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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根据国务院印发《打嬴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方案实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越

发突出。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政府、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治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集中整治点多、量大、面广的

施工扬尘、大气降尘、道路遗撒、车轮带泥、非铺装道路风蚀水蚀、等问题，严重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成效。

       为了进—步加强城市道路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污染治理决策。利用车载监测数据对特殊区域（如国控、省控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站点等重点区域）进行分析，找到敏感区域周边的主要污染源，为重点区域靶向治理提供数据支撑，推进多部门数据互

联互通和联合分析，尤其针对道路扬尘和积尘问题开展环保、住建、城管、交通和环卫等部门数据的动态融合。利用网格化空气质

量监测、污染源排放监测、大气环境超级站监测、污染源清单数据、气象数据、城管数据、渣土车数据等有机结合，实现环保大数

据的互联互通，从整体上提升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的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

术语和定义

      道路扬尘是指道路、街道上的积尘在—定的动力条件（风力、机动车硐压或人群活动）的作用下，1次或多次扬起并混合，进入

环境空气中形成—定粒径分布的颗粒物。道路积尘是城市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之—，已经成为城市的—大公害。

道路扬尘

       积尘负荷是指单位面积的路面上通过 200 目( 75 μm) 标准筛的积尘质量，单位为 g/m2。是影响道路扬尘 PM10 和 PM2.5 排

放系数的重要参数。

       道路积尘负荷不是监测路边的积尘，而是对车辆通行部分路面积尘的监测。

积尘负荷

       标准筛是按法令规格化的筛具。有网筛和板筛两种。 通常由黄铜、磷青铜或不锈钢制成。 网筛的网目由金属丝按正方形编织而

成，按筛孔的开度或金属丝的直径分为若干种规格。筛框为圆筒形，同一直径的筛可组合使用。用于测定粉末物料和颗粒物料的粒

径分布。

      各个筛子所处的层位次序叫筛序，两个上下相邻筛子筛孔尺寸之比叫筛比，作为基准的筛子叫基筛。

标准筛

      位于监测车顶部，表征监测路段背景环境空气颗粒物浓度的监测位置。

对照点

      利用监测车行驶形成的作用力，将路面上的松散颗粒物质扬起，通过车载采样和监测装置对道路扬尘进行自动监测并用相关影

响参数计算道路尘负荷的系统，简称车载移动监测系统。

道路尘负荷车载移动监测系统



      

HJ65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393-2007《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务院2018年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千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9 修正版

《大气环境走航监测车改装技术要求及运行作业指导书》(2019年版）

产品简介

       奥斯恩OSEN-DLJC道路积尘负荷快速走航监测终端，是对大气中颗粒物、道路车辆扬起的尘土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将采集的

数据信息传递到智能云平台进行处理，给予客户包括走航路线图，点位的颗粒物数值等多方面的监测信息。

产品参数

      PM2.5、PM10、TSP、积尘潜势

车载式路面扬尘监测设备

参考标准

      

GB1589《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15432《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HJ618《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CJJ/T126-201X)



      2       PM10

      3       TSP

TSP测量原理：激光散射

测量范围： 0～1OOOµg/m3（可检测到30mg/m3) 

误差：≤100ug/m³，±20ug/m³；≥100ug/m³，±20%

响应时间：≤30s

     4       积尘潜式
测量范围：0～20s

响应时间：≤30s

      序号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1       PM2.5

采用高灵敏工业级激光传感器

PM 2.5测量原理：激光散射

测量范围：0～1000µg/m3（可检测30mg/m3)

误差：≤100ug/m³，±10ug/m³；100～1000ug/m³，±10%

响应时间：≤30s

PM10测量原理：激光散射

测量范围： 0～1000µg/m3（可检测到30mg/m3)

误差：≤100ug/m³；±15ug/m³；100～1000ug/m³，±15%

响应时间：≤30s

性能特点

      

集保护、测量、信号、显示等功能于一体。 

具有短路、过载、低压等多种保护功能，各种功能均可选择。

      

采用先进的工业级芯片，总线不出芯片，电气隔离和电磁屏蔽设计符合相关标准，使装置的硬件系统具有高抗干扰能力和

工作可靠性。

      

检测、采集、分析原理成熟可靠，能够经历长时间的现场运行考验。 

车载移动点位扬尘监测实时显示，监测地点不受限制。

      

免安装支架：可适用于各种车型。 

检测仪主机采用知名品牌。

      

能够保证在环境温度应处于-10℃至 40℃之间，环境相对湿度小于等于 80%，环境风力低于4级的情况下，不影响道路积

尘检测仪的正常使用。

      

检测仪采样时，每间隔 1s采样一个数值。 

现场检测数据导出可以通过平台导出等方式。

      

检测仪配备GPS，原始数据导出带GPS点位信息。 

数采模块对检测设备进行运行控制和数据传输至电脑系统。

      

数采模块的工作环境：-10℃至 50℃，相对湿度5%-95%，无结霜。

      

采样管用于将含尘气流输送到颗粒物监测单元，应缩短管路长度，管内径为（50±10）mm，管路内表面光滑，采样管需

弯曲时均应平滑过渡，避免突变。

      

支持远程监控检测以及预警（选配）。

      

采样口用于采集被车辆行驶作用力扬起的可悬浮颗粒物，其设计和选材要求内壁光滑、防静电。      

触摸屏液晶显示，界面友好。



      

软件能够显示检测仪的数据、实时车速、GPS 信息。

每次采样结束后自动将当前采样数据上传到电脑系统。

      

生成走航图为标准地图方式显示生成走航图为标准地图方式显示。

      

检测仪将数据上传到电脑系统后，系统软件自动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并根据设置好的浓度标准值对应的颜色在地图上对应

的道路生成颜色标注显示，显示颜色的路段为实际采样路段，积尘负荷值的浓度对应相应的颜色，以区分不同浓度梯度的

积尘负荷值。

      

进入数据界面，以城市道路为单位，可以查看所在检测过道路的历史数据。

结构图

       监测大气中的颗粒物浓度情况（城市扬尘），在车辆行

驶过程中通过不同时段，不同位置的数据，绘制全区域的颗

粒物分布图为路面扬尘监测的数据  处理提供背景浓度。

车顶监测设备

车里监测设备

      监测路表的扬尘颗粒物浓度情况，车辆行驶过程中激起的

扬尘浓 度与环境中的颗粒物浓度对比，获取较为精准的路面

扬尘堆积情况。

监测方法对比

      传统道路积尘负荷的监测方法需要人工测量，采样采用真空收集法， 即应用吸尘器收集—定路面面积的尘土样品，在实验室进

行筛分分析，计算出采样路面的积尘负荷。需采样布点、采样器材（真空吸尘器、配套纸 袋、配套电源，道路积尘采样装置）、称

量仪器、采样量规格等。受时间、空间、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工作量相对繁琐，效率低，需要耗费大 量人力，同时采样面积小、

代表性差。

人工道路积尘负荷监测

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系统



系统组成

       奥斯恩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系统是由颗粒物采集单元、颗粒物监测单元、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供电单元、车辆定位系统及

辅助单元等部分组成，辅助单元包括气象参数测试仪、视频监控设备和校准设备等。

       该系统集成了在线监测、数据计算、地图匹配、视频监控、数据传输和自动统计等功能，通过监测车轮带起的扬尘浓度来评价

道路积尘负荷。基于监测车运行过程中的车辆扬尘颗粒物浓度和车速等参数实时计算输出道路积尘负荷数值。其中，车轮带起的扬

尘颗粒物浓度为采样点和背景点颗粒物浓度差值。该系统在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自动对积尘负荷数据进行监测，具有不影响交通、

监测效率高和结果清晰可视等优势。

      重车型，计算出该道路的交通扬尘排放因子，为市内

各路段进行潜在扬尘排放统计，形成街道清洁度排名。在

重污染过程中，可精确计算出交通道路积尘对污染的贡献

量。该系统云平台结合GIS数据，实时监测、历史监测、

超标监测、单车监测查询、单街道监测查询、污染云图、

道路排名、历史存储等形成数据产品，从而对环卫作业指

导和重污染天气的车流管理机制，提供详细的理论和数据

支撑，为精准溯源提供有利数据基础。

       监测应在晴天进行，如果出现下雨天气，须等路面干

燥(2-7 天）后方可进行道路积尘测定。



技术要求

       监测车应为满足GB1589规定，且符合如下要求的M1类轻型载客车辆：

监测车

a)最大总质量不小于1.5t；

b)安装空间满足容积宜不小于400L，长度、宽度和高度满足现场监测仪器的安装要求，用于安装车载移动监测系统的现场

监测设备；

c)监测车应配备牢固的支架，用于固定监测设备，安装设备后的监测车辆应保证稳定运行、避免安全隐患。

       颗粒物采集单元包括采样口、采样管、流量控制器和采样泵等。相关技术要求如下：

颗粒物采集单元

采样口用于采集被车辆行驶作用力扬起的可悬浮颗粒物，其设计和选材要求内壁光滑、防静电；

采样口宜安装在车辆远离排气管一侧后侧轮胎的后方，采样口距离地面高度（200±20）mm，采样口与胎面距离

（50±10）mm，采样口指向胎面方向（与行驶方向一致），安装方式见图2；

采样管用于将含尘气流输送到颗粒物监测单元，应缩短管路长度，管内径为（50±10）mm，管路内表面光滑，采样管

需弯曲时均应平滑过渡，避免突变；

流量控制器用于监测采样管内气体流速，量程范围(0.2～20)m/s，精度应不低于2.5%；

采样泵的工作流量为（80～120）L/min，当采集单元负载阻力达到30kPa时，采样系统整体最大抽气流量应不低于

160L/min；

对照点采样口设置于高于车顶（100±10）mm，朝向于车辆前部（与行驶方向一致），对照点采样管长度宜不长于1500mm。



       颗粒物监测单元基于泵吸式光散射原理，用于环境空气和扬尘气流中颗粒物质量浓度的测定，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要求。

在满足相关技术指标要求的情况下也可选择其他原理的监测仪。

颗粒物监测单元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用于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道路尘负荷等数据。相关技术要求如下：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

道路尘负荷实时数据频次≤6s，测试路段道路尘负荷为该路段内有效监测数据的平均值；

配备显示单元，可显示实时数据，并能自动生成道路尘负荷监测轨迹图；

具有断电数据保存功能；

具有查询历史数据功能，具备3个月以上的数据存储能力，并能以报表形式导出

       宜使用外置式可充电电源，供电单元的技术要求如下：

供电单元

供电电压和电流满足车载移动监测系统需求，持续供电能力不小于8h；

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85%条件下，车载移动监测系统电源端子对地或监测车外壳的绝缘电阻不小于20Ω。

设备应具备数字通讯接口，可实现无线或有线通讯。



       车辆定位系统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或全球定位系统（GPS），实时记录并输出经纬度、速度和加速度信息，定位精度

≤15m。

车辆定位系统

气象五参数仪可同时测量大气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和气压等五种气象要素，气象参数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辅助单元包括气象五参数仪、视频监控设备和校准设备等，辅助单元各部分的技术要求如下：

辅助单元

气象参数 测量范围 分辨率

温度⁄℃ -30~60 0.1

相对湿度⁄% 0~90 0.1

风速⁄（m/s） 0~40 0.1

风向⁄° 0~360 5.6

气压⁄kPa 0~120 0.01

视频监控设备为选装设备，可安装在车内后视镜处，摄像头朝向前方路面，分辨率1080p以上，镜头焦距≤6mm（视角

62°），可实时记录测试时的路况信息，存储容量不小于16G；

校准设备采用滤膜称重法采样设备，用于校准、标定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

测环境的技术要求如下：

监测环境要求

操作条件

a) 待测道路路面须干燥；

b) 监测前，测试并记录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和气压，监测环境条件应满足下表的要求。



序号 环境条件 技术要求

1 温度 (-20~50)℃

2 相对湿度 0~85%相对湿度，无凝结

3 风速 ＜5.5m/s

4 气压 （80~106）kPa

监测车操作要求如下：

监测车的操作要求

应配备驾驶人员和专业监测人员；

驾驶人员需具有M1类车型驾驶资质，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员不应操作监测系统，遵守交通法规要求；监测时，监测车

行驶速度应控制在（20~70）km/h，不应急加速和急减速行驶，加速度应小于0.7m/s2；路况允许时监测车辆宜在偏右

车道行驶监测；

监测人员应掌握车载移动监测系统操作和运行维护等方面的技能，遵守操作规范。

系统功能

数据分析 对道路扬尘进行实时监测、 并根据路表（道路激尘）与空气中（城市扬尘）的扬尘数据进行

分析，计算出路面积尘情况。

智能物联 物联网＋云端数据平台，多点移动监测，云数据处理平台，数据实时呈现。

安装获取 可通过简单改装，将设备安装在任何车型，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实时获取路表扬尘数据来日

空气中颗粒物数据。

数据分布 获取路面积尘分布数据，可为环保环卫的作业提供指导、规划和考核，也可为雾霆预警及防

治指南提供精细化解决方案。



软件功能

       城市移动空气监测网提供基于地理信息平台的道路数据查询、  展示及动态计算工具，从3个数据维度出发为用户提供一个可根

据自己业务灵活调整的自由挖掘和使用数据平台，提高用户探索大量监测数据效率。

道路空气质量分布

       结合地理信息，可对车辆上传的秒级的海量监测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生动形象地展示出道路空气质量的实时变化趋势和污染

分布情况。系统可根据地图不同显示级别切换显示内容，在大尺度区域可显示城市主干道路空气质量数据，在中尺度区域可显示街

道级道路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在小尺度级别可显示街道级道路空气质量数据。

空气质量路网实时专题图

       道路积尘监测展示，通过基于地理信息平台的道路积尘展示，生动形象的展示街道积尘污染情况。

道路积尘监测展示

       通过—段时间的监测数据累计，对全市街道清洁程度进行排名，及基于 道路属性的污染程度分析。

道路积尘排名

       对超标路段进行提取展示，对不同污染程度的道路进行独立展示。

超标监测



       可以按照不同污染参数 (TSP、PM10、PM2.5)显 示各车辆的实时位置和监测浓度，还可以查看实时的温湿度信息。

车辆实时数据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每季度开展温度检查，监测系统显示温度与标准温度计读数的误差应在±5℃范围内，当显示温度与实测温度的误差超过±5℃，

应对温度进行校准，直至通过温度检查。

气象参数

温度检查



       每季度开展气压检查，监测系统显示气压与标准气压计读数的误差应在±1kPa范围内，当显示气压与实测气压误差超过±1kPa

时，应对气压进行校准，直至通过气压检查。

气压检查

       每半年开展湿度检查，监测系统读数与标准湿度计读数的误差应在±10%范围内，超过±10%时应对湿度进行校准，直至通过湿

度检查。

湿度检查

采样系统

气路检查

       每月对颗粒物监测仪器进行气路检漏，如果达不到要求，应及时进行气路检查。

流量检查

       每月使用检定合格的标准流量计对监测仪器进行流量检查，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的误差应在±10%范围内，且示值流量与实测

流量的误差应在±2%范围内。当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的误差超过±10%，或示值流量与实测流量的误差超过±2%时，应对流量进行

校准，直至通过流量检查。流量计精度在±1%之内，压力损失小于7kPa。

采样系统维护

       监测前对采样口、采样管路进行检查，保证采样管路内壁清洁干燥；监测结束后对采样系统进行清洁；当遇到重污染天气，或

测试路段道路尘负荷较高，或采样管内壁有明显积尘时，应增加清洁频次。

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

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维护

       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维护要求如下：

监测前对颗粒物监测仪进行零点校正；

配备切割器的颗粒物监测仪，监测结束后应对切割器进行清洁，保持切割器内壁清洁干燥；当遇到重污染天气或测试路

段道路尘负荷较高时，应增加清洁频次；

每季度对颗粒物监测仪进行1次全面维护和校准；每次校准、维护维修均需记录，并定期存档，校准维护记录表见附录B。

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平行性检查

       每周进行一次平行性检查，将3台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置于同一环境中，仪器入口调整到同一高度，测量环境空气中的颗粒

物（PM2.5或PM10或TSP）浓度，以每小时均值为一组数据，至少覆盖满量程（20±10）％、（50±10）％和（80±10）％浓度

，共测试不少于10组数据，计算3台监测仪的平行性P，P≤15%视为平行性检查通过，否则需对3台仪器进行检查，针对问题仪器开

展维修或更换，直至通过平行性检查。按照公式（1）计算3台监测仪的相对标准偏差，按照公式（2）计算平行性。



式中：

Pj——3台监测仪的相对标准偏差，单位为百分号（%）；

Cij——第i台监测仪测量第j个样品的颗粒物浓度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Cj——3台监测仪测量第j个样品的颗粒物浓度值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i——监测仪序号（i=1～3）；

j——监测样品序号（j=1～10）。

式中：

P——仪器平行性，单位为百分号（%）。

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比对测试

       每季度按照GB/T15432、HJ618和HJ653的相关技术要求，对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进行比对测试，考核监测仪是否满足相关

技术要求。偏离要求时，应对监测仪进行检查与检修，重新与参比方法比对，直到满足准确度审核指标。可选择自行监测或者送往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测试地点可选择实际道路或实验室，实验室内应采用实际道路积尘再悬浮后开展测试。

车载移动监测系统准确性检查

       每年对在用的车载移动监测系统开展1次准确性检查，在实际道路行车道开展准确性比对检测，测试范围应包括一级、二级、三

级、四级不同等级，参比方法参照HJ/T393中的城市道路积尘负荷监测方法。

       在同一行车道上，同时采用参比方法和车载移动监测方法测试道路尘负荷，每个测试范围的比对数据不少于3组，将测试结果

进行相关性分析，若相关系数≥0.70，并达到显著性检验的要求，则车载移动监测系统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满足要求，否则需要维护

校准车载移动监测系统，重新进行比对，直到满足准确性要求。

车载移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时获取的数据为有效数据。无效数据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监测车的操作要求

系统故障或运行不稳定时的数据；

光散射法颗粒物监测仪监测结果为零值或负值时的数据；

测试时间少于6s时的数据；

监测车行驶速度和加速度不满足监测要求时的数据；

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压力和风速等气象条件不满足表3要求时的数据；

其他特殊情况下采集到的无效数据。



道路尘负荷分级与评价

行政区范围内的所有铺装道路。 

评价对象

具体评价条件要求如下：

评价条件

24h内任意时间监测的有效数据；

最小数据评价单元为连续6s监测数据；

评价周期可为日、周、月、季、年等；

不同道路、行政区之间比较，监测时间应在同一评价周期内。

数据处理要求如下：

数据处理

道路尘负荷数值为该道路上不小于6s监测数据的平均值，不足6s舍去；

乡级行政区道路尘负荷数值为区域内监测的所有道路尘负荷的平均值；

乡级以上某一级别行政区道路尘负荷数值为监测的所有下一级别行政区数值的平均值。

       奥斯恩道路积尘负荷移动监测车的道路积尘负荷监测方法遵循《道路尘负荷车载移动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1926-20

21）》要求，采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研发的专利技术-道路积尘负荷车载式快速监测系统。

       道路尘负荷分级根据《道路尘负荷车载移动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1926-2021）》中建议的道路积尘负荷，将车载移

动监测获取的道路尘负荷数值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级别，各级别对应的道路尘负荷限值、颜色标示和评价结果见下表。

分级与评价



       加强施工道路、施工工地治理。走航监测过程中发现我市整体道路积尘负荷值较高，路面积尘较严重，部分路段车辆经过扬起

明显烟尘，施工工地、市政施工周边道路路面泥土痕迹明显、工地门前积尘较厚；道路周边裸土面积较大，裸土直接接驳路面的情

况较常见，车辆经过带泥上路；工程车辆车身、轮胎泥土较多。建议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百分之百”防尘措施要求，强化监管

与督查；加强市区内裸土绿化、硬化及有效苫盖。

       城市道路积尘负荷范围及采取措施。

过程分类治理

       按照“以考促治”的思路推动道路扬尘治理建立以道路积尘负荷值和道路积尘负荷改善率为标准的考核指标，对各街道、各道

路扬尘治理情况进行考核排名；通过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系统评估扬尘治理措施采取前后的积尘负荷值，量化评估道路扬尘污染

与治理情况。

       细化对比，有针对性地进行考核根据同路段不同时间段的道路积尘负荷监测结果，对全区道路逐段进行对比分析，考核各区域

道路清洁状况；吸取积尘负荷改善较好路段的经验，及时对道路积尘负荷恶化路段进行针对性的治理，做到发现问题即时解决，“

扬长治短”。

建立道路扬尘治理效果考核评估

      积尘负荷范围(g/m2)       技术指标

      <0.15 路面正常保持目前路面状况，及时进行清扫冲洗。

      0.45~1.2
此范围内属于积尘负荷较高的道路，有较大下降潜力。建议立即加强清扫冲洗措施，在有泥

土进入点区域采取绿化、冲洗、覆盖等措施严禁尘土进入路面。

      >1.2

此范围内属于路面积尘负荷明显高于平均值的道路。建议对施工区域、未铺装区域、路面破

损区域、垃圾堆放区域、裸土覆盖区域进行重点控制，严禁施工区域和施工车辆携带泥土进

入路面，对破损路面进行及时维修或喷洒抑尘剂。建议采取“五机联动”的作业清扫模式，

即“二吸、二冲、一洗扫”作业（首先利用2台吸尘车将路面浮尘和垃圾吸走，尔后由2台冲

洗车实施压茬冲洗，把路面浮尘和垃圾冲至路边，最后用洗扫车进行收污作业）。

      0.15~0.45 积尘负荷有继续降低潜力；建议适当加强清扫冲洗频次，力争积尘负荷数值小于0.15g/m2。

加强源头控制

管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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