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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生活质量逐渐提升,各种类型的机动车不断涌现出来,数量也开始大幅度增加,严重影响了我国环境空气的整体

质量。机动车的产生及发展,虽然使得人们出行的便捷程度越来越高,但基于其尾气引发的各种污染,也导致各种空气污染问题

频发,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较大威胁。现如今,各种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其危害及治理加以

深入分析也开始变得愈发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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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机动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机

动车在现代社会中的普及与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

便,但是与此同时机动车尾气污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也日益

明显。本文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防治现状进行分析,探讨相

应的应对策略,旨在加强人们对机动车尾气污染危害性的认

识,从而共同努力,用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 

1 机动车尾气污染概述 

我国已经颁布了很多减少和控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法

律法规以及排放标准,一些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一些

相应的政策。但机动车污染问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依旧不容

乐观,对大气环境和人们的健康构成威胁。虽然全国各地都加

强对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定期检测,但对于治理超标排

放的车辆,实际操作困难,也由于很多人环保意识不够,也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工作的力度。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主要是以下这三种方式,曲轴箱的渗

漏、燃料的蒸发和排气管尾气排放。曲轴箱与供油系统排放污

染物量小,机动车排气管排放的尾气,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研究

表明,其排放的尾气成分非常复杂,含上千种化学物质,主要污

染物包括有CO、HC、NOX和碳烟颗粒等,它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2 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危害 

2.1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易燃有毒气体,无色、无味、无臭。主要是由

于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燃料不能充分燃烧,一氧化碳含量会明

显增加。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会影响人体造血机能,会使人视

力受损和头疼,也会使人发生气急、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2.2 碳氢化合物 

碳氢化合物是引起毒性很强的光化学烟雾的重要物质,能

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伤害人体健康,并且会产生致癌物质。 

2.3 氮氧化合物 

NO,无色无味,只有轻微刺激性,毒性不大,浓度高时会使

中枢神经系统发生轻度障碍,其可以被氧化成NO2,NO2是一种

强烈刺激性的有毒气体,棕红色,它对人体健康有较大毒害。 

2.4 碳烟颗粒 

碳烟颗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与颗粒的大小与组成有

关,颗粒越小,悬浮在空气中的时间越长,进入人体后的危害

越大。固体悬浮颗粒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它随呼吸进入人体肺

部,滞留在呼吸道不同的部位,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细微颗

粒物还造成能见度降低,影响城市空气质量和交通秩序。 

2.5 光化学烟雾 

光化学烟雾对人体有着很大毒害作用,曾经导致很多人

受害或死亡。 

3 机动车尾气的检测技术 

机动车尾气的检测技术主要可以分为简易工况法、双怠

速法、遥感检测技术以及以便携式尾气检测技术为基础的车

载尾气检测技术。 

3.1 简易工况法 

简易工况法是根据汽车在道路行驶的特点,在底盘测功

机上通过模拟汽车在道路上实际行驶的状况进行排气检测,

其检测结果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在用汽车的实际排放状况,

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检测方法,代表了国际上在用汽车尾气检

测的先进技术。 

3.2 双怠速法 

双怠速法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检测条件要求较低,属于

无负荷检测,分别在发动机运行的低怠速和高怠速两个怠速

段进行排放检测,现在主要用于新车出厂排放检测、道路抽

检和不适用于简易工况法的在用车辆尾气检测,是简易工况

法的有力补充。 

3.3 遥感检测技术 

遥感检测技术就是通过非接触的方式对正常行驶的机

动车进行尾气实时检测,利用非扩散红外线紫外线检测技

术、透射光不透明度技术和紫外线反射光探测技术,通过实

时不间断连续高效测量,快速发现行驶中的高污染车辆。具

有检测效率高、检测速度快、能反映车辆实际排放状况和对

道路交通影响小等优点。 

3.4 车载尾气检测技术 

车载尾气检测技术就是将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安装在

被测车辆上,对车辆在实际道路上行驶的尾气进行测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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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映车辆在真实状况下的排放情况。检测设备通过与汽车

尾气管道相连采集污染物的浓度,包括一氧化碳(CO),碳氢

化合物(HC),氮氧化合物(NOx),颗粒物(PM)等,同时通过与

车辆 OBD 接口,得到发动机及车辆的相关技术参数,如发动

机转速、进气管压力、进气管温度以及车辆速度等,通过这

些车辆参数就可以计算出机动车的尾气真实排放量。 

4 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的具体措施 

4.1 进一步完善政策,严格排放标准 

制定严格机动车排放标准,引导有利于控制污染物排放

的机动车生产和销售。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实施在用车检测与维修(I/M)制度,加强车主对在用

车的维护保养,充分发挥在用车自身尾气净化能力,减少汽

车尾气排放。通过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治理高排放车辆,

有利于削减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 

4.2 健全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监督机制 

规范开展机动车尾气检测工作,环保行政管理机构对机

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的检测行为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形成定期

全面监督性检查,抽测检查和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的工作机

制。同时通过受理公众监督、举报,利用明察暗访,走访群众

等多种方式及时发现检测机构在日常检测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督促检测机构进行整改,逐步建立机动车环检机构常态

化的监管机制。 

4.3 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远程监控 

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信息平台,配备完善的数据库

服务器,实现省、市、检测机构全面联网,检测机构的检测数

据实时上传。使尾气检测过程得到有效监控,环保执法人员

可通过平台对车辆检测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各检测机构检测

数量,合格率,车辆信息、检测信息是否完善及环保标志的发

放情况；也可随时调取各机构检测过程的视频,对各机动车

尾气检测过程远程监控。 

4.4 完善交通网体系,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群众出行

不断增加,居民家庭用于交通方面的支出也有大幅提高,家

庭人均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也随之增长,机动车交通流量明

显增加。机动车保有量和出行需求增加,直接导致城市交通

流量增长。科学的交通管理是控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重要

措施。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举措改进交通拥堵状况,如,确立公

交优先,强大公交系统的城市交通政策,适量削减自行车的交

通量,引导交通出行向公共交通转化；实施车辆管理措施,加

强停车规划与管理、实施交通拥挤收费政策、制定私家车管

理政策；实施交通组织管理措施；建立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等。 

4.5 推广使用清洁燃料 

提高车用燃油质量,积极推广使用无硫燃料,减少汽车

排气污染。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加快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步伐,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4.6 环保、公安密切配合,联合执法,加强路检力度 

环保部门与公安部门应多加强合作开展联合执法路检

工作。联合执法人员在交通执法点对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进

行随机抽检。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机动车停放地、停车场的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抽测。严查机动车未取得环保标

志上路行驶、机动车排放黑烟、黄标车闯禁行等违法行为。

通过联合执法可以有效起到宣传推动作用,加大车主对无环

保标志车辆不允许上路的意识；同时对尾气超标车辆实行收

回环保标志,督促车主进行维修,上线重新检测的措施,可以

起到减少尾气污染的效果。 

4.7 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在城市中加大绿化投资力度,发展立体绿化,充分发挥

其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自净功能,吸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

滞尘降尘、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4.8 提高市民环保意识 

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知识的宣传,以提高市民对环

境的认识水平,提高广大公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有效削弱

和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 

5 结束语 

虽然机动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在应用过

程中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同时机动车的使用

也将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而且,机动车所排放的有

毒有害物质也将威胁到人体健康,甚至影响其生命,因此,应

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物的防治工作。结合本文对机动车

尾气排放的产生以及类型和特征的分析,笔者主要提出几方

面防治对策,希望可以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为机动车尾气

排放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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