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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聚光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华电智控（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环境监测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海洋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建孟、成卓韦、李相贤、庞小兵、陈东之、周伟、李素静、池庆

帮、李非里、林文浩、王俏丽、赵景开、陆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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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大气污染立体监测体系建设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术语与定义、基本原则、基本组成、污染源监测、环

境空气监测、边界监测、高空监测、移动监测、应急监测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园区大气污染（主要是气态污染物）立体监测体系的建立，

同时也适用于其他类似化工企业聚集的工业园区立体监测体系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403.2 气体分析器性能表示 第 2 部分：气体中氧(采用高温电化

学传感器) 

GB/T 19870 工业检测型红外热像仪 

GB/T 20512 GPS 接收机导航定位数据输出格式 

GB/T 33674 气象数据集核心元数据 

GB/T 33703 自动气象站观测规范 

GB/T 33864 质谱仪通用规范 

GB/T3522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GB/T 36510 热气球 

GB/T37940 大气环境监测移动实验室通用技术规范 

GB/T 39612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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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65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 

HJ654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HJ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734 固定源污染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81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

和质控技术规范 

HJ8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

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872 环境空气 氯气等有毒有害气体的应急监测 电化学传感器

法 

HJ1010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气相色谱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 

HJ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19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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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91 一般运行及飞行规则 

CAAPNo.92-3 热气球运行指南 

CH/Z 8025 机载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机通用规范 

GJB 5433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JB/T 13999 电化学 VOCs 气体传感器 

DB 13/T 2544 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规范） 

DB31/T 310002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

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化工园区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以石化、化工产业为发展方向，集聚了若干石化化工类企业（项目），彼此

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形成相互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共享着由第三方所提供的公

用工程、基础公共设施和专业化服务的产业聚集区。 

3.2 立体监测体系 Three-dimensional monitoring system 

采用在线、离线及遥感等监测技术，集成环境空气监测、污染源监测、应急

监测等多种监测类型，构建的含分布式快速质谱在线监测设备、手工采样监测、

空气质量监测站、开放光路分析仪、车载式监测系统和遥测系统、无人机监测的

“点-线-面”实时立体监测体系，从而实现全方位、高精度的污染监测和边界通

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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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立体监测体系 

3.3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 Micro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集成光散射、电化学、光离子化、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传感器，用于连续自

动监测 PM2.5、PM10、SO2、NO2、CO、O3、非甲烷总烃等参数，获取空气质量

状况和气象参数的监测站，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 

3.4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 Small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采用相关标准方法的小型化、可直接用于室外自动监测空气质量状况的设备，

同时兼具质控点功能，用于对微站监测数据的日常校准。 

3.5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 Comprehensiv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 

采用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对空气污染理化特性、立体时空分布、成因和变化规

律及其生态和健康影响开展多维度、多参数、高时间分辨率长期观测和实验研究

的综合性大气环境监测站。 

3.6 开放光路分析系统 Open optical analyzer 

基于在开放环境中穿过大气污染物的光学路径，定量分析该光学路径上大气

点

空气监测站

快速质谱在线监测设备

手工监测

无人机监测系统

线

开放光路监测设备

车载式监测系统

无人机监测系统

面
边界通量监测设备

无人机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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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平均浓度的分析系统。 

3.7 分布式快速质谱在线监测  Distributed Rapid Mass Spectrum Continuous 

Monitoring  

分布式快速质谱在线监测由样气预处理单元、样品采集单元、分析单元 、

质控单元、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以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其分析单元主要由单

质谱构成，可覆盖园区企业厂界、车间、罐区、仓库及固定源等多种点位类型，

单套设备可实时监测多个点位（≥50 个）的挥发性有机物。 

3.8 手工采样监测 Manual sampling and monitoring 

在预设的采样点位上用聚氟乙烯（PVF）等氟聚合物薄膜气袋或内壁惰性化

处理后不锈钢真空罐采集固定源或逸散源所排放的废气，并将采集的样品按运输

和保存要求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处理的过程。 

3.9 有组织排放源 Organized emission sources 

燃煤、燃油、燃气的锅炉和工业炉窖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通过排气筒向空

气中排放的污染源。 

3.10 无组织排放源 Fugitive emission source 

指在生产材料准备、工艺反应、产品精馏、萃取、结晶、干燥、卸料等工艺

过程中通过蒸发、闪蒸、吹扫、置换、喷溅、涂布等方式直接向空气中排放的污

染源。 

3.11 边界通量监测 Flux monitoring 

以太阳为光源，通过测量和分析太阳光经过气体吸收后的吸收光谱或散射光

谱，来反演气体在单位面积上从地表到大气层顶柱体内所含的分子数，进而计算

测量区域的污染气体排放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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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无人机监测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monitoring 

利用无人机搭载大气监测设备，对不同高度处和不同高度平面的多种气体浓

度及气象参数同步监测，同时实时显示地理位置等相关辅助参数，并实现远程数

据传输和实时显示。 

3.13 气球监测 Hot-air balloon monitoring 

利用热空气产生升力的气球搭载大气监测设备，对不同位置不同高度的污染

物气体浓度和气象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并根据地理位置信息，显示行进路线污染

物空间分布。 

3.14 监测数据预警平台 Monitoring data and waming platform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将化工园区大气污染立体监测体系的监测

设备进行集成，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分析等功能，用于支持日常化工园区大气

环境管理以及辅助应急处置决策的管理平台。 

3.15 常规监测 Routine monitoring 

常规监测又称为监视性监测和例行监测，是对指定的项目进行定期的、长时

间的监测，以确定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源状况，主要包括固定源监测、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站等。 

3.16 应急监测 Emergency monitoring 

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对污染物、污染物浓度和污染范围进行的监测，这

里特指对大气污染物、污染物浓度、污染范围的监测，主要包括手持式便携式现

场监测、移动走航监测、无人机监测等手段。 

3.17 固定监测 Fixed monitoring 

在固定点位上，能对各种污染物进行连续自动采样、分析测定和传送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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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监测数据包括固定点位的气象数据、污染物数据等。 

3.18 移动监测 Cruse monitoring 

移动监测利用车载监测仪器及其他辅助设备，对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废气

进行连续自动监测，并根据地理位置信息，显示沿行进路线的污染物空间连续分

布，完成定性定量分析。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便携式监测设备定点监测，获取特

定点位的污染特征。 

4 基本原则 

4.1立体监测体系应充分考虑园区实际情况和管理部门监测要求，同时兼顾已获

得的大气污染物监测信息，可分步分阶段实施，遵循由点到线（面）、由常规监

测到应急监测、由地面监测到高空监测的设置原则。 

4.2 各种监测设备布点、监测频次、监测数据分析等应遵循 HJ664、HJ/T55 等相

关要求执行。 

4.3 监测数接入平台时传输网络应按 HJ460、HJ718 等相关要求执行，通讯协议

应按 HJ 212 执行。 

5 基本组成 

5.1 立体监测体系 

5.1.1 立体监测体系覆盖全域，由“点-线-面”监测设施组成，所有的监测数据通

过数据传输协议汇总至监测数据平台。 

5.1.2“点”监测设施是指反映某一点位上污染物组分及其浓度，必要时可同时反

映气象参数，包括环境空气在线监测、多点位全覆盖快速监测系统、走航车监测、

无人机监测和手工采样监测。 

5.1.3“线”监测设施是指能反映一定距离范围内某一条直线上污染物组分及其浓

度，如开放光路监测、无人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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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面”监测设施是能反映一定面域内污染物通量，如掩日红外监测、无人机

监测。 

5.1.5 监测设备根据空间位置，可以分为地面监测、近地面监测和高空监测。地面

监测包括环境空气在线监测、多点位全覆盖快速监测系统、开放光路、走航车监

测和手工采样监测，近地面监测是指掩日红外监测系统，高空监测是指无人机监

测。 

5.1.6 监测设备根据监测目的可分为常规监测和应急监测。常规监测包括环境空

气在线监测、多点位全覆盖快速监测系统、开放光路、掩日红外监测系统和手工

采样监测。应急监测包括走航车监测和无人机监测。 

5.1.7 监测设备根据监测对象可分为环境空气监测和污染源监测。环境空气监测

包括环境空气在线监测、开放光路、走航车监测、无人机监测和边界通量监测系

统，污染源监测包括走航车监测、无人机监测和手工采样监测， 

5.2 “点”监测设施 

5.2.1 环境空气质量站分为微型空气质量站、小型空气质量站和超级空气质量站。 

5.2.2 多点位全覆盖挥发性有机物快速监测系统（分布式快速质谱在线监测）由

样气预处理单元、样品采集单元、分析单元 、质控单元、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

以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 

5.2.3 无人机监测由无人机和气体检测仪组成，气体检测仪是监测设备的核心，

应包含电源系统、进样系统、检测系统、数据传输和存储系统以及其他保证仪器

能够正常运行的设备和部件。 

5.2.4 手工采样监测主要包括手工采样（气袋法和真空罐法）与样品分析（气相

色谱-质谱连用仪（Gas chromatograph- mass spectrometer, GC-MS）两个部分组成。

气袋法设备参照 HJ 732-2014 执行；真空罐法及 GC-MS 设备参照 HJ 759-2015 执

行。 

5.3 “线”监测设施 

5.3.1 开放光路根据光源与监测仪主机位置可分为收发一体式光路结构和收发分

体式光路两种结构。收发一体式结构包括光谱仪主机、光源、收发一体式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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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角反射镜和数据控制与处理系统；收发分体式结构包括光源、发射望远镜

系统、接收望远镜系统、光谱仪主机和数据控制与处理系统。根据不同测量需求，

开放光路监测设备可选用傅里叶红外光谱技术、紫外差分吸收光谱技术和激光光

谱技术。 

5.3.2 利用走航车搭载监测设备、电源等在行进中连续自动监测，对污染物进行

定性定量分析，形成在走航线路上实现污染物空间连续分布。 

5.3.3 利用无人机搭载污染物监测设备在高空飞行过程中连续自动监测污染物，

对污染物进行记录，能获得无人机飞行路径上的污染物浓度空间连续分布。 

 

5.4 “面”监测设施 

5.4.1 掩日红外监测系统，由太阳自动跟踪系统、红外信号光学导入系统、傅里叶

红外光谱仪和数据控制与处理系统组成。 

5.4.2 利用无人机搭载污染物监测设备在高空平面上进行高密度环绕飞行，对飞

行过程中的污染物进行记录，能获得无人机飞行平面上的污染物浓度平面空间分

布。 

6 污染源监测基本要求 

6.1污染源监测类型和组成 

6.1.1 污染源监测用于测量各污染源（如生产装置、废气净化系统及其排气筒等）

排放的气态污染物，根据采样方式，分为在线方式和离线方式，在线方式包括多

点位全覆盖快速监测系统和开放光路，离线方式包括手工采样。 

6.1.2 应根据污染源的类型设置合适的监测设备或监测方式，各种污染源监测应

互为补充，并应相互验证。  



                                                                      T/CPCIF XXXX-2023 

10 

 

6.2分布式快速质谱 

6.2.1 系统组成 

6.2.1.1 系统具有特征物质识别准确性高、智能化实时分析点位监测需求、响应时

间短、以现场分析为主。 

6.2.1.2 监测系统由样气预处理单元、样品采集单元、分析单元 、质控单元、数

据采集和传输单元以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 

6.2.1.2 样气预处理单元主要由无组织排放源预处理设备和有组织排放源预处理

设备组成，用于样气的除湿除尘处理，保障监测设备稳定运行。前端预处理单元

具体要求见 6.2.3.1。 

6.2.1.3 样品采集单元主要由采样管路、采样泵和流量控制单元组成，用于环境空

气及固定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连续自动采集。样品采集单元具体要求见

6.2.3.2。 

6.2.1.4 分析单元主要为单质谱构成，由进样系统、离子源、质量分析器、检测器

等组成，用于对采集样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组分进行准确定性和定量。分析单元

的具体要求见 6.2.3.3。 

6.2.1.5 质控单元主要由零气、标准气等组成，用于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及核查。

质控单元的具体要求见 6.2.3.4。 

6.2.1.6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用于采集、处理和存储监测数据，并能按指令传输监

测数据和仪器设备工作状态信息。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的具体要求见 6.2.3.5。 

6.2.2 布点原则 

6.2.2.1 布点应满足代表性和全覆盖。代表性是指监测点位应能客观反映一定空间

范围内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水平和变化规律；全覆盖是指所有废气处理设施出口

均要设置排放监测点。 

6.2.2.2 点位分为有组织排放监测点和无组织排放监测点。前者主要设置固定源；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主要设置在生产车间的投料或下料处、仓库进出口、罐区。 

6.2.2.3 污染物未经处理或处理后不符合测试条件的测点，暂不设置测试点位，待

污染物得到有效收集处理且采样口符合测试条件后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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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技术要求 

6.2.3.1 样气预处理根据排放源种类，分为无组织排放源预处理设备和有组织排放

源预处理设备。 

6.2.3.2 无组织排放源预处理设备应使用便于更换或清洗的颗粒物过滤器，过滤器

滤料的材质是不吸附、不与待测物发生反应的不锈钢材质，过滤器能过滤 0.1μm

粒径以上的颗粒物，处理效率≥90%，并配有相应的挡雨装置。 

6.2.3.3 有组织排放源预处理系统包括初级次级过滤器（带反吹自净功能）、伴热

加热装置、制冷除湿装置、蠕动泵、增压泵、物联模块等。预处理系统的颗粒物

过滤与冷凝除湿功能应符合 HJ 76 中的相关技术要求。 

6.2.3.4 样品采样管路铺设前应对管线进行检查、清理，确保管路无破损管内无污

渍。 

6.2.3.5 采样管线铺设应满足管线的最小弯曲半径要求，要求弯曲半径不小于

80mm，杜绝管线堵塞、折扁、破损和断裂的情况，确保管路畅通。 

6.2.3.6 采样管路均须通过保压验漏测试，测试时堵住采样现场端，若流量降至

1L/min 以下，则认为正常;反之，需要排查并消除泄漏点;排除无泄漏后采样点流

量均要求达到 9L/min 及以上，否则视为此点管路有堵塞现象，需要排查并消除

堵塞点。 

6.2.3.7 采样管路、阀门及连接部件的制作材料，应选用不释放干扰物质且不与目

标化合物发生化学反应的材料，如聚四氟乙烯、不锈钢等。若使用不锈钢材料，

需进行惰性化处理。 

6.2.3.8 测定组分应至少包含 HJ1010-2018 内的 57 种挥发性有机物，并可通过选

择电子轰击离子源以用于监测卤代烃及 OVOCs 等特定组分，分析单路样品时间

不得超过 1 分钟，检测器对目标化合物响应良好、稳定，符合 GB/T 33864 相关

性能要求，应具有全扫描/选择离子扫描、自动/手动调谐、谱库检索等功能。 

6.2.3.9 监测系统的质控单元用于定期核查和校准。应具有自动核查功能，实现对

挥发性有机物组分的定期自动和/或手动核查，且频次可设置，具备手动和/或自

动校准的功能。 

6.2.3.10 系统连续运行 30d，质谱检测器检测组分的浓度漂移≤30%，有效数据率

≥80%，90%组分的系统残留浓度≤0.01μ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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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1 对监测数据实时采集、存储、计算，能输出 1 h 时间分辨率的数据。输

出结果应具有质量浓度和体积浓度单位切换功能。 

6.2.3.12 具有网络接入功能，能定时传输数据和图表。传输协议应符合 HJ 212 的

要求，能够实时显示各目标化合物监测数据和工作状态参数等，可设置条件查询

和显示历史数据；能够记录存储半年以上的数据，具有历史数据查询、导出功能。

停电后，能自动保存数据；能够设置高浓度数据报警阈值，超过阈值时，可对周

边相应点位自动重复加密监测。 

6.3手工采样监测 

6.3.1 点位布设 

6.3.1.1 结合一厂一策、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等资料调研和实地考察等方式

深入了解园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 VOCs 废气排放特征，兼顾固定源逸散源两类

排放源特点，重点针对主要污染源合理布设采样点位。 

6.3.1.2 采样点位应根据监测任务的目的、要求布设，必要时进行现场勘测后确定。

所选点位需要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能客观一定空间范围内所测污染物浓度水平。 

6.3.1.3 有组织样品来自园区固定源，采样对象通常为排气筒. 

6.3.1.4 无组织样品来自园区逸散源，通常包括生产装置泄露、储罐挥发、三废处

理逸散等环节，无组织采样点位主要由企业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特征确定。 

6.3.1.5 点位布设的具体要求及详细操作请参照 HJ 664-2013 和 HJ/T 397-2017。 

6.3.2 采样方法与频次 

6.3.2.1 应充分考虑污染物种类与浓度、污染源工况、样品采集、保存及运输几个

因素的影响，从整体出发，合理选择合适的设备。 

6.3.2.2 根据 HJ/T 397-2017、HJ 732-2014、HJ 759-2015 等相关规范，综合考虑化

工园区 VOCs 污染排放特征、样品采集与保存、样品分析测试、采样经济性等因

素。 

6.3.2.3 高浓度的固定源废气多采样气袋收集，而低浓度的污染源如逸散源等可采

用真空罐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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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采样频次的确定主要参考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和要求、实施监测的目的和

要求、被测污染源排放方式与特点、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的运行状况、检测分析

方法的检出限等。 

6.3.3 气袋采样法 

6.3.3.1 气袋采样系统如图 2 所示。 

6.3.3.2 气袋采样步骤、样品保存与运输参照 HJ/T 732-2014 的相关规定。 

6.3.3.3 采样管进气口位置应尽量靠近排放管道中心位置，采样管长度应尽可能

短。 

6.3.3.4 样品采集应优先使用新气袋。如需重复使用采样气袋，必须在采样前进行

空白实验。在已经使用过的气袋中注入除烃空气后密封，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

放置时间不少于实际监测时样品保存时间，然后使用与样品分析相同的操作步骤

测定目标 VOCs 浓度，如果浓度均低于方法检出限，可继续使用该气袋，抽空袋

内气体后保存；否则必须弃用。 

 
1—排气管道;2—玻璃棉过滤头; 3—Teflon 连接管;4—加热采样管;5—快接头阳头;6—快速

接头阴头;7—采样气袋;8—真空箱;9—阀门;10—活性碳过滤器;11—抽气泵。 

图 2 气袋采样系统 

6.3.4 真空罐采样法 

6.3.4.1 真空罐采样系统包括罐清洗装置、采样罐、流量控制器、标准流量计和过

滤器。 

6.3.4.2 罐清洗装置具有能将采样罐抽至真空（<10Pa），加温、加湿、加压清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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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不锈钢采样罐内壁惰性化处理，耐压值 >241kPa；标准流量计在

0.5ml/min~10.0ml/min 或 10ml/min~500ml/min 范围精确测定流量，过滤器的孔径

≤10µm。 

6.3.4.3 采样步骤、样品保存与运输参照 HJ 759-2015 的相关规定。 

6.3.4.4 所有样品废气经过的管路和接头均需进行惰性化处理，并保温以消除样品

吸附、冷凝和交叉污染。 

6.3.4.5 每批次（不多于 10 个样品/批次）设置一个平行样，平行样品中目标物的

相对偏差应小于等于 30%。 

6.3.5 样品分析与结果计算 

6.3.5.1 采用 GC-MS 对手工采样所得样品进行分析。 

6.3.5.2 样品分析操作参照 HJ 759-2015。 

6.3.5.3 应该重点选取真实性、合法性指标，构建相关模型，科学专业地进行分析。

并且反映在分析结果中对同一类问题的描述中，也要按照问题的重要性来排序。 

6.3.5.4 基础数据需要真实完整，分析过程需要科学合理全面，分析结果可靠，结

论内容实事求是。 

6.4 开放光路 

6.4.1 基本组成 

6.4.1.1 开放光路分析系统主要用于园区厂界、扩散途径站和无组织排放区域的多

组分污染气体在线监测。 

6.4.1.2 开放光路测量系统主要采用双站式架构设计，包括：发射光源及发射望远

镜系统、接收望远镜单元、光谱仪和软件处理系统。 

6.4.1.3 发射光源及发射望远镜系统功能主要为产生稳定的高强度信号并通过望

远镜准直输出。 

6.4.1.4 接收望远镜单元用于接收传输路径中目标气体吸收后的光学信息。 

6.4.1.5 光谱仪用于接收并检测包含气体吸收信息的光谱信号。 

6.4.1. 6 软件处理系统用于光谱处理、多组分定量分析、设备的自动连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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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布点原则与监测频次 

6.4.2.1 监测布点周围没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

监测仪器主机端和发射端之间无障碍物遮挡光路. 

6.4.2.2 监测布点应相对安全、防火措施有保障，且附近没有强电磁干扰。 

6.4.2.3 根据数据分析需要可在 1-10min 中之间选择监测间隔，在测量时段内可选

择全天候在线监测。 

6.4.3 质控要求 

6.4.3.1 用于采样监测部位全部暴露在几百米的环境中，因此对仪器的校准，通常

采用内置标定池，用等效的方法进行校准。 

6.4.3.2 对于在线监测仪器，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标定。 

7.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基本要求 

7.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 

7.1.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用于测量各级环境中空气质量状况，根据布点方式、

设备组成、质控要求等区别，分为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三个级别。各级空气质量监测站基础测量内容见附表 1，具

体测量内容可以根据园区大气污染物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有条件的园区也可在此

基础上对测量内容和指标进行增加和升级。 

7.1.2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布点应综合考虑代表性、可比性、整体性、前瞻性、

稳定性原则，符合 HJ664 的规定。 

7.1.3 环境空气质量站应全年连续运行，且数据有效率不低于 90%。 

7.1.4 量值传递过程中涉及的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表等计量仪表，应每年至少送

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计量检定和量值传递一次，标准气体应可追溯至国家一级标准或国际

同等级以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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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 

7.2.1 组成及原理 

7.2.1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由监测单元、采样单元、数据处理分析单元、数据传输

及存储单元、控制单元组成。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体积小、重量轻，可直接通过

立杆或壁挂的方式放置于室外开展连续自动监测。 

7.2.2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主要采用传感器原理，其监测项目见附表 2。 

7.2.2 布点方法 

7.2.2.1 根据点位功能及周边环境，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位可以分为污染源区域

监测点、厂界监测点、敏感区监测点、背景监测点、污染传输通道点、网格质控

点等; 

7.2.2.2 监测点位布设可采用方位法和网格法，采用方位法布点时原则上不少于 8

个方位，采用网格法布点时，监测网格原则上不大于 1km×1km，根据园区实际

情况和需求可适当加密布点; 

7.2.2.3 污染源区域监测点用于评价重点污染源附近的空气质量，应在污染源主导

风向和第二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处布设，兼顾排放强度大的污染源和污染的最大落

地浓度;厂界监测点、敏感区监测点、背景监测点分别在所关注的厂界、敏感点、

背景区域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布设；污染传输通道监测点应按照区域污

染传输通道或风道梯次布设;网格质控点可布设在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小型空气

质量监测站周边半径 10m 内或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周边半径 25m 内; 

7.2.2.4 设备采样口距地面高度一般应在 2-30m 范围内，采样口高度应充分考虑

空间代表性及污染传输、落地高度的影响; 

7.2.2.5 监测点周围水平面应保证 270°以上的捕集空间，如果采样口一遍靠近建

筑物，采样平面应有 180°以上的自由空间。 

7.2.3 数据采集及报送要求 

7.2.3.1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应实现独立的无线数据传输上报功能，采用单一通信

或混合通信方式，报送数据应符合 HJ212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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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数据采集和上报频次应不低于 1 次/分钟，且数据采集完成后 1 分钟内进

行数据上报。 

7.2.4 质控要求 

7.2.4.1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网格布点中应包括必要的网格质控点，网格质控点位

于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或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周边，用于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设

备传递与平行比对，保证监测数据质量。 

7.2.4.2 建设质量保证实验室，用于对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设备进行量值传递、校

准和审核等，并开展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设备的保养、维护、检修或更换发生故

障的仪器设备。 

7.3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 

7.3.1 组成及原理 

7.3.1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可由多种测量仪器组合集成，一般采用户外机柜或者

建设小型监测站房的形式建立。 

7.3.2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主要测量内容、原理和标准见附表 3。其中，总烃、甲

烷、非甲烷总烃设备应采用直接法气相色谱原理，以保障低浓度非甲烷总烃测量

数据的准确可靠；常规空气污染物应采用标准监测方法（HJ653 及 HJ654） 

7.3.2 布点方法 

7.3.2.1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位可分为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区域点、环境空气质量

背景点、污染监控点、路标交通点等类别，各类功能点位布点方法应符合 HJ 664

标准要求。 

7.3.2.2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点位数量一般小于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其布点应

优先选择有代表性的污染源、厂界或区域环境监测点位。 

7.3.3 数据采集及报送要求 

7.3.3.1 TVOC、NH3、H2S、综合恶臭监测仪器及氯化氢、氯气等其他园区特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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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因子采用传感器原理，其数据采集及报送要求同 7.2.3.1 要求。 

7.3.3.2 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苯系物监测仪器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4 次/小

时，报送数据应符合 HJ212 标准要求。 

7.3.3.3 常规空气质量污染物监测仪器数据采集及报送频率不低于 1 次/小时，报

送数据应符合 HJ212 标准要求。 

7.3.4 质控要求 

7.3.4.1TVOC、NH3、H2S、综合恶臭监测仪器及氯化氢、氯气等其他园区特征污

染因子的质控要求同 7.2.4.1 要求。 

7.3.4.2 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苯系物监测仪器质控周期及要求：每周需检查

氢气、载气、零气供应情况及主要性能参数，并需至少开展一次定量保留时间校

准、零点检查和标点检查，若零点检查浓度大于方法检出限或标点检查误差超出

±10%，应当重新进行校准;每月需至少进行一次采样流量检查，若误差超过±

10%，应当重新进行校准;每季度使用标准气体更新多点校准曲线，标准曲线上镉

浓度点残差与理论浓度比值应在±10%以内;每年需至少进行一次仪器的系统保

养，对气体管路、色谱柱及检测器进行老化、清洗，更换必要的耗材及配件，保

养及维修后，应进行多点校准、重复性、检出限等指标测定，保证仪器测量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7.2.4.3 常规空气质量污染物监测仪器，质控要求且应符合 HJ817（适用于 PM2.5、

PM10）、HJ818（适用于 SO2、NO2、CO、O3）标准要求。 

7.4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 

7.4.1 组成及原理 

7.4.1.1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因结合园区实际特征污染物情况，在小型空气质量监

测站监测因子的基础上，对污染物监测因子进行扩展。综合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

包含多种测量仪器，对空气污染理化特性、成因和变化规律进行观测。 

7.4.1.2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基础检测内容、原理和标准见附表 4。在此基础上，

可根据园区实际特征污染物特点，扩展颗粒物理化性质（包括水溶性离子、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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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元素碳、气溶胶质谱、粒径谱仪等）、光化学污染物组分（气态亚硝酸、过氧

乙酰硝酸酯、光解速率等）、地基垂直探测（颗粒物激光雷达、臭氧激光雷达、

微波辐射计、风廓线雷达）等方面相关仪器设备。 

7.4.1.3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在多维度、多参数的污染物理化特征、立体时空分布

等方面具有检测能力，可作为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和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的补充。 

7.4.2 布点方法 

7.4.2.1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主要用于评价园区区域空气质量及背景空气质量，可

分为园区空气质量评价点、环境影响评价点和背景点。应根据实际园区污染及影

响情况，确定所需的点位类型和数量。 

7.4.2.2 园区评价点一般设置在园区内部。可采用加密网格点实测或模拟计算方

法，估计所在园区污染物浓度的总体分布和平均值，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作

为区域评价点，且全部园区评价点的污染物浓度算术平均值应代表所在园区污染

物浓度总体平均值。 

7.4.2.3 环境影响评价点一般设置在园区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的城市建成区，且应优

先设置在污染传输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域。 

7.4.2.4 背景点应远离园区，一般设置在园区主导风向的上风向的受人为活动较少

的清洁地区，原则上应离开园区边界 20 千米以上，并远离其他污染源区 50 千米

以上。 

7.4.3 数据采集及报送要求 

7.4.3.1 非甲烷总烃、NH3、H2S、综合恶臭监测仪器，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监

测仪器，和常规空气质量污染物监测仪器数据采集及报送要求同 7.3.3 要求。 

7.4.3.2VOCs 组分监测仪器数据采集及报送频率不低于 1 次/小时，报送数据应符

合 HJ212 标准要求。 

7.4.4 质控要求 

7.4.4.1 非甲烷总烃、NH3、H2S、综合恶臭监测仪器，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监

测仪器，和常规空气质量污染物监测仪器的质控要求同 7.3.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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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2VOCs 组分监测仪器质控周期及要求：每日应开展仪器状态参数检查、基

线检查、保留时间检查、内标响应检查等工作;每周应开展气路检查、标气/辅助

气压力及漏气检查，根据仪器说明书或作业指导书对系统进行维护，并至少开展

一次定量保留时间校准、零点检查和标点检查，若超过 20%的组分不合格，应对

系统进行必要维护并重新进行校准;每月需至少进行一次采样流量检查，若误差

超过±5%，应当重新进行校准;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系统多点校准、零点噪声、准

确度、精密度、分离度等指标测定，测量结果应满足 HJ1010 中相关规定。 

8 边界通量监测基本要求 

8.1组成及原理 

8.1.1 边界通量监测有三部分构成：光学信号收集系统、光谱仪和分析系统。光学

信号收集系统保证太阳光学信号导入光谱仪内，光谱仪获取包含有待测组分信息

的光谱信号，分析系统主要用于光谱处理和多组分定量分析。 

8.1.2 边界通量监测主要采用掩日红外光谱法和差分吸收光谱法，掩日红外光谱

法是以太阳为红外辐射光源，通过测量和分析太阳光经过气体吸收后的吸收光谱，

来确定气体成分并反演气体浓度，差分吸收光谱法，通过测量和分析经过气体吸

收的太阳散射光谱，来确定气体成分并反演气体浓度。 

8.2 布点方法 

8.2.1 选择园区周边进行闭合路径走航，或沿园区上风向、下风向进行走航观测，

走航路径上尽量无障碍物遮挡太阳光。 

8.2.2 走航路径上实时获取太阳吸收光谱数据，根据实际监测需要结合太阳光进

行走航观测。 

8.3质控要求 

8.3.1 利用太阳光作为光源，在光路上采用内置标定池，用等效的方法进行校准。 

8.3.2 对于车载走航监测仪器，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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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空监测基本要求 

9.1 高空监测 

9.1.1 高空监测用于测量各种高空大气污染物浓度和气象参数，根据污染物监测

参数、监测高度及频率、监测仪器重量及体积、飞行监测路线等要求，可分为无

人机监测和热气球监测。 

9.1.2 应根据现场高空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需求，选择合适的高空监测手段。 

9.1.3 当执行高空检测任务时，需严格遵守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高空监测任

务的飞行要求，并提前进行相应的审批。 

9.2无人机监测 

9.2.1 组成 

9.2.1.1 无人机监测系统主要由无人机飞行模块、气体监测模块、任务载荷模块和

数据存储传输模块组成。 

9.2.1.2 飞行模块一般采用旋翼、固定翼和垂直起降无人机，应符合 GJB 5433-2005

相关要求。 

9.2.1.3 气体监测模块一般包括多参数气体传感器模块或装载气体检测仪，应符合

GB/T 18403.2-2013、JB/T 13999-2020、HJ 872－2017 相关标准，气体检测模块的

检测指标主要有臭氧、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一氧化氮、二氧化硫、

硫化氢、氨气、甲烷、总挥发性有机物、PM1.0、PM2.5 和 PM10 等污染物参数以及

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太阳辐射强度等气象参数，气体监测模块及配件的总重量

不得超过无人机的最大载荷。 

9.2.1.4 任务载荷模块一般可包括可见光相机、热红外相机和可见光倾斜数字航摄

仪，应符合 GB/T 19870-2005 相关标准，对气体泄露点、温度异常点和污染物高

浓度排放区域进行精准抓拍。 

9.2.1.5 数据存储传输模块一般包括直接存储数据的存储器及传输数据的无线传

输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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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6 气体监测模块和任务载荷模块的应安装置无人机的重心位置，保持无人机

的整体平衡性。 

9.2.2 监测路线确定 

9.2.2.1 飞行路线确定前，应在明确任务范围、目标精度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实

施计划，符合 GJB 5433-2005 相关要求。 

9.2.2.2 对监测区域进行实地踏勘，初步确定大气污染物重点排放区域，尤其是高

空的烟囱排放口和大型施工场地等重点污染物排放源，并合理规划飞行高度及路

线，选择合适的起飞降落场地，起飞前对无人机和气体检测仪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能在规定路线内正常工作。 

9.2.2.3 飞行作业应避免大雾、霾等能见度低和大风气象条件，以及各种覆盖物

（如积雪、洪水、扬尘等）的不利影响，原则上飞行高度不低于被测区域内最高

建筑物高度，最高飞行高度根据属地民航局规定的高度。 

9.2.2.4 地形较复杂的区域，需要人工操作引导无人机避开障碍区域。飞行过程既

可采用平面飞行路线，也可开展垂直高度飞行路线，无人机平面或垂直的移动速

度小于 2m/s。 

9.2.2.5 高空监测过程中，应实时关注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记录下污染物浓度显著

升高的地理位置及高度，为下一次监测任务提供参考。 

9.2.3 监测数据采集 

9.2.3.1 监测数据采集依靠气体监测模块完成，气体监测模块应具备气体浓度监测

及数据传输或存储的功能，气体监测模块的时间分辨率应适用于无人机的快速移

动。 

9.2.3.2 为了减少无人机桨叶转动对监测的影响，应尽量选择从无人机上方进气，

同时符合 HJ/T 193、HJ 654、DB 13/T 2544 相关要求。 

9.2.3.3 每次飞行任务结束后需填写飞行任务记录表，记录高浓度污染区域的地理

位置及高度等信息。 

9.2.3.4 每次飞行任务结束之后，及时查看数据是否保存完整。同时检查无人机桨

叶、机身和起落架等部件是否出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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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质控要求 

9.2.4.1 各模块都应水平安装，顶部朝上，安装牢固，安装完成后无人机整体重心

居中，无前后或左右倾斜，避免出现震颤、滑动、坠落等问题，以确保无人机在

监测过程中能稳定完成监测任务. 

9.2.4.2 所搭载的大气污染物监测设备在执行监测任务之前需要进行严格的校准

和性能测试，保证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数据的可靠性。 

9.2.4.3 在数据质量检查中发现质量问题时，应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进行修正。当

问题较多或性质问题较严重时，可要求补飞并要求相关人员重新处理，再次进行

最终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 

9.3 气球监测平台 

9.3.1 组成 

9.3.1.1 气球监测平台主要由热气球、气体监测设备、供电模块、气象模块和 GPS

模块组成。 

9.3.1.2 热气球应符合 GB/T 36510-2018 的规定。 

9.3.1.3 气象模块应参照 GB/T 35221-2017 中关于气象观测仪器的选型部分。 

9.3.1.4 气体监测设备应能检测 VOCs、O3 等化工园区主要特征污染物质。 

9.3.2 监测路线确定 

对于监测点位地形复杂，污染源排放高度高且人员难以携带监测设备进行监

测的点位，宜采用气球监测平台。热气球驾驶员应符合民航规章 CCAR-91 要求，

热气球起飞和降落位置应选取空旷位置，避开阻碍物其要求应符合 CAAPNo.92-

3要求，对于飞行高度要求应符合民航规章CCAR-91中对最低安全高度的要求。

在飞行前需进行实地踏勘，了解测区内的基本情况，如地形地貌、地表植被以及

周边的机场、重要设施、道路交通、工业布局、人口密度等信息。 

飞行监测区域范围包括园区内部、边界及园区污染潜在影响的周边区域，应

根据所涉及园区内污染企业分布、污染源分布等因素确定具体飞行监测区域。路

线应规避园区中易燃易爆大型罐体且应包含测试地区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和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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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飞行监测路线宜沿园区内部、园区边界、厂界、厂区污染源排放口上空进行

监测。 

9.3.3 监测数据采集 

9.3.3.1 数据采集主要分为气象数据、GPS 数据和搭载监测设备的监测数据三部

分。 

9.3.3.2 气象数据集元数据整理和汇编应参考 GB/T 33674-2017 中规定，GPS 数据

输出格式宜符合 GB/T 20512-2006 中要求。对气象和 GPS 数据采集频次应不大

于 1 次/小时，并应由热气球驾驶人员直接读取显示。 

9.3.3.3 对搭载采用远程传输的监测设备，通讯协议应符合 HJ/T 212 要求，应参

照 HJ 477-2009 关于无线传输方式部分的要求，具备将数据转发至上位机储存的

功能；对搭载不具备远程传输的监测设备，应自带数据储存功能由乘坐热气球实

验人员自行确认。用于搭载的监测设备，采集气体浓度数据应可实现最高频次为

1 次/分钟。监测参数包括非甲烷总烃、O3 和 NOx 等必须监测因子，可以检测颗

粒物、CO、SO2 等参数。 

9.3.4 质控要求 

9.3.4.1 监测设备在飞行前应进行相应标定，飞行后应对仪器、设备进行巡视和检

查，做好运行日志、校准数据等记录，并按时归档。 

9.3.4.2 对于搭载监测设备应采用标准物质进行标定，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标定，误

差应控制±5%以内，并及时归档。 

10走航监测基本要求 

10.1 基本组成 

10.1.1 走航监测车 

10.1.1.1 走航监测车即承载走航监测实验人员、仪器设备及相关装置的车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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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监测车应满足移动走航或非移动状态时进行工作。 

10.1.1.2 走航监测车辆应满足 GB/T 37940 的规定。 

10.1.2 监测项目及设备 

10.1.2.1 走航监测项目应依据园区大气污染物特点和监测需求进行配置，单套走

航监测系统可以配置如附表 5 中监测项目的一项或几项。 

10.1.2.2 开展移动走航过程中监测的设备的数据采集及上报频率应不低于 15 次/

分钟，开展定点监测的设备数据采集及上报频率应不低于 1 次/小时。报送数据

应符合 HJ212 标准要求。 

10.1.3 辅助仪器及要求 

10.1.3.1 供电设备的电量应至少满足走航监测设备连续运行 6h 以上。 

10.1.3.2 车载式大气采样系统采用多支路采样总管时，气体采样总管满足 HJ654

要求。颗粒物采样管满足 HJ653 要求。若车辆配有顶置空调，顶置空调排风口应

位于采样口沿车辆行进方向的后侧，且水平距离不小于 0.5m。采样口应高出车

顶不小于 0.2m。 

10.1.3.3 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及电子地图用于在走航监测行进过程中实时记录经纬

度坐标，数据记录频率应与污染物监测仪器相匹配。车载定位系统定位精度应不

大于 3m。 

10.1.3.4 车载气象监控系统能够测量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气压、风向和风速等

气象参数。其中风向和风速因子，应结合载具实时方位和速度等信息对风向风速

数据进行修正，获取实际风速及风向。 

10.1.3.5 气体稀释及标定系统用于对车载监测仪器进行标定质控。气体稀释系统

的最大稀释倍数应不小于 1000 倍。 

10.1.3.6 其他辅助设备，例如便携式监测设备、污染物手工采样装置、三维风廓

线仪等，根据实际监测需求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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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监测方案与实施 

10.2.1 监测方案制定 

10.2.1.1 走航监测宜在风速 8m/s 以下，无降水天气开展。 

10.2.1.2 走航监测区域范围包括园区内部、边界及园区污染潜在影响的周边区域，

应根据所涉及区域内污染企业分布、道路分布、敏感区分布、污染投诉情况等因

素确定具体走航监测区域。 

10.2.1.3 在制定走航监测路线前，应充分调研走航监测区域内污染源分布、特征

污染物质、预计走航时主导风向等信息。并结合已开展的走航监测结果、各级污

染源及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测量结果，初步分析污染浓度时空分布情况。 

10.2.1.4 结合走航区域污染源及污染浓度分布情况，规划走航监测路线。走航监

测路线宜沿城区、园区内部、园区边界、厂界、厂区内部道路进行监测。 

10.2.1.5 可根据污染源位置及主导风向，在污染源周边及下风向处规划走航路线；

可结合区域污染传输通道，结合实际道路规划污染传输监测走航路线，可以结合

区域大气环流特征，在区域大气环流路径上，结合实际道路规划区域大气污染特

征走航路线 

10.2.1.6 在走航路线中，可规划通过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周边道路，与相关站点数据进行对比验证。 

10.2.2 监测方案实施 

10.2.2.1 在走航监测开始前，应参考仪器说明书或作业指导书对走航监测仪器进

行维护和标定。标定完成后，应启动监测设备和车辆，在周边小范围内开展走航

试运行测试，确认走航监测系统运行正常。 

10.2.2.2 走航监测过程中，需优先保障行车安全，严格遵守国家、城市、园区及

企业内部相关法规及要求，在以较低车速行驶或临时停车时，应通过开启危险报

警闪光灯或鸣笛等方式对周边车辆进行警示。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走航

监测工作。 

10.2.2.3 按照规划走航监测方案及路线开展走航监测，必要时可对路线进行适当

调整，走航监测速度应满足每 10m-30m 获得一组有效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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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4 走航监测过程中，若发现所监测的某项或某几项污染物浓度明显较高时，

可在该点位附近道路巡航监测或停车定点监测，获取更为充足和全面的监测数据，

同时应当记录对应的监测时间、地点、特征污染物、周边环境情况、气象信息等

特征，并初步研判分析污染来源。 

10.2.2.5 根据需要对污染点位进行复测，并可利用手工监测方法对现场气体样品

进行采样并带回实验室分析验证。 

10.3 质控要求 

10.3.1 每次走航监测前、后，原则上，均应对走航监测仪器进行标点准确度检查。

若走航监测前标点检查不合格，应及时维护并重新标定仪器，标定合格后方可开

展走航监测;若走航监测后标点检查不合格，则该次走航监测定量数据仅作为参

考。 

10.3.2 走航监测仪器应当定期开展维护保养工作，每月应当至少进行一次采样流

量检查，若误差超过±5%，应当重新进行校准。  

10.3.3 量值传递过程同量值传递过程中涉及的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表等计量仪

表，应每年至少送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计量检定和量值传递一次，标准气体应可追

溯至国家一级标准或国际同等级以上标准。 

11应急监测基本要求 

11.1 应急监测的类型及其特点 

11.1.1应急监测是指因意外因素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突发环境

事件需要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主要大气污染物监测。 

11.1.2 应急监测一般包括无人机应急监测、走航车应急监测和便携式设备应急监

测。 

11.1.3 应急监测应从地面和不同垂直高度、点-线全方位进行监测，评估环境空

气质量受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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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应急监测的响应时间及监测要求 

11.2.1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立即启动应急监测程序，响应时间在 5min 内。 

11.2.2 应急监测应满足 HJ 589 里有关大气环境监测的要求。 

11.3 应急监测数据保障与质控要求 

11.3.1 应急监测数据应接入监测数据平台，作为历史数据为后续可能发生类似突

发环境事件提供参考。 

11.3.2 应急监测数据的质控要求需要满足相应监测设备对于监测数据的要求。 

12 监测预警平台 

12.1 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原则、组成及特点 

12.1.1 监测预警平台包括监测数据传输、监测数据处理与监测预警闭环处置，具

备数据采集、实时监测、快速预警、数据分析等功能。 

12.1.2 监测预警平台应支持二维、三维 GIS 可视化展示，支持数据最大用户并发

数≥10000 个，数据存储容量≥100TB。 

12.1.3 监测预警平台应预留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管的数据接口。 

12.2 监测数据传输 

12.2.1 数据采集传输主要在预警子站通过数采仪完成，实现大气污染物、气象、

视频等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和传输。 

12.2.2 数据传输网络应按 HJ460、HJ718 等相关要求执行，通讯协议应按 HJ 212

执行。 

12.3 监测数据处理 

12.3.1 平台应实现化工园区大气污染立体监测体系中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小型

空气质量监测站、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固定源、逸散源、无人机监测、移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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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监测等在线监测数据的接入，以及手工采样监测等非在线监测数据录入。 

12.3.2 平台应实现对监测数据的数据质控功能，保障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12.3.3 以列表、曲线、状态图等方式动态显示各站点的实时监控数据，具备查询

统计和对比分析功能。 

12.4 监测预警处置 

12.4.1 当监测点位数据超过设置的阈值时，系统应能自动报警并立即通知（语音、

电话、短信等方式）相关人员，支持一键定位和详细信息查看。 

12.4.2 对实时报警具备同步追踪其变化，最终实现报警闭环处置。 

12.5 应急监测数据接入 

 当发生环境突发事件后，平台应快速接入包括手持式便携式现场监测、移动

走航监测、无人机监测等现场应急监测数据，并实时动态更新应急监测数据，为

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T/CPCIF XXXX-2023 

30 

 

 

附录 

表 1 环境空气质量站的级别及其组成 

测量内容 
微型空气质量

监测站 

小型空气质

量监测站 

综合空气质量

监测站 

VOC 及

异味气体 

TVOC、NH3、

H2S、综合恶臭值 

电化学、光离子化或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传感

器原理 

总烃、甲烷、非甲

烷总烃 
- 气相色谱法 

VOCs 组分（包括

PAMs、TO15、含

氧醛酮等） 

- - 
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法 

常规空气

质量污染

物 

PM2.5、PM10 

光散射传感器

原理 
振荡天平或 β 射线原理 

SO2、NO2、CO、

O3 

电化学传感器

原理 

紫外荧光法、化学发光法、红

外吸收法、紫外吸收法、差分

吸收光谱法 

气象参数 
风向、风速、温

度、湿度、大气压 
超声波原理、传感器原理 

 

表 2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项目及原理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单元原理 

VOC 及异味气体 

TVOC 光离子化传感器 

NH3 电化学传感器 

H2S 电化学传感器 

综合恶臭值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 

常规空气质量污染

物 

PM2.5 光散射传感器 

PM10 光散射传感器 

SO2 电化学传感器 

NO2 电化学传感器 

CO 电化学传感器 

O3 电化学传感器 

气象参数 气象五参数 超声波原理、传感器原理 

 

表 3 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检测项目及原理 

类别 检测项目 监测单元原理 推荐参考标准 

VOC 及异味气

体 

TVOC 光离子化传感器 -- 

NH3 电化学传感器 -- 

H2S 电化学传感器 -- 

综合恶臭值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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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烃、甲烷、

非甲烷总烃、

苯 

气相色谱法（直接法） -- 

氯化氢、氯

气、甲醛、乙

醛、二氯甲

烷、三氯甲烷

等其他特征因

子 

电化学传感器或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传感器 
-- 

常规空气质量

污染物 

PM2.5 振荡天平或 β 射线原理 HJ 653 

PM10 振荡天平或 β 射线原理 HJ 653 

SO2 紫外荧光法/差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NO2 化学发光发/差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CO 
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非

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54 

O3 紫外吸收发/差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气象参数 气象五参数 超声波原理、传感器原理 -- 

 

表 4 综合空气质量监测站基础检测项目及原理 

类别 检测项目 监测单元原理 推荐参考标准 

VOC 及异味

气体 

TVOC 光离子化传感器 -- 

NH3 电化学传感器 -- 

H2S 电化学传感器 -- 

综合恶臭值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 -- 

总烃、甲烷、非

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法（直接法） -- 

VOCs 组分（包

括 PAMs-57、

TO15、含氧醛酮

等） 

气相色谱法或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法 
HJ 1010 

常规空气质量

污染物 

PM2.5 振荡天平或 β 射线原理 HJ 653 

PM10 振荡天平或 β 射线原理 HJ 653 

SO2 紫外荧光法/差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NO2 化学发光发/差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CO 
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非

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54 

O3 紫外吸收发/差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气象参数 气象五参数 超声波原理、传感器原理 -- 

 

表 5 走航监测污染物监测项目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单元原理 推荐参考标准 

VOC 及异味 TVOC 光离子化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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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NH3 电化学传感器 -- 

H2S 电化学传感器 -- 

综合恶臭值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 -- 

总烃、甲烷、非

甲烷总烃 

催化氧化/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原理 
HJ1012 

VOCs 组分（包

括 PAMs、

TO15、含氧醛酮

等） 

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法、飞行时间质谱、掩日红

外法 

气相色谱法可参

考 HJ 1010 

常规空气质

量污染物 

PM2.5 
传感器原理、振荡天平或 β 射

线原理 

HJ 653 

PM10 
传感器原理、振荡天平或 β 射

线原理 

HJ 653 

SO2 
传感器原理、紫外荧光法或差

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NO2 
传感器原理、化学发光发或差

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CO 
传感器原理、气体滤波相关红

外吸收法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54 

O3 
传感器原理、紫外吸收发或差

分吸收光谱法 

HJ 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