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顶设备采集空气样本，其中右侧
的设备用于PM2.5空气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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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市环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洛阳大气环境
情况和市民关心的PM2.5监测问题进行了介绍。PM2.5的数
据是如何采集到的？监测站是如何运行的？监测数据对改
善空气质量有何作用？昨日，记者来到省环境质量自动监控
系统豫西宾馆自动站，一探究竟。

我市两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今年开始对PM2.5进行实验性监测

PM2.5如何测 记者为您探究竟

监测PM2.5数据，对市民来
说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让
市民知道空气情况如何吗？

刘献辉介绍，发布数据不是
目的，治理才是根本。实际上，
监测数据对下一步治理空气污
染有一定借鉴意义。

现在，雾霾影响市民的生
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雾霾天
气的出现？通过对 PM10 和
PM2.5的源分析，就能找到雾霾
的“真凶”。

几年前，市环保局曾委托南
开大学对我市PM10进行了源分
析。所谓的源分析，就是将仪器
搜集到的颗粒物样本进行分析，
找到它的组成成分，这样就可以
搞明白：雾霾中掺杂的到底是汽
车尾气？是建筑扬尘？还是工厂
排放的污染物？它们所占的比例
各是多少？找到“真凶”，就能采
取有针对性的环境治理措施。

我市的7个环境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站在城市区均匀分布，监
测仪器多安装在离地3米至15
米高的位置，四周空旷开阔，保证
了采样能代表城市实际空气质量
总体水平。

“此外，仪器的准确性也很关
键。”刘献辉说，每隔一段时间，市
环境监测站大气室的工作人员就
要对仪器的流量等指标进行校
准，对耗材进行更换。

“过滤薄膜就属于耗材。”刘
献辉指着仪表下方的数据说，这
里会显示薄膜负载率的数据，当
数据超过 90，就意味着薄膜快

“超载”了，该更换了。一般来说，
40天左右需要更换一次。同样
的，空气室外自动采集系统中过
滤PM2.5以上颗粒的装置也需
要定期清洗。

在屋顶采集的空气样本通过
管道直接被送入监测仪器。

打开监测仪器的机箱，首先
看到的是一个盒状分析仪，只有
普通的乐扣盒大小，其中部有一
个扣锁，用来更换过滤薄膜。

刘献辉介绍，分析仪的外层是
保温材料，它要保证分析仪内部恒
温在50℃，给空气样本提供一个
完美的实验环境。

简单来说，空气样本被送入
分析仪后，通过一个纽扣大小的
过滤薄膜，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
粒物会被截留在薄膜上，空气则
通过分析仪下方的管道被直接排

走了。仪器通过高达250赫兹的
频率振动薄膜，让颗粒物在薄膜
上“跳舞”，仪器再从中计算、分析
数据。

分析仪可读出瞬时值、30分
钟、1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平
均浓度等一组数值。数据再经过
计算机处理、分析并绘成变化曲
线，显示在信息平台上，通过计算
最终得出PM2.5的数据。

未来，我市发布的 PM2.5
数值，将以 7个监测站 24小时
的PM2.5平均浓度作为发布标
准，这代表全市城市区整体空
气质量。

要了解PM2.5的监测过程，
得先从屋顶的空气室外自动采集
系统说起。

在监测站屋顶，我们看到了
两个由三脚架支起的空气自动采
集设备：高度都在两米左右，顶端
有两个一高一低、形似香菇的采
集口，采集口旁边都有一个玻璃
瓶，只是其中一个中部多了一个
形似火柴盒的装置。

刘献辉说，这两个采集设备
分别是用于PM10和PM2.5空气
采样的，有“火柴盒”装置的用于
PM2.5空气采样，多出来的这个

“火柴盒”是过滤装置。
三脚架顶端的装置在业内被

称为“空气切割器”，它通过监测
站内的空气泵，以每分钟16.7升

的速度，将周围空气吸进管道。
其中，有15.7升空气从旁边的绿
色小管被直接排走，只有1升空
气进入监测管道。

只用1升空气为什么要吸入
16.7升呢？刘献辉说，这是为了保
证空气样品的多样性和真实性。

这1升空气并不会被马上送
进监测站内的分析仪，而是通过
过滤装置，先将空气中直径大于
2.5微米的颗粒物过滤掉，只留下
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

屋顶的装置中还有一个玻璃
瓶附件，这是分离装置，用于收集
水分、去除干扰因素。

经过这两道工序后，所采集
到的空气样本才会被送进仪器中
分析、监测。

我市有7个经过国家认证的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其中
有两个监测站今年开始对PM2.5
进行实验性监测，豫西宾馆自动
站是其中之一。

豫西宾馆自动站设在义勇前
街一栋4层建筑的楼顶。记者爬
上楼顶，楼顶中间的一间简易板房
就是监测站了，负责设备维护的市
环境监测站大气室的刘献辉说，监
测出来的数据将提供给省环保厅，
参与本市环境空气质量的评价。

走进监测站内，一股暖风扑面
而来。“室内是恒温恒湿的，这主要
是为了保护设备，平时站内不设工
作人员，都是设备自动进行监测数
据的采集，然后汇总到环境监测
中心进行分析，如果设备有故障

会自动报警。”刘献辉说。
小屋内的监测设备看上去像

个白色的冰箱，只不过“冰箱”是
由一个个方块组成的，每个方块
代表一项监测内容，同时配有一
个蓝色屏幕，全部为英文显示
的。按照屏幕显示的内容，可以
看到从上至下依次排序为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
氧化碳、臭氧。

左侧最上方有个微波炉大小
的方形设备，仪器正面的液晶屏
幕上，英文显示着30分钟、1小
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
PM2.5分析数值；在设备上端，有
管子直通屋顶，下方有数据线直
接与屋角的电脑相连，这就是传
说中的PM2.5的监测设备了。

颗粒物在薄膜上“跳舞”，仪器从中计
算、分析数据，最终得出PM2.5的数据

在屋顶采集的空气样本通过管道
直接被送入室内监测仪器

过滤薄膜只有纽扣大小，但是作用
非常重要，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
会被截留在薄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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