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晋城市市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确保晋城市级环境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数据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可比性，依据《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664-2013）以及国家、省有

关生态环境法规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制定本技术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晋城市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包括

乡镇、企业、工业园区、交通等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二、点位布设原则

（一）代表性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客观反映一定空间范围内环境空气质

量水平和变化趋势，客观评价区域环境空气状况，及污染源对环

境空气质量的影响，预警潜在的环境风险。

（二）可比性

同类型监测点位设置环境条件应尽可能一致，使各个监测点



获取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三）整体性

环境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系统各网格应考虑城市自然地理、

气象等综合环境因素，以及工业布局、人口分布等社会经济特点，

在布局上应反映主要功能区和主要大气污染源的污染现状及变

化趋势。

（四）前瞻性

应结合当地规划考虑监测点位的布设，使确定的监测点能兼

顾未来空间格局变化的趋势。

（五）稳定性

监测点位位置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应变更，以保证监测资料

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三、点位布设要求

（一）乡镇点位

1.位于乡镇（办事处）政府驻地建成区内，原则上位于建成

区中心位置，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布设的，可以在建成区中心区进

行布设。

2.通过污染物扩散、迁移和规律，结合该区域常年主导风向

预测污染分布状况进而寻找合理的监测点位。

3.监测点位周围环境和采样口设置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Ⅰ。

（二）企业点位

1.原则上应设在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污染物高浓度



区以及主要固定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明显影响的区域。

2.应设置在污染排放源的主导风向或第二主导风向(一般采

用污染最重季节的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的厂界内，兼顾排放强度

最大的污染源以及仪器设备的安全性。

3.监测点位周围环境和采样口设置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Ⅰ。

四、点位增加、变更和撤销技术规范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一经设立，未经设立部门批准，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得擅自变更、调整或撤销。否则，监测数据无效，且视

为数据造假行为，并由点位设立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依法处理。

确需变更、调整或撤销的，要按照本技术规范进行技术论证和验

收审批。技术论证报告由各点位所涉及单位承担。审批确认由点

位设立部门完成。(技术论证、验收审批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Ⅱ、

附件Ⅲ)



附件Ⅰ：

监测点周围环境和采样口位置的具体要求

一、监测点周围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采取措施保证监测点附近 1000 米内的土地使用状况相

对稳定。

2.点式监测仪器采样口周围，监测光束附近或开放光程监测

仪器发射光源到监测光束接收端之间不能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

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从采样口或监测光束到附近

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应为该障碍物与采样口或监测光束

高度差的两倍以上，或从采样口至障碍物顶部与地平线夹角应小

于 30°。

3.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保证 270°以上的捕集空间，如果采

样口一边靠近建筑物，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有 180°以上的自由

空间。

4.监测点周围环境状况相对稳定，所在地质条件需长期稳定

和足够坚实，所在地点应避免受山洪、雪崩、山林火灾和泥石流

等局地灾害影响，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

5.监测点附近无强大的电磁干扰，周围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

应和避雷设备，通信线路容易安装和检修。

6.区域点和背景点周边向外的大视野需 360°开阔，1～10

千米方圆距离内应没有明显的视野阻断。



7.应考虑监测点位设置在机关单位及其他公共场所时，保证

通畅、便利的出入通道及条件，在出现突发状况时，可及时赶到

现场进行处理。

二、采样口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对于自动监测，其采样口或监测光束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3～20 米范围内。

2.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若所选监测点位

周围半径 300～500 米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 25 米以上，无法

按满足第一条的高度要求设置时，其采样口高度可以在 20～30

米范围内选取。

3.在建筑物上安装监测仪器时，监测仪器的采样口离建筑物

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 米。

4.对于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城市点，采样口周围至少 50 米范

围内无明显固定污染源，为避免车辆尾气等直接对监测结果产生

干扰，采样口与道路之间最小间隔距离应按下表的要求确定:

表 1 仪器采样口与交通道路之间最小间隔距离

道路日平均机动车流量

（日平均车辆数）

采样口与交通道路边缘之间最小距离（m）

PM10、PM2.5 SO2、NO2、CO 和 O3

≤3000 25 10

3000-6000 30 20

6000-15000 45 30

15000-40000 80 60

>40000 150 100



附件Ⅱ：

增加、变更和撤销点位需满足的具体要求

一、乡镇点位

1.因建成区面积扩大或行政区划变化，导致现有监测点位已

不能全面反映该建成区总体空气质量状况的，可增设或变更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点位。

2.因监测点位周边建筑发生较大变化，导致现有监测点位采

样空间缩小或采样高度提升而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因建设拆迁、

后勤保障等条件变化而不再具备运行条件的，可以小范围内适当

调整。

3.监测点位不再满足环境监测需要时，可对该监测点位进行

撤销。

二、企业点位

1.因企业增大生产规模或者厂区面积增大，导致现有监测点

位已不能全面反映该企业总体空气质量状况的，可增设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点位，或者变更现有监测点位位置。

2.因企业搬迁等原因导致现有监测点位无法正常开展监测

的，可对现有点位进行变更。

3.因企业生产安全等确需调整的，可小范围内适当调整。

4.因监测点位周边建筑发生较大变化，导致现有监测点位采

样空间缩小或采样高度提升而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因建设拆迁、



后勤保障等条件变化而不再具备运行条件的，可以小范围内适当

调整。

5.监测点位不再满足环境监测需要时，可对该监测点位进行

撤销。



附件Ⅲ：

点位增加、变更的论证及验收审批

一、技术论证需完成以下工作

1.增设点位

（1）区域空气污染现状与趋势分析、现监测点位的回顾性

评估及增设点位的必要性。

（2）空气污染物排放源分布调查与有关气象资料的搜集整

理。

（3）城市建设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调查。

（4）拟定点位调整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

（5）对区域空气污染现状的加密监测及污染水平的评价。

（6）论证增设点位的布设方案。

2.变更点位

（1）现点位的回顾性评估，说明需要调整移动位置的原因

以及区域空气质量现状。

（2）备选点位设置的规范性及合理性、代表性检查。

（3）验证备选点位与现点位的可比性，进行监测对比实验

(不得少于 15 个有效日均值数据)。

二、验收审批要考察的内容

1.增设验收应符合以下要求:

（1）相关设备出厂检验合格证。



（2）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

（3）相关主管单位出具的联网证明。

（4）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计划文档。

（5）监测系统连续稳定运行不少于 10 天，出具试运行阶段

数据报表。

（6）建立完整的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

（7）气象环境代表性:城市主导气流不受阻碍;点位主导风

向与区域主导风向最大偏离小于 45°。

（8）拟选点位和区域数据变化的一致性。

（9）点位设置的规范化要求条件。

（10）点位周围的环境状况。

2.变更点位验收

（1）备选点位与原点位是否属于同一类功能区。

（2）备选点位与原点位浓度误差小于 20%(因点位高度不符

合规范要求而调整点位的，可适当放宽)。

（3）移动距离是否超过规定要求。

（4）备选点位设置是否符合监测技术规范规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