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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配合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监测的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同GB 16297- 1996的附录C相衔接，从大气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规律出发，结合无组织排放

的各种具体情况，对气象条件的简易测定、气象条件适宜程度的判定、监测时段选择和监控点设置方法

等作出进一步规定和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监测站对具有无组织排放的固定污染源实行监督监测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的竣工验收监测，亦适用于固定污染源为进行自我管理而进行的监测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气象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xJ/T 55- 2000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fugitive emission monitoring of air pollutant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门 主题内容

    本标准对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方法、监测气象条件的判定和选择、监测结果的计算等

作出规定和指导，是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附录C的补充和具体化。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监测部门为实施GB 16297-1996附录C，对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的

监测。亦适用于各污染源单位为实行自我管理而进行的同类监测

1.2.2 本标准为技术指导性文件，环境监测部门应按照GB 16297-1996附录C的规定和原则要求，

参照具体情况和需要，执行标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

1.2.3 工业炉窑、炼焦炉、水泥厂的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点设置，仍按其相应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9078-1996;GB 16171---1996;GB 4915-1996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余有关问题参照本标准的

规定执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本标准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GB 16297- -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 定义

本标准所涉及的名词术语，包括无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源、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单位周界等，其含义均与GB 16297-1996中相应的定义相同。

4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基本要求

41 控制无组织排放的基本方式

    按照GB 16297-1996所作的规定，我国以控制无组织排放所造成的后果来对无组织排放实行监

督和限制。采用的基本方式，是规定设立监控点(即监测点)和规定监控点的空气浓度限值 在

GB 16297-1996中，规定要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氟化物的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设监控点，

同时在排放源上风向设参照点，以监控点同参照点的浓度差值不超过规定限值来限制无组织排放;规定

对其余污染物在单位周界外设监控点和监控点的浓度限值。

4.2 设置监控点的位置和数目

    根据GB 16297-1996的规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氟化物的监控点设在无组织排放源

下风向2-50 m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相对应的参照点设在排放源上风向2̂ 50 m范围内;其余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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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控点设在单位周界外10 m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按规定监控点最多可设4个，参照点只设1个。

4.3 采样频次的要求

    按规定刘无组织排放实行监测时，实行连续1h的采样，或者实行在1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4个

样品计平均值 在进行实际监测时，为了捕捉到监控点最高浓度的时段，实际安排的采样时间可超过

1 ho

4.4 对于低矮有组织排放源造成影响的处理

    依照上述规定设置监控点所测得的污染物在空气中的浓度，并非都是由无组织排放所造成，事实上

某些低矮排气筒的排放可以造成l7无组织排放相IA]的后果，依据GB 16297-1996所作的规定，在无组

织排放监测中所测得的监控点的浓度值将不扣除低矮排气筒所作的贡献值。

    以上基本要求均已在GB 16297--1996中作出规定，本标准将在该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更进一步

的规定和指导

5 监测前的准备

5门 被测单位基本情况调查

5.1门 被测单位的名称、性质和立项建设时间

    被测单位的名称应采用其全称，与单位公章所示名称相同。

    单位的性质是指该单位属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所属行业和企业规模(大、中、小)。

    了解被测单位立项建设的时间，是为了确定其应执行现有源还是新建源的排放标准(以

GB 16297--1996中6的规定判定)。

5.1.2 主要原、辅材料和主、副产品，相应用量和产量等

    应重点调查用量大，并可能产生大气污染的材料和产品。应列表说明，并予以必要的注解。

5.1.3 单位平面布置图

    标出基本方位;车间和其他主要建筑物的位置，名称和尺寸;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口及其主要

参数;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速率;单位周界围墙的高度和性质(封闭式或通风式);单位区域内的主

要地形变化等

    还应对单位周界外的主要环境敏感点，包括:影响气流运动的建筑物和地形分布;有无排放被测污

染物的源存在等进行调查，并标于单位平面布置图中。

5.2 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基本情况调查

    除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速率(估计值)之外，还应重点调查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排出日形状、尺

寸、高度及其处于建筑物的具体位置等.应有无组织排放口及其所在建筑物的照片。

5. 3 排放源所在区域的气象资料调查

    一般情况下，可向被测污染源所在地区的气象台(站)了解当地的“常年”气象资料，其内容应包括:

    — 按月统计的主导风向和风向频率;

    — 按月统计的平均风速和最大、最小风速;

    一一按月统计的平均气温和气温变化情况等

    如有可能，最好直接了解当地的逆温和大气稳定度等污染气象要素的变化规律。

    了解当地“常年”气象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对监测时段的选择作指导。

5.4 仪器设备和监测资料准备

5.4.1 监测资料准备

    GB 16297  1996和本标准是无组织排放监测最主要的技术依据;由固定源排放的污染物标准分析

方法中有关无组织排放的采样方法和样品分析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依据，必须在监测前阅读和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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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关部分。

5.4.2 现场风向、风速简易测定仪器准备

通常可用万杯式轻便风向风速表 亦可采用其他具有相同功能的轻便式风向风速表。

仪器应通过计量监督部门的性能检定合格，并在使用前作必要调试和检查。

5.4.3 采样仪器和试剂准备

按照被测物质的对应标准分析方法中有关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部分所规定的仪器设备和试剂作

好准备

6 监测日期和监测时段的选择

    按照GB 16297--1996的有关规定，“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是指监控点的浓度在任何1h的平

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所以，对无组织排放的监督监测，应选择下面例举的各种情况下进行。

6.1 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排放负荷应处于相对较高的状态，或者至少要处于正常生产和排放状态。

6.2 监测期间的主导风向(平均风向)便利于监控点的设置，并可使监控点和被测无组织排放源之间的

即离尽可能缩小。

6. 3 监测期间的风向变化、平均风速和大气稳定度三项指标对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影响很大，应按照

本标准s的判定方法，对照本地区的“常年”气象数据选择较适宜的监测日期。

6.4 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冬季微风的日期，避开阳光辐射较强烈的中午时段进行监测是比较适宜的。

了 现场气象条件的简易测定和判定

    对现场的气象条件进行简易测定和判定，是设置监控点(即采样点)的依据，亦是确定本次监测在何

种气象条件(适宜程度)下进行的真实记录，下面列出的测定和判定应在采样起始前进行。

了.， 风向和风速的简易测定

    将轻便风向风速表置于被测单位开阔地带 若现场无适当的开阔地带，可将轻便风向风速表置于高

处(但 一般不超过15 m)进行风向风速测定。

    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规定，打开轻便风向风速表的制动开关，并开始读数，每隔1 min读一个即时风

向和风速值，连续测定10 min，共得到10个风向值(精确到50)和10个风速值(精确到0. 1 m/s)。如果

当时的风向和风速变化较大，感到10 min的测定仍显不足，可适当延长测定时间。

    由7。个风速读数计算得10 min平均风速;由10个风向读数计算得到平均风向和风向变化的标准

差(士S度)填人表1中。

                              表 1 空旷地带的风向风速简易测定结果

测定时间 风向读数/(“) 平均风向士S/(0) 风速读数//(m/s) 平均风速//(m/s)

    说明:风向读数的坐标原点为 度

    风向和风速的测定除采样之前进行外，还应在采样过程中重复1-2次，如发现风向有显著变化，应

移动监控点位置后重新采样。

7.2 局地流场的简易测定

    当无组织排放源的下风向具有一处或多处建筑构造，或存在其他影响气流运动的地形变化等，以致

可能影响污染物的迁移途径时，必须进行局地流场的简易测定

    以单位平面布置图(5-1. 3)为参照，自无组织排放源为起点至拟设置采样点(即监控点)的途径之

中，凡气流运动可能因受阻而改变方向之处的上方和下方，均应设置局地流场的测点，选定后的测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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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于单位平面图上，并同时标上测点编号等标记。

局地流场的简易测定仍使用轻便风向风速表。在一个测点只测定1 min平均风向.必要时川市熨测

定 1一2次

将局地流场的测定结果填于表2中，同时还要将各测点的1 min平均风向标明于单位平lbl图III

                                表 2 局地流场测定结果

测定时问 测点编号 Al点位置 1分钟平均风向/度 备 洲

1

2

3

4

5

    注意:如果总体风向的变化较大，可能引起某一局地流场测点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流向，则应注意测试，井将两种

          不同的流向同时标明于记录表格和厂区平面布置图上

    对标有测点流向的平面图进行仔细分析，得到比较完整的局地流场图。要特别注意分析可能存在的

复杂局地流场，若发现测点和测试的数据不够，应进行必要的补测，直至弄清楚局地流场情况为止。

7. 3 大气稳定度的简易判定

    大气稳定度等级划分为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定、中性、较稳定、稳定共六级，对应于A,B,C,D,

E,F表示

    按照下面的程序计算和判定大气稳定度:

    一 依据一年中的日期序数do计算太阳倾角乙

        依据太阳倾角S，当地纬度0，当地经度几和北京时间计算太阳高度角气、;

        由太阳高度角h。和云量，经查表得出太阳辐射等级;

        根据地面风速和太阳辐射等级，由查表得出大气稳定度等级。

    大气稳定度等级是对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具有重要影响的参数 有关的计算和查表方法详见附录

Ao

了.4 涡流现象及涡流孔穴尺寸的简易测定

7.4.1 涡流现象

    涡流是在气流运动中受到切变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当气流在运动中遇到物体阻挡时，就会产生涡

流，其结果是在物体的背风而形成回旋气流，称为孔穴，此即涡流 典型的涡流总是发生在建筑物的背风

面，如图 1所示。

                                    图 1 涡流形成示意图

    孔穴的尺寸大小和其中气流回旋的激烈程度不仅与风速有关，也同阻挡物体的大小和形状有关.孔

穴的大小可以估算，也可用简易的方法实测。

7.4. 2 涡流孔穴尺寸的估算

    如图2所示，若建筑物的水平宽度为W;高度为H;顺风长度为I.，那么涡流区(孔穴)的水平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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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高度Z和顺风长度X,可分别按式(1)、式(2)、式(3)估算。

                                                Y,= 1.5W (1)

                                              Z，二 1.5 H (2)

                              X,/H 二(A·W/H)/(1十B·W/H) (3)

式中:A,B为系数，由下式确定:

    当L/HG1时，

    A=一2. 0十3.7(LIH)一1/3;

    B=O. 15+0. 305(L/H)一1/30

    当L/H> 1时

      A=1. 75;B=0. 25

7.4. 3 用轻便工风向风速表判定涡流区边界

    先将风向风速表置于较远离涡流区的位置，观察风向标的方位和摆动情况，然后逐渐向祸流区靠

近，待观察到风向标的方位和摆动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即可判断该位置已进人涡流区。

7.4.4 目测法判定涡流区边界

    准备好适当的人造烟源(例如，采用适当大小的香柱)，并将其置于涡流边界的上风向，用肉眼直接

观察烟流的运动情况，并用以确定涡流区域的边界。

图2 孔穴尺寸估算示意

8 各气象因子于无组织排放监测适宜程度分类

8.1 适宜程度的分类方法

    依据各气象因子的数值分为四类。

    a类: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适宜于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b类: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较适宜于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c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较不适宜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d类 很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不适宜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8.2 风向变化的适宜程度分类

    平均风向本身对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没有意义，用10 min平均风向的标准差((7-1)代表风向变化

的大小，其对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适宜程度分类见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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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风向变化的适宜程度分类

风向变化大小(士，)/(。)

      适宜程度分类

( 1弓。 1几。~ 29。 30。~ 45。 ) 45。

83 风速的适宜程度分类

    以平均风速(亦可以10 min平均风速测定值为依据，见本标准7.1)来划分其对无组织排放监测适

宜程度，见表40

                                    表 4 风速的适宜程度分类

?一d
平均风速/cmis>

适宜程度类别

1.0"-2.0 2.1~ 3 0 3.1--<I. 5

8.4

1)风速小于1. 0 m/s应看作是静风或准静风，该种情况下的无组织排放监测另有说明

  大气稳定度的适宜程度分类

大气稳定度不同等级对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适宜程度分类见表50

                            表 5 大气稳定度的适宜程度分类

大气稳定度等级 F,E

一
B,A

适宜程度类别

8.5 正确理解和应用气象条件

8.5.1 由8. 2-8.4所作出的适宜程度分类，并非严格和绝对意义上的分类，监测人员应结合本地区的

具体情况和特点，选择在本地区既实际可行，又具有比较适宜的气象条件下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8.5.2 在一般情况下.风向变化、平均风速和大气稳定度三项气象因子中，以其中适宜程度最差的一项

所达到的类别来估计该次监测中气象条件总的适宜程度。

    例如 于某年某日某时段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风向变化的适宜程度属b类;风速的适宜程度属c

类;大气稳定度的适宜程度属d类，则该次监测的气象条件总适宜程度可估计为d类。

8.5.3 如果三项气象因子中的任一项达到d类，或者其中两项达到c类，则该次无组织排放监测应取

消，或更换时日。

8.5.4 平均风向本身对污染物的稀释和扩一散没有意义，但它将影响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即监测点)的位

置，其中将要影响污染物的迁移途径和距离等。所以，平均风向的选择应结合源的具体情况考虑。

9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布设方法

9.1在单位周界外设置监控点的方法(适用于除现有污染源无组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

氟化物之外的监控点设置)。

9.1门 一般情况下设置监控点的方法

    所谓“一般情况”是指无组织排放源同其下风向的单位周界之间有一定距离，以至可以不必考虑排

放源的高度、大小和形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排放源应可看作为一点源。此时监控点(最多可设置4

个)应设置于平均风向轴线的两侧，监控点与无组织排放源所形成的夹角不超出风向变化的士S0(10个

风向读数的标准偏差)范围之内。如图3所示。

    在单位周界外设置监控点的具体位置，还要考虑到围墙的通透性(即围墙的通风透气性质)，按下面

几种方法设置监控点

    一一 当围墙的通透性很好时，可紧靠围墙外侧设监控点。

    一 当围墙的通透性不好时，亦可紧靠围墙设监控点，但把采气口抬高至高出围墙20̂-30 cm，如

图4中A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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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七 1.5-兰卫h

E 地面

  图3 一般情况下的监控点设置示意图 图4 不透风围墙外设监控点的参考方法

    — 围墙的通透性不好，又不便于把采气口抬高，此时，为避开围墙造成的涡流区，宜将监控点设于
距围墙1. 5 2. 0 h (h为围墙高度(m)),距地面1. 5 m处，如图4中B点所示。

9.1.2 存在局地流场变化情况下的监控点设置方法

    当无组织排放源与其下风向的围墙(周界)之间，存在有若干阻挡气流运动的物体时，由于局地流场

的变化，将使污染物的迁移运动变为复杂化。此时需要按照7. 2的叙述进行局地流场简易测试，并依据

测试结果绘制局地流场平面图。监测人员需要对局地流场平面图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需要对无组织排

放的污染物运动路线中的某些不确定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后，决定设置监控点的位置。

    例如:由图5所示，无组织排放源位于车间B的P点，无组织排放的污染物随局地流场运动的路线

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1)建筑物C较高时，污染物随局地流场运动至周界E处，监控点应设置于E处

附近;(2)当建筑物C十分低矮时，污染物越过建筑物c，落到周界n点;(3)当建筑物C处于一定高度

时，可能有部分污染物运动落到E处，另一部分落到D处，此时可将四个监控点分别设于n和E处，依

据采样分析结果，确定其中的浓度最高点

P为无组织排放点

Kt7

围墙

                            图5 局地流场分析和监控点设置示意图

9.1.3 无组织排放源紧靠围墙时的监控点设置方法

    无组织排放源紧靠围墙(单位周界)时，即对监测带来有利的一面，同时也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此时

监控点应分别如下几种情况进行设置。

    — 排放源紧靠某一侧围墙，风向朝向与其相邻或相对之围墙时，如该排污单位的范围不大，排放

源距与之相对或相邻的围墙(单位边界)不远 仍可按 9.1.1或9.1.2的叙述设置监控点。

    — 如果排放源紧靠某一侧围墙，风向朝向与其相邻或相对之围墙，且排污单位的范围很大，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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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放源下风向设监控点已失去意义，主要的问题是考察无组织排放对其相近的围墙外是否造成污染

和超过标准限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风向朝向排放源相近一侧围墙时，在近处围墙外设监控点;

或于静风及准静风(风速小于1. 0 m/s)状态下，依靠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自然扩散，在近处围墙(单位

周界)外设置监控点。有关的问题在下面叙述。

    — 无组织排放源靠近围墙(单位周界)，风向朝向排放源近处围墙，且排放源具有一定高度，应分

别下列情况设置监控点:

    如图6所示，监测人员应首先估算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域，并将监控点设置于最大

落地浓度区域范围之内(图中A点)。按照GB 16297-1996中的有关规定，按此原则设置的监控点位

置，可以越出围墙外 lo m范围，按式((4)估算最大落地浓度区的位置和距离。

X-_}I]{“
          1了 2 6l

(4)

式中:H— 排放源有效高度。对于无组织排放，通常可以不考虑其热力和动力抬升，所以可用排放源的

            几何高度代替有效高度，m;

    b,q— 为垂直扩散参数。幂函数表达式的系数，即。=bz0，其具体数值见附录Aa

    图6中的A点虽然是最大落地浓度，但无组织排放的污染物已由P点迁移至A点，已经过一段距

离的稀释扩散，浓度终究已大大降低，所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仍然将监控点设置于周界围墙边，但

将采样进气口提高到图6中B点处，B点的高度按式(5)计算:

。_{H毛于x,I”一，
      气 了2b!

(弓)

式中:X- B点的高度，m;

      a-一 排放源至B点的水平距离，m;

  ll,b,q-一同式((4)0
    还应注意，按照GB 16297-1996中的有关规定，监控点设置的高度范围为1. 5-15 m，故若计算得

到的B点高度超过15 m，则应将B点位置作水平移动，直至其计算高度落到15 m以下的范围。
                                                                                                            风向

                          图6 最大落地浓度区域和监控点设置示意图

9.2 在排放源上、下风向分别设置参照点和监控点的方法

9.2门 参照点的设置方法

92.1,1 设置参照点的原则要求

    环境中的某些污染物(在GB 16297-1996中规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氟化物为该类物

质)具有显著的本底(或称背景)值，因此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其中一部分由本底

或(或背景)值作出贡献，另一部分由被测无组织排放源作出贡献，设置参照点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本底值

的大小。所以，设置参照点的原则要求是:参照点应不受或尽可能少受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影响，参照点

要力求避开其近处的其他无组织排放源和有组织排放源的影响，尤其要注意避开那些可能对参照点造

成明显影响而同时对监控点无明显影响的排放源;参照点的设置，要以能够代表监控点的污染物本底浓

度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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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 参照点的设置范围

    按照GB 16297--1996的有关规定和9.2.1.1的原则，参照点最好设置在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t-

风向，以排放源为圆心，以距排放源2 m和50 m为圆弧，与排放源成 1200夹角所形成的扇形范围内设

置。如图7所示，由GDEF围成的扇形，即是设置参照点的适宜范围，这样的安排既符合GB 16297-

1996的有关规定，又具有避开近处污染源影响的余地。

                                      图 7 参照点的设置范围

9.21.3 平均风速等于和大于1 m/s时的参照点设置
    平均风速等于或大于1 m/s时，由被测排放源排出的污染物一般只能影响其下风向，故参照点可在

避开近处污染源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被测无组织排放源设置，以使参照点可以较好的代表监控点

的本底浓度值。

92.1.4 平均风速小于1 m/s(包括静风)时参照点设置
    当平均风速小于1 m/s时，被测无组织排放源排出的污染物随风迁移作用减小，污染物自然扩散作

用相对增强，此时污染物可能以不同程度出现在被测排放源上风向，此时设置参照点，既要注意避开近

处其他源的影响，又要在规定的扇形范围内比较远离被测无组织排放源处设置。

9.2.1.5 存在局地环流情况下的参照点设置

    当被测无组织排放源周围存在较多建筑物和其他物体时，应警惕可能存在局地环流，它有可能使排

出的污染物出现在无组织排放源的上风向，此时应对局地流场进行测定和仔细分析后，按照前面所说的

原则决定参照点的设置位置。

9.2.2 监控点的设置方法

9.2.2门 设置监控点的原则要求
    设置监控点的原则要求是由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附录C和其他有关

部分提出的.即要求设置监控点于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距排放源 2̂ 50 m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设置

监拧点时不需要回避其他源的影响

9.2.22 一般情况下设置监控点的方法
    如图8所示，在无特殊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监控点应设置在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下风向，尽可能靠

近排放源处(距排放源最近不得小于2 m)>4个监控点要设置在平均风向轴线两侧，与被测源形成的夹

角不越出风向变化的标准差(士S0)的范围

9.2.2. 3 处于涡流区内的监控点设置
      如果无组织排放源处于建筑物的正背风面(如图9所示)，其下风向将不可避免处于涡流区内。从理

论上判断，由无组织排放的污染物在涡流中将受到搅拌混合，此时监控点的设置将不受上述中的夹角限

制，应根据情况于可能的浓度最高处设置监控点

      实际L:建筑物背风面的涡流激烈程度既同风速有关，也同建筑物的大小、形状等因素有关.所以监

测人员最好在现场用轻便风向风速表或人造烟源按 7. 4. 4的叙述进行简易测定，并按测定结果判断尤

组织排放的污染物受到搅拌混合的激烈程度和分布情况，决定监控点的布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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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风向

P无组织排放注

                              图8 一般情况下设置监控点的方法

    无组织排放源处于建筑物的侧背风区(如图10所示)，则排放的污染物可能部分处于涡流区，部分

未处于涡流区，此时应尽可能避开涡流区，于非涡流区内设置监控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设置监控点，仍然必须用轻便式风向风速表或人造烟源对排放源附近的流场作一

些简易的测定和分析，依据流场的具体情况设定监控点的位置。

风向

          图9 无组织排放的污染物 图10 排放源处于侧背风区的

                  处于涡流区内 监控点设置示意图

9.2.2.4 无组织排放源处于建筑物迎风面的监控点设置

    无组织排放源处于建筑物的正迎风面时(如图11所示)，排放的污染物向源的两侧运动，此时应将

监控点设置排放源两侧，较靠近排放源，并尽可能避开两侧小涡旋的位置。

  图 H 排放源处于

正迎风面的监控点设置

图12 排放源处于建筑物

侧迎风面时的监控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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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现场排放源近旁的气流状况仍应预先作简易调查，然后才确定监控点的具体位置。

    无组织排放源处于建筑物的侧迎风面时，污染物将向其下风向紧贴墙面运动，此时应在排放源下风

向靠墙(图12A点)设置监控点，亦可同时在下风向墙尽头处(图12B点)设监控点。

9.2.2.5 同一个无组织排放源，存在两个以上排放点的监控点设置

      一如果在监测以前可以确认.多个排放点中某一点的排放速率(指单位时间的污染物排放量)明

显大于另外的排放点，则监控点应针对其中排放速率最大者设置，另外的排放点可不予考虑

    — 如果在监测前可以确认，其中两个排放点的排放速率较接近，且污染物的扩散条件正常(指无

涡流和局地环流等情况)，应通过查表(见附录B; 2Y数值表)作出估计。当两个排放点间的距离小于表

中2Y时，两排放点下风向的浓度叠加区中的浓度将超过其中任一排放点单独形成的扩散区浓度，此时

可将4个监控点中的2个设于浓度叠加区，另2个针对两单独的排放点设置，最终取其中实测浓度最高

者计值;若两排放点间的距离大于2Y,应分别针对两个排放点设置监控点，最终取测值最高者计值，不

考虑在浓度叠加区设监控点。

    — 若存在涡流或局地环流时，两个点排放的污染物混合作用加剧，情况更为复杂，此时要因地制

宜，根据现场具体情况设监控点，并更多的考虑在混合区设监控点。

9.2-2.6 排放源具有一定高度时的监控点设置

    如果条件许可，以提高采气口位置来抵消排放源的高度，这样设点最为有利。

    如果条件不许可提高采气口位置，则需对无组织排放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域进行估算后设置监控点，

估算的方法参照本标准9.1.3第2点。

9.3 复杂情况下的监控点设置

9.3.1 在特别复杂的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运用上述各点的内容来设置监控点，需对情况作仔细分析，综

合运用有关条款设置监控点。

9.3.2 在特别复杂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对污染物的运动和分布作确切的描绘和得出确切的结论，此时

监测人员应尽可能利用现场可利用的条件，如利用无组织排放废气的颜色、嗅味、烟雾分布、地形特点

等，甚之采用人造烟源或其他手段，籍以分析污染物的运动和可能的浓度最高点，并据此设置监控点。

9.3.3 由于无组织排放的具体情况，气象条件和地形变化都是多种多样的，监测人员很可能遇到本文

叙述之外的具体情况，此时应发挥创造性，在符合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附录C

和其他有关原则规定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解决监控点设置方法。

10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方法、分析方法和计值方法

10.1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频次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采样，一般采用连续 1h采样计平均值。

    若污染物浓度过低，需要时可适当延长采样时间;

    如果分析方法的灵敏度高、仅需用短时问采集样品时，实行等时间间隔采样，在1h内采集4个样

品计平均值

    无组织排放参照点的采样应同监控点的采样同步进行，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均应相同。

    为了捕捉监控点浓度最高的时间分布，每次监测安排的采样时间可多于1卜

10.2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方法

    对于无组织排放的控制是通过对其造成的环境空气污染程度而予以监督的，所以，无组织排放的

“监控点”设置于环境空气中。我国已经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了配套的标准分析方法，其中有关

的采样部分已分别按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作出规定，因此，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方法应按照配套

标准分析方法中适用于无组织排放采样的方法执行，个别尚缺少配套标准分析方法的污染物项目。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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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适用于环境空气监测方法中的采样要求进行采样

10. 3 无组织排放监测分析方法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样品分析方法按照国家环保局规定的，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配套的标准分

析方法(其中适用于无组织排放部分)执行，个别没有配套标准分析方法的污染物，应按照该污染物适用

于环境空气监测的标准(或统一)分析方法执行。

10.4 无组织排放监测对工况的要求

    按照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8.3的规定:在对污染源的日常监测中，采样

期间的工况应与当时的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的人员和实施监测的人员都不应任意改变当时的运行

工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按国家环保局制定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监测办法》执行;其他为了处理厂群矛盾等具有特定目的的监测，应根据需要提出对采样期间的

工况要求，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但是，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无组织排放实行限制的原则是，即使在最大负荷的生产和排放，

以及在最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稀释的条件下，无组织排放监控值亦不应超过排放标准所规定的限值，因

此，监测人员应在不违反上述原则的前提下，选择尽可能高的生产负荷及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稀释的条件

进行监测

10.5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的计值方法

    所谓计值方法是确定某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的方法，它用以同排放标准中的“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进行比较，以判断该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是否达到(或超过)标准值。

    按照GB 16297--1996的有关规定，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的计值分法分别下面两种情况进行计

算

10. 5.1 按规定在污染源单位周界外设监控点的监测结果，以最多四个监控点中的测定浓度最高点的

测值作为“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注意:浓度最高点的测值应是1h连续采样或由等时间间隔采集的

四个样品所得的1h平均值。

10. 5.2 按规定分别在无组织排放源上、下风向设置参照点和监控点的监测钻果，以最多四个监控点中

的浓度最高点测值扣除参照点测值所得之差值，作为“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注意:监控点和参照点

测值是指1h连续采样或由等时间间隔所得四个样品的1h平均值。

    例:为对某污染源的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督控制，按规定于无组织排放源上风向设参照

点，于排放源下风向的适当位置设四个监控点，如何依据测定结果判断该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是否超

标?

    设:参照点M以等时间间隔采集四个样品。测值分别为m�mz,m,�ma,

    监控点A,B,C,D均分别以等时间间隔采集四个样，测值分别为al,az,a3,a,;b� bo,b3,b},c� c,,c3,

c,;d�d2,d�d。

    计算:

(1)参照点的1h

(2)四个监控点的

平均值:m
m , +m, +m, +m

            4

1h平均值分别为

    a.+az+a3十al
a = —

b=
+b,+b3+b,

      4

+勺+纯+，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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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4

(3)比较四个监控点的测值大小(均指1h平均值)后，得到b>a>c>d

(4)计算该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的“监控浓度值’，二 二=b-m

(5)判断该污染源无组织排放是否超标(设该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为Y)

结论:因为x>Y，所以该源的无组织排放超标。

11 标准实施

    由于排放同一种污染物的工厂集群，或者由于特殊的地形构成，气象条件等因素，造成确实无法实

施本标准时，应由环境监测部门提出报告，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对特定

污染源缓期或免于实施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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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大气稳定度的判定方法

A1 太阳倾角6以式(A1)计算

    s=[0.006 918一0.399 912 cosQo+0.070 257 8 sinQ。一0.006 758 cosQo+0.000 907 sin 2Q。一

0.002 697 cos3Qa+0.001 480 sin3Qo]X180/7i (AI)

式中:Qo=360 d0/365, (0);

        S=太阳倾角，(0);

      d0=一年中的日期序数。,1,2,3.......364

    太阳倾角的计算值见附录B0

A2 太阳高度角h。的计算

                    h。二arcsin[sinosin8+cos"cos6cos(15t+3一300)]

式中:h}— 太阳高度角，(“);

      0— 一当地纬度，(，);

      t— 北京时间，时;

      S— 太阳倾角，(“);

      义— 当地经度，(。)。

(A2)

A3 确定太阳辐射等级

由计算得到的太阳高度角h。和云量，由表A1查出太阳辐射等级。

表 A1 太阳辐射等级

总云量/低云量” 夜 间
太阳高度角h�

h,簇150 150<h,<350 350<ho<650 h0>6犷

毛4/蕊4 一 2 一 1 +1 +2 十3

5̂  7/<4 一 1 0 +1 一卜2 卜3

) 8/簇4 一 1 0 0 +1 一卜1

妻5/5̂ 7 0 0 0 0 f1

妻8/)8 0 0 0 0 0

1)云量是指将天空分为十份(十分制)所占的份数.观测云量的规则见附录Co

A4 确定大气稳定度等级

根据地面风速和太阳辐射等级，由表A2查出大气稳定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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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大气稳定度等级

地面风速”/(m/s)
太 阳辐 射 等级

十3 十 2 +1 0 一1 2

簇1.9 A A一 B B D E F

2--2. 9 A- B B C D E F

3- 4.9 B B--C C D D E

)6 D D D D D D

1)地面风速系指离地面10.高处的10 min平均风速。若在无组织排放现场测定10.高度的风速有困难，可以

  用现场开阔地带2 m以上高度，或高于10 m高度，定的平均风速代替，并以瓦。一百.(刹’计算得到氏
  (10 m高度风速)。式中a为侧定风速的实际高度，。见附录D推荐值。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太阳倾角b(四年平均值)

S/(0)I             _ A $}日期 ~~~~~毖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 一 23.1 一17. 2 一7.80 4.30 15.0 22.0 23. 1 18. 2 8. 40 一 3.00 一 14.3 一 21. 8

2 一 23. 0 一16，勺 一7.40 4.70 15.3 22. 2 23. 1 17.9 8.10 一 3.40 一 14. 6 一 21.9

3 一22. 8 一 16.6 一 7.00 5.10 15. 6 22. 3 23. 0 17. 6 7.70 一 3. 80 一 15. 0 一 22.1

4 一 22. 7 一 16.3 一6. 60 5.50 15.9 22. 4 22. 9 17. 4 7.40 一 4.10 一 15. 3 一 22. 2

5 一22.6 一 16.0 一 6.20 5.90 16.2 22. 5 22. 8 17.1 7.00 一 4.50 一 15. 6 一 22. 3

6 一 22.5 一 15.7 一 5.80 6.30 16.4 22. 6 22. 7 16.8 6.60 一4.90 一 15. 9 一 22.4

7 一 22. 4 一 15. 4 一 5.40 6.60 16.7 22. 7 22.8 16. 5 6.20 一 5. 30 一 16.2 一 22. 6

8 一 22.3 一 15. 1 一 5.10 7.00 17. 2 22.8 22. 5 16.3 5.90 一 5.79 一 16. 5 一 22.7

9 一 22. 1 一 14.8 一 4. 70 7. 40 17.2 22. 9 22.4 16. 1 5.50 一 6.10 一 16. 7 一 22. 8

10 一 22. 0 一 14. 5 一 4.30 7.80 17.5 23.0 22.3 15.7 5.10 一 6.50 一 17.0 一 22. 9

11 一 21. 8 一 14.2 一 3.90 8. 10 17. 8 23.1 22. 2 15. 4 4.70 一 6.80 一 17. 3 一 23.0

12 一 21. 7 一 13. 8 一 3. 50 8. 50 18.0 23. 2 22.0 15.1 4.40 一7.20 一 17.6 一 23. 1

13 一 21.5 一 13.5 一 3. 10 8.90 18. 3 23.2 21. 9 14.8 4. 00 一7. 60 一 17. 9 一23. 1

14 一 21.4 一 13.2 一 2. 70 9.20 18. 5 23. 3 21.7 14.5 3. 60 一 8.00 一 18.1 一 23. 2

15 一 21. 2 一 12.8 一 2.30 9.60 18.8 23. 3 21. 6 14.2 3.20 一8. 30 一 18.4 一 23. 3

16 一 21.0 一 12.5 一 1.90 10.0 19. 0 23.4 21. 5 13. 9 2.80 一8.70 一 18.6 一 23. 3

17 一 20. 8 一12.1 1.50 10.3 19. 2 23. 4 21. 3 13.5 2.50 一 9. 10 一18. 9 一 23. 4

18 一 20. 6 一11.8 一 1.10 10. 7 19. 5 23.4 21. 1 13. 2 2. 10 一 9.40 一 19. 1 一 23. 4

19 一 20. 4 一 11.4 一 0.80 11.0 19. 7 23. 4 20. 9 12.9 1.70 一 9. 80 一 19.4 一 23. 4

20 一 20. 2 一 11.0 一0. 40 11.4 19. 9 23. 4 20. 7 12.6 1.30 一 10. 2 一 19. 6 一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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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二理
日期 ~~~~曰与

一月 二月 二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广火月 九月 寸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21 一 20 0 一 10.7 0.00 11.7 20.1 23.4 20.5 12.3 0.90 一 10.5 一 19 8 一23.1

22 一 19.8 一 10t4 0.40 12.1 ZOt3 23.4 20.3 11.9 {)50 一 11.0 一 20.1 一23tj

23 19.5 一10，0 0 80 12.4 20 5 23.4 20.1 11.6 0 10 一 11.3 一20.3 ��一�223.4

24 一19 3 一 9 60 1.30 12.7 20.6 23.4 19.9 !1 2 0。00 ��一�111.6 20.5   23 4

25 一 19 1 一 9.30 1.70 13 0 20.8 23 4 19.7 10.9 一 0.60 一12 0 一20‘7 一 23.4

26 一 18.8 一 8.90 2。10 13.4 21.1 23.4 19 5 】0.6 一 1.10 一 12 3 一 20 9 一 23.4

27 一 18.6 一 8.50 2 4e 136 21 2 23.4 19.3 10 2 一 1‘50 一 12.6 一 21.1 一23.3

28 一 18 3 一 8 10 2 50 14 0 21 4 23‘3 19.1 9.90 一 1.90 一 13.0 一 21.3 一 23.3

29 一 18‘0 3.20 14.4 21 0 23.3 18.9 9.50 一 2 20 一 13 3 一21.4 23.3

30 一 17.8 3 60 14.7 21.7 23‘3 18.6 9 20 一2.60 一 13.7 一 21 6 一 23 2

31 一 17 5 J。00 21.9 18.4 8.80 一 14.0 一 23.2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云t观测规则

云量是指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估计云量的地点必须能见全部天空，当天空部分地为障碍物如山、房

屋等所遮蔽时，云量应从未被遮蔽的天空部分中估计;如果一部分天空为降水所遮蔽，这部分天空应作

为被产生降水的云所遮蔽来看待。

    云量观测包括总云量和低云量。总云量是指观测时天空所有的云遮蔽的总成数，低云量是指天空被

低云所遮蔽的成数，均记整数。

Cl 总云t的观测

    全天无云，总云量记。;天空完全为云所遮蔽，记10;天空完全为云所遮蔽，但只要从云隙中可见青

天，则记10一;云占全天十分之一，总云量记 1;云占全天十分之二，总云量记2，其余依次类推。

    天空有少许云，其量不到天空的十分之零点五时，总云量也记。。

    总云量记人观测簿相应栏内，并作日合计、日平均(以下各章同)。

CZ 低云t的观测

    观测低云量的方法与总云量同。全天无低云或虽有少许低云但其量不到十分之零点五时，低云量记

。;天空被低云遮住一半时，低云量记5;整个天空为低云遮蔽，低云量记10，但如有云隙能见到青天或看

到上层云时，低云量记1)。例如:天空被Fn占满，其间有空隙，从空隙中看到高层云，但看不到青天，此

时总云量记10，低云量记10一;又如:天空为Sc遮满，而其间有较小的空隙可见青天，此时总云量记

10一，低云量也记 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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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各种稳定度条件下的风廓线幂指数值姐

~~~
八 D EF

地 区

0. to 0.1s

门tO7 0.07

  附 录 E

(标准的附录)

b,q数值表

按照高斯扩一散模式，地面最大浓度出现的距离为:

                              X。二(H/丫万

o. 25,0.15 o. so0. 25

其中:H

      b,q

一烟源的排放高度;

一垂直扩散参数a,幂函数表达式的系数;(即:a,=bz") o

    GB/T 3840-1991《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规定，垂直扩散参数幂函数表达式

系数取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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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稳定度 9 b 下风距离/m

E

0.788 370

0. 565 188

0. 414 743

0. 092 752 9

0.433 384

  1.732 11

  0--1 000

1 000 -10 000

  >10 000

F

0. 784 400

0. 525 969

0. 322 659

0. 062 076 5

  0. 370 015

  2.406 91

  0- 1 000

1 000 .10 000

  > 10 000

  附 录 F

(标准的附录)

  2y数值表

    假设两个点源相距的距离为2y，在2y距离内，由于两个源的浓度叠加，会形成一个大于单个点源

造成的地面最大浓度。m}.o 2},同排放源高度H，以及大气稳定度之间的关系为:

F1 在各种稳定条件下的2，值(排放源高度为2.0 m)

大气稳定度 2y值/m

很不稳定 3. 33

不稳定 3.63

中性 4.84

稳定 17. 21

F2 在中性大气稳定度条件下，排放源高H和2y的关系

H/- 2v/m

1.5 3. 63

2. 0 4. 48

3. 0 7. 27

4.0 9. 69

5.0 12. 11

6. 0 14 53

7. 0 16.96

8.0 19. 38

9.0 21. 80

10.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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