不足，

增强环境监测成效
[7]
。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环境监测的

应用是关键。通过环境监测的方式，能有效掌握区域水

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情况，有助于提升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成效。为此，文章探讨环境监测在水及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的应用，并提出一些建议，比如相关部门要

重视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制定针对性的流程体系，确

保环境监测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相关部门要做好监

测人才的引进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引才方案，大力引

进监测人才；相关部门要根据环境监测的应用，不断完

善环境监测的管理体系等。希望上述探讨与分析能为环

境监测工作提供参考，提升区域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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