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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完善监

测制度，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时间和频次、采样、样品运输及

保存、监测分析方法、数据处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是对《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05）的修订。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6年 1月 1日，原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湖北省环

境监测中心站、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修订了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点位布设、样品运输和保存、降尘采样和数据处理等内容。

――补充完善了采样、监测分析方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标准的附录 A和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附录 D和附录 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科技标准司组织修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宁波市环境监测中心、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

范》（HJ/T 194-2005）。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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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的技术要求，适用于采用手工方法对环境空气质

量进行监测的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4675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5265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9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18 环境空气 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65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规范

HJ 691 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T 374 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技术要求及监测方法

HJ/T 375 环境空气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376 24小时恒温自动连续环境空气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481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 manual methods for ambient air quality monitoring

指在监测点位上用采样装置采集一定时段的环境空气样品，将采集的样品在实验室或

现场用仪器分析、处理的过程。

3.2溶液吸收采样法 solution absorption sampling method

指利用空气中被测组分能迅速溶解于吸收液或能与吸收液迅速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



2

采集环境空气中气态与蒸气态污染物的采样方法。

3.3吸附管采样法 adsorption tube sampling method

指利用空气中被测组分通过吸附、溶解或化学反应等作用被阻留在颗粒状固体吸附剂

上的原理，采集环境空气中气态和蒸气态污染物的采样方法。

3.4滤膜采样法 filter sampling method

指采用粒子切割器和不同材质滤膜，采集空气中不同粒径颗粒物的采样方法。

3.5滤膜吸附剂联用采样法 filter-adsorbent sampling method

指将吸附剂和滤膜组合使用，采集环境空气中同时以气态和颗粒物态存在的污染物的

采样方法。

3.6直接采样法 direct sampling method

指将空气样品直接采集在合适的空气收集器内的采样方式。适用于空气中被测组分浓

度较高，或所用分析方法灵敏度较高的情况。

3.7无动力采样法 non power sampling method

指将采样装置或气样捕集介质暴露于环境空气中，不需要抽气动力，依靠环境空气中

待测污染物分子的自然扩散、迁移、沉降等作用而直接采集污染物的采样方法。

3.8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指温度为273 K，压力为101.325 kPa时的状态。本标准中的污染物浓度均为标准状态下

的浓度。

4 点位布设

4.1 基本原则

点位应根据监测任务的目的、要求布设，必要时进行现场踏勘后确定。所选点位应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监测数据能客观反映一定空间范围内空气质量水平或空气中所测污染物

浓度水平。监测点位和数量要满足监测任务要求。

4.2 监测点要求

4.2.1 监测点应地处相对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的地方。

4.2.2 监测点周围应便于获得稳定、可靠的电源供给。

4.2.3 监测点应有通畅、便利的出入通道，以便在出现突发状况时可及时进行现场处理。

4.2.4 监测点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保证有 270°以上的捕集空间，不能有阻碍空气流动的

高大建筑、树木或其他障碍物。从采样口到附近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应为障碍物与采

样口高度差的两倍以上，或从采样口到建筑物顶部与地平线的夹角小于 30°；如果采样口

一边靠近建筑，采样口周围水平应有 180ºC以上的自由空间。

4.2.5 采样口距地面高度在 1.5～15 m范围内，距支撑构筑面 1.5 m以上。有特殊监测要

求时，应根据监测目的进行调整。

4.2.6 遇到对监测影响较大的雨雪天气及风速大于 8 m/s的天气条件下，不宜进行手工采

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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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采样点位布设的其他技术要求按 HJ644执行。

5 采样时间和频次

环境空气中的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

（CO）、臭氧（O3）、总悬浮颗粒物（TSP）、颗粒物（PM10）、颗粒物（PM2.5）、铅

（Pb）、苯并[a]芘（BaP）、镉（Cd）、汞（Hg）、砷（AS）、六价铬（Cr（Ⅵ））、

氟化物（F）等GB 3095中涉及的污染物的采样频次及采样时间，需根据GB 3095中污染物

浓度数据有效性规定的要求确定。其他污染物可根据监测目的、污染物浓度水平及监测分

析方法的检出限等因素确定。

需获取环境空气污染物小时平均浓度时，样品至少应有 45 min的连续采样时间；如果

污染物浓度过高，或者使用直接采样法采集瞬时样品，应在 1 h 内等时间间隔地采集 2～4

个样品。

污染物无动力采样时间及采样频次应根据监测点位周围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水

平、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及不同监测目的确定。通常，硫酸盐化速率及氟化物采样时间为7～

30 d；但要获得月平均浓度，样品的采样时间应不少于15 d。降尘采样时间为30±2 d。监

测结果可代表一段时间内待测环境中空气污染物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或浓度变化趋势。

6 采样、样品运输及保存

6.1 溶液吸收采样法

6.1.1 适用项目

溶液吸收采样法适用于SO2、NO2、NOx、O3等气态污染物的样品采集。

6.1.2 采样系统

采样系统主要由采样管路、采样器、吸收装置等部分组成。采样器各组成部分的技术

要求见HJ/T 375和HJ/T 376。气样吸收装置主要为多孔玻璃筛板吸收瓶（管）和冲击式吸

收管，结构如图1所示，吸收装置技术要求按相关监测方法标准规定执行。溶液吸收法的

采样管路材质一般可用不锈钢、玻璃和聚四氟乙烯等，采集氧化性和酸性气体应避免使用

金属材质采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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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见多孔玻板吸收瓶（管）结构示意图

6.1.3 采样前准备

6.1.3.1 检查采样管路是否洁净，如不洁净应进行清洗或更换管路。

6.1.3.2 进行气密性检查：将吸收瓶正确连接到气体采样管路，打开仪器，调节流量至规

定值，封闭吸收瓶（管）进气口，吸收瓶内不应冒气泡，采样仪器的流量计不应有流量显示，

或者参见 HJ/T 375。

6.1.3.3 选择合适的吸收瓶（管），具体要求见相关监测方法标准规定。吸收瓶阻力测定

及吸收瓶效率测试见附录 A和附录 B。

6.1.3.4 采样前、后用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校验采样系统的流量，流量误差应小于 5%，

采样流量校准参见附录 C。观察恒流装置仪器温控装置、采样器压力传感器、计时器是否正

常。

6.1.4 采样

6.1.4.1 到达采样现场，观测并记录气象参数和天气状况。

6.1.4.2 正确连接采样系统，做好样品标识。注意吸收瓶的进气方向不要接反，防止倒吸。

采样过程中有避光要求的项目应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执行。

6.1.4.3 设置适当的采样时间，调节流量至规定值，采集样品。

6.1.4.4 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应观察采样流量的波动和吸收液的变化，出现异常时要及

时停止采样，查找原因。

6.1.4.5 采样过程中应及时记录采样起止时间、流量，以及气温、气压等参数，记录内容

应完整、规范。采样记录的内容及格式参见附录 D。

6.1.5 样品运输和保存

6.1.5.1 样品采集完成后，应将样品密封后放入样品箱，样品箱再次密封后尽快送至实验

室分析，并做好样品交接记录。

6.1.5.2 应防止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撞击和剧烈振动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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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3 样品运输及保存中应避免阳光直射。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

相应的冷藏措施，防止样品变质。

6.1.5.4 样品到达实验室交接后，应尽快分析，如不能及时测定，应按各项目的监测方法

标准要求妥善保存，并在样品有效期内完成分析。

6.1.6 其他要求按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的规定执行

6.2 吸附管采样法

6.2.1 适用项目

吸附管采样法适用于汞、挥发性有机物等气态污染物的样品采集。

6.2.2 采样系统

采样系统主要由采样管路、采样器、吸附管等部分组成。吸附管为装有各类吸附剂的

普通玻璃管、石英管或不锈钢管等，吸附剂的类型、粒径、填装方式、填装量及吸附管规格

需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要求。常见的固体吸附剂为活性炭、硅胶和有机高分子等吸附材料。

常见吸附管结构见图 2、图 3。

1—玻璃棉；2—活性炭；A—100 mg 活性炭；B—50 mg活性炭。

图 2 活性炭采样管

1—不锈钢网/滤膜；2—弹簧片；A—固体吸附剂。

图 3 高分子吸附剂采样管

6.2.3 采样前准备

6.2.3.1 检查所选采样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6.2.3.2 按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要求准备好相应的吸附管，密封两端。

6.2.3.3 固体吸附管在使用前应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进行空白和吸附/解吸（脱附）效率测

试，结果应符合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要求；新购和采集高浓度样品后的热脱附管在使用前需

进行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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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4 采样前、后用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校验采样系统的流量，流量误差应小于 5%。

6.2.4 采样

6.2.4.1 到达采样现场，观测并记录气象参数和天气状况。

6.2.4.2 正确连接采样系统，做好样品标识。注意吸附管的进气方向不要接反，分段填充

的吸附管 2/3填充物段为进气端。吸附管进气端朝向应符合监测方法标准的规定，垂直放置

并进行固定。

6.2.4.3 气密性检查时，采用与采样相同规格的吸附管，按采样要求正确连接到采样仪器

上，打开采样泵，堵住吸附管进气端，流量计流量应归零，否则应对采样系统进行漏气检查。

6.2.4.4 设置适当的采样时间，调节流量至规定要求，采集样品。采样过程中，对吸收温

度有控制要求的，需采取相应措施。

6.2.4.5 采样过程中应及时记录采样起止时间、流量，以及气温、气压等参数，记录内容

应完整、规范。采样记录的内容及格式参见附录 D。

6.2.5 样品运输和保存

参照 6. 1. 5，其他要求按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执行。

6.2.6 其他要求见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

6.3 滤膜采样法

6.3.1 适用项目

滤膜采样法适用于 TSP、PM10、PM2.5等大气颗粒物的质量浓度监测及成分分析，以及

颗粒物中重金属、苯并[a]芘、氟化物（小时和日均浓度）等污染物的样品采集。

6.3.2 采样系统

采样系统由颗粒物切割器、滤膜夹、流量测量及控制部件、采样泵、温湿度传感器、压

力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等组成。

TSP 采样系统性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 HJ/T 374的规定，PM10和 PM2.5采样器性能和技

术指标应符合 HJ/T 93的规定。

6.3.3 采样前准备

6.3.3.1 清洗颗粒物切割器。采样期间如遇特殊天气，如扬沙、沙尘暴或重污染及以上天

气时应及时清洗。采样时长超过 7 d时，也需定期清洗。

6.3.3.2 如果切割器有对大颗粒物有去除要求（如需涂抹凡士林或硅油），采样人员应严

格按照仪器说明书执行。

6.3.3.3 使用经检定合格的温度计对采样器的温度测量示值进行检查，当误差超过±2℃，

应对采样器进行温度校准。

6.3.3.4 使用经检定合格的气压计对采样器压力传感器进行检查，当误差超过±1 kPa时，

应对采样器进行压力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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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5 使用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对采样器流量进行检查，当流量示值误差超过采样流量

2%时，应对采样器进行流量校准。

6.3.3.6 进行采样系统气密性检查。

6.3.3.7 如果所使用仪器的说明书中对环境温度、气压、采样流量等校准方法和顺序有特

别要求，可按照仪器说明进行校准。

6.3.3.8 采样膜的材质、本底、均匀性、稳定性需符合所采项目监测方法标准要求，如有

需要则根据监测方法标准要求对采样滤膜进行相应的前处理。使用前检查滤膜边缘是否平

滑，采样膜是否薄厚均匀，且无毛刺、无污染、无碎屑，无针孔、无折痕、无损坏。采样滤

膜的选择应符合相应监测方法标准要求。

6.3.3.9 采样前应确保滤膜夹无污染、无损坏。

6.3.4 采样

6.3.4.1 到达采样现场后，观测并记录气象参数和天气状况。

6.3.4.2 正确连接好采样系统，打开切割器，取出滤膜夹，核查滤膜编号，用镊子将采样

滤膜毛面向上，平放在滤膜支撑网上并压紧，安装滤膜夹；设置采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

参数，启动采样器进行采样。

6.3.4.3 采样结束后，取下滤膜夹，用镊子轻轻夹住滤膜边缘，取下样品滤膜（如条件允

许应尽量在室内完成装膜、取膜操作），并检查滤膜是否有破裂或滤膜上尘的边缘轮廓是否

清晰、完整，否则，该样品滤膜作废，需重新采样。整膜分析时采样滤膜可平放或向里均匀

对折，放入已编号的滤膜盒（袋）中密封；非整膜分析时采样滤膜不可对折，需平放在滤膜

盒中；记录采样起止时间、采样流量，以及气温、气压等参数。采样记录的内容及格式参见

附录 D。

6.3.4.4 滤膜平衡及称重记录表、标准膜称重记录表见 HJ 656表 D.2、表 D.3。

6.3.4.5 采样前、后用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校验采样系统的流量，流量误差应小于 5%。

6.3.5 样品运输和保存

6.3.5.1 样品采集后，立即装盒（袋）密封，尽快送至实验室分析，并做好交接记录。

6.3.5.2 滤膜样品运输过程中，应保持滤膜平放且毛面向上，避免运输过程中剧烈抖动。

6.3.5.3 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应有相应的保存措施以防样品损失。

6.3.5.4 样品到达实验室交接后，应尽快分析。如不能及时称重及分析，应将样品放在 4℃

条件下冷藏保存，并在监测方法标准要求的时间内完成称量和分析；对分析有机成分的滤膜

采集后应放入-20℃冷冻箱内保存至样品处理前，为防止有机物的损失，不宜进行称量。

6.3.6 其他要求见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

6.4 滤膜吸附剂联用法

6.4.1 适用项目

滤膜吸附剂联用的综合采样法适用于多环芳烃（苯并[a]芘除外）等半挥发性有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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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

6.4.2 采样系统

在 6.3.2的基础上，增加气态污染物捕集装置，主要包括装填吸附剂的采样筒、采样筒

架及密封圈等。

采样系统性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 HJ 691的规定。

6.4.3 采样前准备

6.4.3.1 吸附剂的材质、本底、均匀性、稳定性、采样效率等需符合相应项目的监测方法

标准要求，如有需要则根据监测方法标准要求进行相应的前处理。

6.4.3.2 采样筒的准备见 HJ 691，采样筒架及密封圈应确保无污染、无损坏。

6.4.3.3 按监测方法标准要求将吸附剂放于采样筒内，用洁净的铝箔包裹备用。

6.4.3.4 滤膜使用前应根据监测方法的要求进行高温灼烧，其余参见 6.3.3。

6.4.4 采样

6.4.4.1 根据仪器说明书把采样筒放入采样器的采样筒架内，确保密封圈安装正确。

6.4.4.2 采样结束后，将采样筒从采样筒架内取出，用洁净的铝箔包裹好，放入样品保存

筒中，密封，贴上标签。

6.4.4.3 其余参见 6.3.4及 HJ 691。

6.4.5 样品运输和保存

参见 6.1.5 和 6.3.5。

6.4.6 其他要求见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

6.5 直接采样法

6.5.1 适用项目

直接采样法适用于 CO、挥发性有机物、总烃等污染物的样品采集。根据气态污染物

的理化特性及分析方法的检出限，选择相应的采样装置，常用的有真空罐（瓶）、气袋、

注射器等。

6.5.2 真空罐（瓶）

6.5.2.1 采样系统

真空罐一般由内表面经过惰性处理的金属材料制作，真空瓶一般用硬质玻璃制作，通常

配有进气阀门和真空压力表，能重复使用。

6.5.2.2 采样前准备

采样前，真空罐（瓶）应先清洗或加热清洗3～5次，再抽真空，真空度应符合相关方法

标准的要求。每批次真空罐（瓶）应进行空白测定。采样所用的辅助物品也应经过清洗，密

封带到现场，或者事先在洁净的环境中安装好，封好进气口带到现场。其他具体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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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HJ 759、GB/T 14675。

6.5.2.3 采样

用真空罐（瓶）采集空气样品可分为瞬时采样和恒流采样两种方式。瞬时采样时在罐

进气口处加过滤器，恒流采样时在罐进气口安装限流阀和过滤器。

真空罐采样详见 HJ 759，真空瓶采样详见 GB/T 14675。

6.5.2.4 样品运输和保存

样品运输和保存参见 HJ 759、GB/T 14675。

6.5.3 气袋

6.5.3.1 采样系统

用气袋可以直接采集现场空气，适用于采集化学性质稳定、不与气袋起化学反应的

低沸点气态污染物。气袋常用的材质有聚四氟乙烯、聚乙烯、聚氯乙烯和金属衬里（铝

箔）等。根据方法标准规定、目标化合物性质选择合适的气袋。

气袋采样方式可分真空负压法和正压注入法。真空负压法采样系统由进气管、气袋、

真空箱、阀门和抽气泵等部分组成，正压注入法用双联球、注射器、正压泵等器具通过

连接管将样品气体直接注入气袋中。

6.5.3.2 采样前准备

采样前必须保证气袋内无残余气体，密封良好，并检查是否有破裂损坏等漏气的情

况。采样前气袋应清洗干净，确保无残留干扰。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进行气密性检查.

6.5.3.3 采样

用现场空气清洗气袋3～5次后再正式采样，取样后迅速将进气口密封，做好标识，

并记录采样时间、地点、气温、气压等参数。

6.5.3.4 样品运输和保存

采样后气袋应迅速放入运输箱内，防止太阳直射，并采取一定措施避免气袋破损；

当环境温差较大时，应采取保温措施；样品存放时间不宜过长，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至

实验室分析。

6.5.4 注射器

6.5.4.1 采样系统

采用不与被测物质发生物理化学反应的材质，通常由玻璃、塑料或混合材质制成，

采样前根据方法要求选择。一般用 50 ml 或 100 ml 带有惰性密封头的注射器。

6.5.4.2 采样前准备

将注射器按方法标准要求进行洗涤、干燥等处理备用。采样前，所用注射器要通过

气密性和空白检查，并保证内部无残留气体。

6.5.4.3 采样

采样时，移去注射器的密封头，抽吸现场空气 3～5次，然后抽取一定体积的气样，密

封后将注射器进口朝下、垂直放置，使注射器的内压略大于大气压，做好样品标识。记录采

样时间、地点、气温、气压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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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4 运输和保存

玻璃注射器应小心轻放，防止损坏，并保持垂直状态运送。样品保温避光保存，采样后

尽快分析，在监测方法标准规定的时限内测定完毕。

6.5.5 其他要求见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

6.6 无动力采样

6.6.1 适用项目

无动力采样法适用于硫酸盐化速率、氟化物、降尘等污染物的样品采集。

6.6.2 硫酸盐化速率

将用碳酸钾溶液浸渍过的玻璃纤维滤膜（碱片）暴露于环境空气中，环境空气中的

二氧化硫、硫化氢、硫酸雾等与浸渍在滤膜上的碳酸钾发生反应，生成硫酸盐而被固定

的采样方法。

6.6.1.1 采样装置

采样装置由采样滤膜和采样架组成，采样架由塑料皿、塑料垫圈及塑料皿支架构成，

如图4所示。

塑料皿，高10 mm，内径72 mm;

塑料垫圈，厚1～2 mm，内径50 mm，外径72 mm；

塑料皿支架，由两块聚氯乙烯硬塑料板（120 mm×120 mm）成90°角焊接，下面再

焊接一个高为30 mm、内径为78～80 mm的聚氯乙烯短管，在其管壁上互成120°处，钻

三个螺栓眼，距支架面15 mm，用三个铜螺栓固定塑料皿。

碱片采样架

1—塑料皿支架；2—塑料皿；3—塑料垫圈。

图 4 无动力采样装置示意图

6.6.1.2 采样滤膜（碱片）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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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玻璃纤维滤膜剪成直径70 mm的圆片，毛面向上，平放于150 ml的烧杯口上，用刻

度吸管均匀滴加30%碳酸钾溶液1.0 ml于每张滤膜上，使其扩散直径为5 cm。将滤膜置于

60℃下烘干，贮存于干燥器内备用。

6.6.1.3 采样

将滤膜毛面向外放入塑料皿中，用塑料垫圈压好边缘；将塑料皿中滤膜面向下，用

螺栓固定在塑料皿支架上，并将塑料皿支架固定在距地面高3～15 m的支持物上，距基础

面的相对高度应>1.5 m，记录采样点位、样品编号、放置时间等。

采样结束后，取出塑料皿，用锋利小刀沿塑料垫圈内缘刻下直径为5 cm的样品膜，将

滤膜样品面向里对折后放入样品盒（袋）中。记录采样结束时间，并核对样品编号及采

样点。

6.6.3 氟化物

空气中长期平均污染水平的氟化物采样方法详见HJ 481。

6.6.4 降尘采样

降尘的采样按 GB/T 15265中要求进行。

6.7 采样点气象参数观测

在采样过程中，应观测采样点环境温度和气压，有条件时可观测相对湿度、风向和

风速等气象参数：

温度观测，所用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一般为-40℃～55 ℃，精度为±0.5℃。

压力观测，所用气压计测量范围一般为50 kPa～107 kPa，精度为±0.1 kPa。

相对湿度观测，所用湿度计测量范围一般为10%～100%，精度为±5%。

风向观测，所用风向仪测量范围一般为0°～360°，精度为±5°。

风速观测，所用风速仪测量范围一般为l m/s～30 m/s，精度为±0.5 m/s。

6.8 采样记录及要求

采样人员应及时准确记录各项采样条件及参数，采样记录内容应完整，字迹清晰、

书写工整、更正规范。污染物常用采样记录的内容及格式参见附录D。

6.9 采样体积计算

采样体积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TP

PT
nQnQV

0

0
ass 

式中：Vs——标准状况下采样体积，L；

Qs——标准状况下的采样流量，L/min；

n——采样时间，min；

Qa——实际采样流量，L/m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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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采样时样气的气压，Pa；

T0——标准状况下气体的温度，273 K；

T——采样时气体的温度，K；

P0——标准状况下气体的压力，101.325 kPa。

7 监测分析方法

7.1 原则上优先选择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其他的国家标准和其他行业标准，也可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标准，或者公认权威的监测分析方法，所选用的方法应通过实验验证，并形成满

足方法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等质量控制要求的相关记录。

7.2 对超出预定范围使用的标准方法、自行扩充和修改过的标准方法应通过实验进行确

认，以证明该方法适用于预期的用途，并形成方法确认报告。确认内容包括：样品采集，处

置和运输程序，方法检出限，测定范围，精密度，准确度，方法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等。

7.3 与监测工作有关的标准和作业指导书都应受控、现行有效，并便于取用。

7.4 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监测方法标准参见附录 E。

8 数据处理

8.1 有效数字及数值修约

有效数字及数值修约相关要求按照 GB/T 8170 和相关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要求执

行。

8.2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执行 GB/T 4883，当出现异常高值时，应查找原因，原因不明的

异常高值不应随意剔除。

8.3 数据校核及审核

数据校核及审核参见 HJ 630 的相关技术要求。

9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9.1 监测人员要求

凡承担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校核的监测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9.2 监测仪器管理

9.2.1 凡属于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按计量法规定，定期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9.2.2 除国家强制检定之外的计量器具，可送有授权的计量机构进行校准，或自行校准、

比对，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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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计量器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应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定期校验、核查和维护。

9.3 采样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9.3.1 基本要求

9.3.1.1 每次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行检查，符合要求方可采样。

9.3.1.2 空白样品数量应按照项目监测方法标准规定执行，如方法标准中无规定，每个项

目在同一批次内至少采集 1个空白样品。

9.3.1.3 平行样的采集数量和频次按照各项目监测方法标准执行。

9.3.1.4 多点采样时，各采样点采样须同步进行，采样时间和采样频率均应相同。

9.3.1.5 采样前后的流量偏差应在规定范围内。

9.3.1.6 优先推荐使用恒流且具有累计采样体积功能的采样仪器。

9.3.1.7 长时间进行连续采样时，至少每周对采样系统进行 1次流量、气密性等检查，及

时更换仪器防尘滤膜和干燥剂；一般干燥器硅胶有 1/2变色则需更换；每月至少清洗 1次采

样管路；每月至少对仪器进行 1次流量校准，其误差应在规定范围内。

9.3.1.8 采样结束后，检查仪器状态是否完好，清理仪器和附件，并填写仪器使用记录。

清点样品数量并与监测方案核对是否一致，核对无误后，将样品及时送交实验室分析。

9.3.2 特殊要求

9.3.2.1 溶液吸收采样法

吸收瓶的阻力、吸收效率、玻板发泡的均匀性要求应符合方法规定要求，不符合要求的

吸收瓶不能使用。

9.3.2.2 吸附管采样法

a) 若现场空气中含有较多颗粒物，可在采样管前连接过滤头。为防止吸附剂颗粒进入采样

器内部，采样器的进气口需有合适的过滤装置。

b) 空气中水蒸汽或水雾太大会影响采样效率，采样时空气相对湿度应小于 90%。

c) 采样时流量应稳定，采样前后的流量相对偏差应小于 10%。

d) 吸附管采样法的实际采样体积应小于安全采样体积，否则采样前应按照监测方法标准的

规定进行穿透试验，以保证吸收效率，避免样品损失。

e) 样品箱要有防震和防撞措施，确保样品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损坏。

9.3.2.3 滤膜采样法

TSP、PM10和 PM2.5手工监测方法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分别参见 GB/T15432、HJ

618和 HJ656。颗粒物中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遵照各项目相关监

测方法标准要求执行。

9.3.2.4 滤膜吸附剂联用法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参见 HJ 691和各项目相关监测方法标准。

9.3.2.5 直接采样法

a) 真空罐（瓶）

1) 真空罐（瓶）清洗后，每 20 只应至少取 1只注入高纯氮气分析，确定是否清洗干净。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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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高浓度样品的真空罐（瓶）在清洗后，在下一次使用前均应进行本底污染分析。

2) 玻璃真空瓶易碎，不锈钢真空罐的内壁进行过惰性处理，强烈碰撞会导致内壁变形或涂层

脱落，致使样品保存效率下降，因此在运输、保存、使用过程中需小心谨慎，做好保护。

b) 气袋

1) 进气管、接头或阀门等辅助装置需选用惰性材质，气袋体积应满足监测方法标准对采样量

的要求。

2) 使用前须对气袋进行吸附或渗透检查，稳定性差的不适宜使用。

3) 每批气袋使用前须进行空白实验和检漏试验。气袋的检漏方法：当气袋充满空气后，浸

没在水中，不应冒气泡。

c) 注射器

1) 注射器气密性检查；注射器内芯与外筒间应滑动自如，先吸入空气至最大刻度，用配套密

封头封好进气口，垂直放置 24h，剩余空气应不少于 60%。

2) 注射器及配套密封头的材质不能污染、吸附样品，不能与样品发生化学反应。

3) 新的或使用过的注射器，需及时清洗、烘干，以排除可能的干扰。处理过的注射器应排尽

内部气体，密封保存在洁净环境中。

9.3.3 其他质控要求按照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执行.

9.4 实验室及现场分析质量控制

原则上优先选择实验室分析，分析过程确需在现场完成的，监测项目需具备现场分析测

试条件，分析质控要求参照 HJ 630和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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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吸收瓶阻力测定

吸收瓶阻力测定装置如图 A.1。

测试多孔玻璃吸收瓶阻力时，如各监测方法标准对吸收瓶阻力有明确规定的，应以其为

准。向吸收瓶内注入与监测方法标准规定的采样吸收液等体积的水，按图 A.1连接好测定装

置，确定系统不漏气，开启抽气泵，流量应控制在监测方法标准规定的采样流量，待流量稳

定后，读取测定装置上负压表测值，期间吸收瓶玻板上的气泡应始终分布均匀。

如监测方法标准没有进行规定的，吸收瓶阻力测定一般按以下要求进行。

当采用 24小时连续采样多孔玻璃吸收瓶（管）时，在 0.2 L/min采样流量下，装有 50 ml

吸收液的吸收瓶，其阻力应为 6.7±0.7 kPa，且吸收瓶多孔玻板上的气泡应分布均匀。

当采用间断采样（如 U型多孔玻板吸收瓶），该种吸收瓶在采样流量为 0.5 L/min时, 装

有 10 ml 吸收液的吸收瓶，其阻力应为 4.7±0.7 kPa，且吸收瓶多孔玻板上的气泡应分布均

匀。

1-吸收瓶；2-滤水井；3-干燥器；

4-负压表；5-流量控制装置；6-抽气泵

图 A.1 吸收瓶阻力测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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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吸收瓶吸收效率测试

在有条件获取标准气体时，可将标气通入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以正常采样流量采样，

并分析吸收液中的气体浓度。采样时间可根据标气浓度、采样流量确定，保证吸收液中污染

物浓度在方法检出下限 10倍以上。将其与标气的标准值比较，按下列公式计算其吸收瓶的

吸收效率：

%100%
0

1 
c

c
CE

式中： CE%——吸收瓶的吸收效率；

c1——实验室分析的气体质量浓度，μg/m³；

c0——标气质量浓度，μg/m³。

在没有条件获取标准气体时，可在采样系列中，串联安装两个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进

行正常采样后分别分析两个吸收瓶的污染物浓度的方式测定吸收瓶的吸收效率。当空气中的

污染物浓度较高时，可将空气直接通入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以正常采样流量采样，并分析

吸收液中的气体浓度。当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较低时，应通过适当方法发生较高浓度的气体

作为气源进行采样，以保证采样系统中第二个吸收瓶吸收液中的气体浓度大于方法规定的检

出下限。具体操作如下：

将两个吸收瓶分别标记为 1号和 2号吸收瓶。设 1号吸收瓶的吸收效率为 k1；2号吸收

瓶吸收效率为 k2。

第一次测定时，使气样先通过 1号吸收瓶再进入 2号吸收瓶，采样后测定出 1号吸收瓶

样品浓度为 M1；2号吸收瓶样品浓度浓度为 M2；计算比值：

1

2

M

M
A 

第二次测定时，将 1号和 2号吸收瓶对调，使气样先通过 2号吸收瓶再进入 1号吸收瓶，

采样后测定出 1号吸收瓶样品浓度为 N1；2号吸收瓶样品浓度为 N2；计算比值：

2

1

N

N
B 

两次测定完成后；按下述公式计算 1号吸收瓶的吸收效率 k1和 2号吸收瓶吸收效率 k2。

 
  %100
1

－1
1 





A

BA
k

 
  %100
1

-1
2 





B

BA
k

在实际测定时，上述公式的浓度值 A和 B也可直接用仪器测定的吸光度值代替（注意，

A和 B必须同时使用吸光度值）。

公式（B.1）

（B.2）

（B.3）

（B.4）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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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气体采样器采样流量校准

C.1 转子流量计的校准

使用经计量机构检定合格的皂膜流量计作为流量标准，确保其在检定合格时间周期内。

使用电子秒表作为时间计时器，应定期以广播电台整点报时信号作为时间基准，间隔 1

小时进行时间比对，标准偏差≤ 0.2%。

皂液由蒸馏水与洗洁精混合配制，比例为 1:6～1:8，皂液不宜长期连续使用，应定期更

换；

校准不同流量时选择皂膜通过皂膜流量计的计时体积应尽可能一致，且有合适的通过时

间，以减少皂膜流量计不同刻度间的体积误差与测量时间误差；

使用皂膜流量计校准转子流量计步骤如下：

1）按图 C.1将皂膜流量计连接至采样系统，检查并保证校准、采样系统不漏气；

2）记录校准时的环境温度和气压；

3）启动采样泵，待系统运行稳定，多次按压皂膜生成器生成皂膜，直至流量计的管壁

充分湿润后，方可进入测量状态；

4）调节采样流量使转子流量计的转子稳定在满量程 20%的刻度；

5）按压皂膜生成器产生单个皂膜，用秒表记录其通过皂膜流量计相应体积所用的时间；

6）重复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按公式（C.1）、（C.2）将皂膜流量计的实测流量值

修正到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

1—秒表；2—皂液；3—皂膜计；4—皂液捕集器；5—吸收瓶；

6—干燥器；7—转子流量器；8—缓冲瓶；9—针阀；10—抽气泵

图 C.1 用皂膜计校准采样系统中的转子流量计

7）依次调节采样流量使转子流量计的转子稳定在满量程的 40%、60%、80%、100%刻

度值位置（或使用采样流量对应的刻度值位置）。重复上述步骤 5）、6）。

皂膜流量计的体积换算成标准状况下的体积公式：

m

vb

t

PP
VV




273

273

325.101
ms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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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状况下的流量换算公式：

t

V
Q s
s 

式中：Vs——标准状况下皂膜流量计两刻度间的体积，ml；

Vm——校准时皂膜流量计两刻度的体积，ml；

Pb——校准时环境大气压力，kPa；

Pv——皂膜流量计内水的饱和蒸气压，kPa；

t——校准时三次的平均时间，s；

tm——校准时环境温度℃；

Qs——标准状况下，转子流量计的流量，ml/min。

C.2 临界限流孔的校准

临界限流孔是一定孔径的毛细管，以控制小流量采样器的流量装置，使用经计量机构检

定合格的皂膜流量计作为流量标准。

使用电子秒表作为时间计时器。

皂液由蒸馏水与洗洁精混合配制。

使用皂膜流量计校准临界限流孔的流量步骤如下：

1）按图 D.2将皂膜流量计连接至采样系统，检查并保证采样系统不漏气；

2）记录校准时的环境温度和气压；

3）断开皂膜捕集器与吸收瓶的连接管路；启动采样泵，堵住吸收管的进气口，常压下

真空表的真空度应>68 kPa，保证临界限流孔两端压力比 Pd/Pu< 0.5，关闭采样泵；

4）恢复皂膜捕集器与吸收瓶的连接管路；

5）启动采样泵，待系统运行稳定，多次按压皂膜生成器生成皂膜，直至流量计的管壁

充分湿润后，方可进入测量状态；

6）按压皂膜生成器产生单个皂膜，用秒表记录其通过皂膜流量计相应体积所用的时间；

7）重复测量三次，计时误差应小于±0.2 s，取其平均值，按公式（C.1）、（C.2）将皂

膜流量计的实测流量值修正到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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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皂液；2—皂膜计；3—皂液捕集器；4—吸收瓶；5—滤水井；6—干燥器；

7—恒温装置；8—临界限流孔；9—负压表；10—真空泵

图 C.2 临界限流孔流量校准示意图

附表 C.1 在 101.3 kPa 压力下，不同温度时空气中水的饱和蒸气压

温度／℃
水的饱和蒸气压

温度／℃
水的饱和蒸气压

mmHg kPa mmHg kPa

9 8.6 1.15 23 21.1 2.81

10 9.2 1.23 24 22.4 2.99

11 9.8 1.31 25 23.8 3.17

12 10.5 1.4 26 25.2 3.36

13 11.2 1.49 27 26.7 3.56

14 12 1.6 28 28.3 3.77

15 12.8 1.71 29 30 4

16 13.6 1.81 30 31.8 4.24

17 14.5 1.93 31 33.7 4.49

18 15.5 2.07 32 35.7 4.76

19 16.5 2.2 33 37.7 5.03

20 17.5 2.33 34 39.9 5.32

21 18.7 2.49 35 42.2 5.62

22 19.8 2.64 36 44.6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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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污染物常用采样记录表

采样日期 采样地点 经度 纬度 天气状况 ：

监测

项目

仪器

型号及

编号

样品

编号

采样时间 采样流量(L/min) 采样平均

流量
气象五参数

累计实况

体积

累计标准

状态体积

开机

时刻

关机

时刻

累积

时间
采样前 采样后 (L/min)

气温

(°C)
气压

(kPa) 湿度(%) 风速

(m/s)
主导

风向
(m3) (Rm3)

备注：建议采集并留存采样期间点位周围环境图像信息。

采样： 校对：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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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二氧化硫

HJ 48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3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四氯汞盐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2
氮氧化物（一氧化

氮和二氧化氮）
HJ 47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

分光光度法

3 二氧化氮 GB/T 15435 环境空气 二氧化氮的测定 Saltzman法

4 臭氧 HJ 504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5 一氧化碳 GB 9801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6 铅

GB/T 15264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39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7 总悬浮颗粒物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8 PM10 HJ 618 环境空气 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9 PM2.5

HJ 618 环境空气 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 65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规范

10 氟化物

HJ 480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481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11 苯并[a]芘 GB/T 15439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12 氨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4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13 总烃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14 苯系物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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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污染物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5 硝基苯（类）

HJ 738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16
多环芳烃

HJ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

谱法

HJ 647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

谱法

17 挥发性卤代烃 HJ 645
环境空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

色谱法

18 挥发性有机物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

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19 半挥发性有机物 HJ 691 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20 酚类化合物 HJ 638 环境空气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21 醛、酮类化合物 HJ 683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22 砷 HJ 540
环境空气和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暂行）

23 汞 HJ 542 环境空气 汞的测定 巯基棉富集-冷原子荧光光度法（暂行）

24 降尘 GB/T 15265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25
锑、铝、砷、铅等

24种金属元素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26 六价铬 HJ 779 环境空气 六价铬的测定 柱后衍生离子色谱法

27 氯化氢 HJ 54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28 酰胺类 HJ 801 环境空气和废气 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29
颗粒物中水溶性阴

离子
HJ 799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水溶性阴离子(F-、Cl-、Br-、NO2-、NO3-、PO43-、

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30
颗粒物中水溶性阳

离子
HJ 800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水溶性阳离子(Li+、Na+、NH4+、K+、Ca2+、

Mg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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