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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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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背景

保障重大活动顺利进行

重大活动如奥运会、国庆阅兵等，环

境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活动的顺利进

行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需要准确、

及时地监测和预报环境空气质量。

应对环境问题挑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

国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挑战，如大气

污染、雾霾等，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预报评估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评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测网络，发展了多种

数值预报模型，并应用于重大活动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中。

国内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评估技术方面起步较早，拥有先进的监测设备、数值预报模型和评估方法。例

如，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体系，并成功应用于多个重大活动

的环境保障中。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重大活动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技术体系

02



    

监测网络布局

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布设

在重大活动举办地及其周边地区，合

理布设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形成

覆盖全面的监测网络。

监测站点选址

根据活动举办地的地形、气象条件和

污染源分布等因素，科学选址，确保

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监测站点类型

包括城市站、区域站、背景站等不同

类型的监测站点，以满足不同空间尺

度和不同污染物的监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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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要素监测

实时监测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为空气

质量预报和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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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污染物监测

采用自动监测仪器对PM2.5、PM10、SO2、NO2、CO、O3等

常规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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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害污染物监测

针对重大活动可能产生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如VOCs、重金属等，

采用相应的监测方法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

监测指标与方法



通过自动监测仪器实时采集空气质量数据，并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
和质量控制。

数据采集

采用有线或无线传输方式，将实时监测数据传输至数据中心，确保
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数据传输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存储和备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同时，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为相关部门和公众提供数据服务。

数据存储与备份

数据采集与传



环境空气质量预报技

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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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气物理、化学原理，利用高性能计算机进

行数值模拟，预测未来空气质量状况。

数值预报模型

利用历史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建立空气质量

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预测。

统计预报方法

应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挖掘

空气质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提高预

测精度。

人工智能预报技术

预报模型与方法



固定源排放清单

包括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

业固定污染源的排放情况，是空

气质量预报的重要输入。

移动源排放清单

涵盖机动车、船舶、飞机等移动

污染源的排放情况，对空气质量

预报具有重要影响。

面源排放清单

针对农业、扬尘等面源污染，建

立排放清单，为空气质量预报提

供全面数据支撑。

污染源排放清单



气象要素影响

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气象要素对大气污染物的扩散、稀释
和转化具有重要影响。

气象条件预报

利用气象预报技术，对未来气象条件进行预测，为空气质量预报
提供重要依据。

大气化学过程模拟

考虑大气中污染物的化学反应过程，模拟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转化
和去除过程，提高空气质量预报的准确性。

气象条件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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