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指南 

（试行）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二零二二年四月 

 

 

 



 

 

主要编制单位与人员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柴文轩、李婧妍、刘明元、梁思远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段玉森、潘骏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田旭东、徐达、沈叶民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陈斐、徐薇 

 

技术规定审核：唐桂刚、孟晓艳 

技术规定审定：李健军



 

i 

目  录 
1、适用范围 ................................................................................................................. 1 

2、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术语和定义 ............................................................................................................. 1 

3.1 交通环境空气质量 ........................................................................................ 1 

3.2 路边站 ............................................................................................................ 1 

3.3 港口站 ............................................................................................................ 2 

3.4 机场站 ............................................................................................................ 2 

3.5 铁路货场站 .................................................................................................... 2 

4、站点布设原则 ......................................................................................................... 2 

4.1 通用原则 ........................................................................................................ 2 

4.2 具体原则 ........................................................................................................ 3 

5、点位布设数量要求 ................................................................................................. 3 

5.1 路边站 ............................................................................................................ 3 

5.2 港口站 ............................................................................................................ 4 

5.3 机场站 ............................................................................................................ 4 

5.4 铁路货场站 .................................................................................................... 5 

6、站点建设要求 ......................................................................................................... 5 

6.1 站点位置要求 ................................................................................................ 5 

6.1.1 路边站...................................................................................................... 5 

6.1.2 港口站...................................................................................................... 5 

6.1.3 机场站...................................................................................................... 6 

6.1.4 铁路货场站 ............................................................................................. 6 

6.2 周围环境要求 ................................................................................................ 6 

6.3 采样口位置要求 ............................................................................................ 6 

7、监测项目 ................................................................................................................. 7 

8、监测方法 ................................................................................................................. 7 

 

 



 

1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交通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点位的规划、设立、建设与维护等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HJ 633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81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运行和质控技术

规范 

HJ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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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1100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β射线法自动监测技术指南 

HJ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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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3.1 交通环境空气质量  

直接受到交通活动排放影响的环境空气质量。 

3.2 路边站 

为监测城市主要干道或国家高速公路交通污染源对其道路两旁及附近区



 

2 

域的大气环境影响而设置的监测站点。 

3.3 港口站 

为监测港口作业及其停靠船舶的污染排放对港区及其周边区域大气环境

的影响而设置的监测站点。 

3.4 机场站  

为监测机场交通污染源对机场及其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而设置的监测站点。 

3.5 铁路货场站  

为监测铁路货场内装载车辆产生的流动污染源而设置的监测站点。 

4、 站点布设原则 

4.1 通用原则 

城市布设交通站点时，根据城市交通类型、交通规模、地理位置、管理

需求和气象条件等进行布设。 

点位设立时应结合各交通污染源所在区域的空气质量现状，并综合考虑

其周边区域气象条件。污染监控点依据污染源的强度和主要污染物布设，应

设置在交通源的主导风向或第二主导风向的下风侧，以捕捉到最大污染特征

为原则进行布设。 

在不影响交通通行安全的前提下，监测点位应设置在受单一交通污染源

附近，除了所监测的交通污染源以外，应尽量不受工业排放和日常生活等其

他人为活动影响。在存在多种交通污染源的港口、机场和铁路货场点位设置

时，应考虑主要监测污染源位置。 

站点建设应与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协调推进。已经完成建设的交通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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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有站点。 

4.2 具体原则 

交通站点类型主要包括路边站、港口站、机场站和铁路货运站。 

1）路边站监测的污染源为流动车辆污染源，重点布设在直辖市、省会城

市、重点区域城市的主要干道和国家高速公路沿线。监测站点选址应综合考

虑城市大小、人口密度、车辆类型及交通流量等因素。在点位设置时，应考

虑交通车流的运行状态和时间上的不均衡性、路旁建筑物形态和布局对污染

扩散的影响。 

2）港口站监测的污染源为船舶、港口机械作业、货运车辆等，重点布设

在沿海港口、内河港口、内河航道港口区域。监测站点选址应综合考虑港口

类型、运输货物类型及吞吐量等因素。 

3）机场站监测的污染源为飞机、机场内作业、货运车辆等。监测站点选

址应综合考虑机场跑道和货运车辆位置等因素。 

4）铁路货场站监测的污染源主要为机车、货运车辆等污染源，重点布设

在铁路货运中转枢纽、公转铁货运枢纽、港口集疏港、物流园区、大型工矿

企业铁路专用线货场等。监测站点选址应综合考虑铁路货场类型、运输货物

类型及吞吐量等因素。 

5、 点位布设数量要求 

5.1 路边站 

路边站包括城市主要干道和国家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指城市机动车年

平均日交通量超过 15000 辆（当量标准小汽车）的快速道路，各城市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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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和国家高速公路最少点位数量可参考表 1 的要求。建成区城市人口和

建成区面积确定的最少监测点位数不同时，取两者中的较大值。由省级生态

环境部门统筹对途经重要自然保护区或城市建成区的国家高速公路开展监测，

需设置至少 1 个监测点。 

表 1 路边站设置数量要求 

测点位置 建成区城市人口（万人） 建成区面积（km
2） 监测点数 

城市主干道 

和高速公路 

（建成区） 

<100 <100 1 

100-200 100-200 2 

200-500 200-500 3 

500-1000 500-1000 4 

>1000 >1000 

每增加 500 km
2 建成区面

积设 1 个监测点，并且不

少于 5 个点 

国家高速公路 途经重要自然保护区或城市建成区的应设置 1 个测点 

 

5.2 港口站 

港口站应设立在吞吐量大于 1000 万吨/年的港口（集装箱港、散货码头等）。

城市内不同类型港口至少设置 1 个监测点，同一类型港口地理位置接近的，

可选择 1 个代表监测点位。 

5.3 机场站 

根据《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飞行区指标 I 为 4 级（飞机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1800米）的所有民用机场，需至少设置 1 个监测站点，站点须设立

于机场管理区内。 

注：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是指飞机以核定的最大起飞质量，在海平面、

标准大气条件、无风和跑道纵坡为零的条件下起飞所需的最小场地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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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铁路货场站 

铁路货场站须设立在主要铁路货运中转枢纽、公转铁货运枢纽、港口集

疏港、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货场等。在城市内所有类型货场

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铁路货场至少设置 1 个监测点，可选取吞吐量最大或

人群暴露影响较大的货场。 

6、 站点建设要求 

根据“标准统一、布局合理、全面覆盖、资源共享”原则，按照《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664-2013）中“路边交通点”相关要求，

布设交通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站点，监测交通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6.1 站点位置要求 

点位设立应符合交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等，跨越、穿越交通基

础设施（含公路、航道等）以及在特定用地范围内作业的，应与相关的交通、

路政、绿化、港口和民航等管理部门协作开展点位落地事宜。 

6.1.1 路边站 

路边站根据所在车流量的大小、两侧的地形情况等确定监测站点的位置，

设立于行车道下风侧，采样口距道路边缘距离不得超过 20 米；距离交叉口应

大于 25 米，尽量减少机动车停车、启动影响。 

6.1.2 港口站 

港口站应设立于港口管理区范围内，根据港口、码头的地形、泊位的分

布情况确定监测点位。尽可能处于码头泊位区、作业区的下风向，通常点位

距离码头泊位区不应超过 1000 米，可体现港口作业、物流运输综合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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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机场站 

机场站在不干扰航班正常起降的前提下应该尽量靠近飞机跑道，点位应

设定在机场管理区范围内。 

6.1.4 铁路货场站 

铁路货场站选址应综合考虑货场形态、装载区域位置、装载频次等因素。

选择点位应选取在作业量较大的货运区周围，点位距离作业区域不应超过 100

米。 

6.2  周围环境要求 

1）各类型交通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站点附近无强大的电磁干扰，周围有稳

定可靠的电力供应，通信线路容易安装和检修；应保证通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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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监测点附近 1000 米内的土地使用状况、环境状况相对稳定，地质条

件需长期稳定和足够坚实。应尽量选择在规划建设完成的区域，站点设立应

以不影响行人、车辆正常通行为前提。 

3）周边不能有阻碍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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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采样口位置要求 

1）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2-5 米范围内（城市道路交通点中若需要在

高架道路旁设立，采样口离地面高度可适当调整，但不得超过高架道路路面

高度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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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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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支撑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 米。 

3）当某监测点需设置多个采样口时，为防止其他采样口干扰颗粒物样品

的采集，颗粒物采样口与其他采样口之间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1 米。 

7、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包括一氧化氮、二氧化氮、非甲烷总烃、苯系物、黑炭和交通

流量等，具体见表 2。 

表 2 各类交通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站点监测指标 

类别 监测项目 

公路点 
NO-NO2-NOx、CO、PM10、PM2.5、NMHC、气象五参数、BC、VOCs

（至少包含苯系物）、汽车流量等其他交通污染相关因子 

港口点 
NO-NO2-NOx、CO、SO2、PM2.5、NMHC、BC、气象五参数、VOCs

（至少包含 PAMS 57 种组分） 

机场点 
NO-NO2-NOx、CO、O3、SO2、PM10、PM2.5、NMHC、气象五参数、

BC、VOCs（至少包含 PAMS 57 种组分） 

铁路货场点 
NO-NO2-NOx、CO、O3、SO2、PM10、PM2.5、NMHC、气象五参数、

BC、VOCs（至少包含 PAMS 57 种组分） 

 

8、 监测方法 

站房建设以标准站为主；当不具备建设标准站的条件，但污染浓度高、

对周围环境有影响的点位，如隧道口等，可选用小型微站开展交通环境监测。 

常规污染物因子参照国家技术规范 HJ817 和 HJ818 执行，选测项目中的

污染物，可选用 HJ1010 等相关监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