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技术规范》解读

（一）制定背景

道路扬尘是深圳市大气颗粒物的重要来源。源排放清单显示，

2022 年道路扬尘 PM10和 PM2.5排放量占全市 PM10和 PM2.5排放量的比例

分别为 33.3%、20.5%，道路扬尘污染管控对于促进深圳市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外涉及道路污染状况评价的标准主要包括美国标准文件

《Compilation of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Factors (AP—42)》，

指出道路的颗粒物排放量与道路积尘负荷有关，故将道路积尘负荷作

为核算道路扬尘排放量、衡量道路扬尘排放强度的参数。道路积尘负

荷测试采用手工方法，AP—42 文件给出具体测试方法为：通过扫帚

或真空吸尘器采集道路表面尘，经筛分、称重后核算道路积尘负荷，

以评价道路扬尘污染水平，然而，该方法存在耗时长、效率低的缺点，

并且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快速获取道路积尘负荷，美国沙漠研究所研

发了一种车载移动监测评价方法，作为传统手工采样评价法的替代方

法，用于快速测定道路积尘负荷，评价道路扬尘污染水平。

国内涉及道路污染状况评价的标准包括：《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

术规范》（HJ/T 393—2007）、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

（CJJ/T 126—2022）、《道路尘负荷车载移动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

（DB11/T 1926—2021）。然而，国内外相关标准在评价指标、扬尘粒

径、技术方法间存在差异。目前相关标准主要使用“尘负荷”作为评

价指标，通常采用人工刷扫或真空吸尘器吸扫路面积尘然后送至实验



室称重方法，如《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和《城

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CJJ/T 126—2022）将道路积尘负

荷作为衡量道路扬尘排放的指标，方法存在测试耗时长且误差大等问

题，难以用于日常道路扬尘大规模快速评估；不同标准对于监测扬尘

粒径要求不一致，如《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是

指通过 200 目标准筛（相当于几何粒径 75微米以下）的尘土，《道路

尘负荷车载移动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926—2021）主要针

对细颗粒物（PM2.5），然而机动车源也是 PM2.5的重要来源，以 PM2.5为

监测指标可能导致道路扬尘污染被高估。

为了准确评价道路扬尘污染水平，有必要建立一种规范的、快速

的、可操作性强的道路扬尘污染评价方法。

（二）目的及意义

制定本文件是加强道路扬尘环境管理的需要。深圳市人民政府在

《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计划（2017—2020 年）》中提出：“2017

年起开展城市道路动态保洁，采购扬尘移动监测车对重点道路进行巡

查和实时监测”。《深圳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指出“提高

城市道路保洁标准和机扫比例，扩大城市道路扬尘动态保洁范围，逐

步推广至非主干道”。《“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提出“2022 年起，以街道为单位，完善扬尘污染测评体系，对全市

扬尘污染开展量化测评，开展 PM10排名通报”，以及“推动道路扬尘

移动监测平台的建设。推进构建一体化指挥调度网格化生态环境监管、

污染源全流程精准管控的应用体系，提升环境智慧化监管水平”。《深

圳市 2023 年度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实施方案》首次将道路扬尘污染管



控纳入深圳市生态文明考核，提出“市生态环境局每月委托第三方技

术单位利用移动监测设备对各区道路扬尘污染情况进行日常巡测，并

按月通报排名”。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推动道路扬尘污染评价科学

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制定本文件。

（三）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的监测系统组成与技

术要求、操作要求、数据有效性判断、浓度限值与分级以及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铺装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

价，其他类型道路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规范性引用的文件清单。

3. 术语与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道路扬尘、铺装道路、道路扬尘车载移动监测系统

等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

4. 车载移动监测系统

本章节给出了道路扬尘车载移动监测系统的系统原理、系统组成

与技术要求。

监测系统应搭载在纯电动汽车上，如纯电动小型载客汽车、公交

车等，混动车除外，以减少车辆自身尾气排放对监测的干扰。车辆可

为监测设备供电，持续供电能力不小于 8 h。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扬尘源颗粒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车重是影响道路扬尘排放



因子的重要因素，因此，监测系统和车辆的最大总质量应不小于 1.5

t。

分别设置采样点和对照点，采样点和对照点使用的颗粒物监测仪

应一致。对于采样点，参照 DB11/T1926“采样口与胎面距离（50±

10）mm，采样口指向胎面方向”，然而从实际经验来看，距离过近容

易导致采样口堵塞，因此提出“采样点安装在靠近后侧轮胎的后方，

指向胎面，距离胎面约 10 cm±2 cm”。对照点高度同样是影响道路

扬尘浓度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对照点用于反映环境空气的背景浓度，

针对道路交通的污染监控点，其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2 m～5 m

范围内；此外，中国香港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高度下的 PM10垂直分布

并建立了参数化方程，指出随着距离地面高度的增加，PM10浓度呈现

指数式下降，PM10垂直扩散受到街道风向、布局特别是高宽比的影响，

因此设置对照点距离地面高度约 2.5 m±0.5 m，此外为了减轻前车

排放尾气的影响，对照点采样口方向垂直地面向上。

采样管线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

扰物质的材料，一般以聚四氟乙烯或硼硅酸盐玻璃等作为制作材料；

总管内径选择在 1.5 cm～15 cm 之间；采样总管内的气流应保持层流

状态；采样气体在总管内的滞留时间应小于 20 s；为防止颗粒物沉

积于采样管管壁，采样管应垂直，并尽量缩短采样管长度。据此，采

样点和对照点采样管长度约 25 cm，采样管半径约 0.3 cm，采样泵流

量为 1.6 L/min，估算采样颗粒物在采样管中滞留时间约 0.3 s，远

小于颗粒物监测仪监测频次（3 s），保证了数据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



图 1 采样管路、采样泵流量与滞留时间关系

颗粒物监测仪对采集的颗粒物样品的 PM10进行测量，原理为光散

射法，采样点和对照点使用的颗粒物监测仪应一致。

对 2022 年在深圳全市范围获取的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监测数

据（共 3685644 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样点和对照点的 PM10浓度

范围约为 0 μg/m
3
～5000 μg/m

3
，其中大多处于 2000 μg/m

3
以下，

颗粒物监测仪量程将影响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因此要求颗粒物监测仪

监测的浓度范围为 0 μg/m
3
～2000 μg/m

3
或以上。

图 2 深圳市道路扬尘浓度分布

5. 操作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操作方面的技术要求。



由于道路扬尘浓度显著受到行驶速度的影响，因此应避免急启加

速，尽量匀速行驶，根据 2022 年在深圳市开展的道路扬尘移动监测

获取的行驶速度分布，发现行驶速度为 10 km/h～60 km/h 的数据占

比为 59.22%，行驶速度为 20 km/h～60 km/h 的占比为 47.58%，为防

止车辆行驶速度过慢导致交通拥堵，以及兼顾道路扬尘监测工作效率，

车辆行驶速度宜为 20 km/h～60 km/h，此外，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颗粒物监测仪监测频次，行驶速度及监测频次应保证每行驶 50 m 至

少获取一条监测数据，例如，按照监测频次不大于 3 s 和行驶速度为

20 km/h～60 km/h，计算得到每行驶 17 m～50 m 获取一条监测数据，

保证了数据空间分布连续性。

图 3 道路扬尘车载移动监测系统行驶速度（km/h）分布

6. 数据有效性判断

本章节给出了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的数据有效性判断方

面的技术要求。

多项研究指出，在高湿度情况下，由于颗粒物的吸湿增长，光散

射监测设备测量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例如有研究分析了光散射系数

与湿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湿度大于 60%RH 时光散射系数变化明显；另



一研究指出当湿度为 60%RH、70%RH、80%RH 时，使用光散射技术的传

感器将高估颗粒物浓度约 20%、40%和 70%。另一方面，2022 年深圳

市道路环境湿度分布显示，湿度大于 60%RH 的数据占比高达 56.37%，

若把这些数据作为无效数据将导致道路扬尘监测效率低下，而湿度大

于 70%RH 和 80%RH 的数据占比分别为 30.92%和 14.02%，综合考虑测

量误差及道路扬尘监测效率，将湿度高于 70%RH 时的数据判定为无效

数据。

图 4 道路环境湿度分布图

此外，道路扬尘浓度显著受到行驶速度的影响，需要减轻行驶速

度对评价结果的干扰。如美国一项研究提出行驶速度低于 5 mile/h

（约 8 km/h）时为无效数据，另一项研究提出行驶速度应大于 5 m/s

（约 18 km/h），韩国一项研究提出行驶速度超过 20 km/h～70 km/h

时获取的数据准确性不足，在我国，天津市一项研究将行驶速度低于

5 km/h 时产生的数据认定为无效，北京市《道路尘负荷车载移动监

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926—2021）提出行驶速度应控制在

20 km/h～70 km/h。综合国内外研究结果以及考虑到城市道路限速通

常为 60 km/h，开展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时的行驶速度应控制

在 20 km/h～60 km/h 并且尽量匀速行驶以保证数据有效性。



7. 道路扬尘浓度限值与分级评价

本章节给出了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的浓度限值与分级评

价要求。

调研典型环境（包括普通路段、拥堵路段、工地路段及其周边路

段）道路扬尘浓度水平，如图 5a所示普通路段的道路扬尘浓度较小，

而在拥堵路段由于受到机动车排放干扰，道路扬尘浓度有所上升但总

体上小于 100 μg/m3。图 5b 和图 5c 均为工地及其周边路段的道路

扬尘浓度水平，可见工地周边路段的道路扬尘浓度水平有所上升，峰

值可达到 150 μg/m
3
～350 μg/m

3
，可能是由泥头车带泥上路或超载

抛洒引起的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如图 5c 所示，对于进行了洒水保

洁的工地周边路段，其道路扬尘浓度峰值有所下降约为 150 μg/m
3
～

250 μg/m
3
，对于工地路段，其道路扬尘浓度将明显超过 350 μg/m

3
。

综上，为了区分不同污染成因的路段，将道路扬尘浓度分为四种

级别，对应的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道路扬尘浓度限值（μg/m
3
）

分别为(0, 150]、(150, 250]、(250, 350]以及(350, +∞)，对应的

是普通或拥堵路段、洒水保洁的工地周边路段、未洒水保洁的工地周

边路段、工地路段，对应评价结果为优、良、中、差。结合定位仪提

供的经纬度信息，该分级方法有利于发现保洁不到位的具体路段，助

推道路扬尘污染整治工作。



图 5 典型环境道路扬尘浓度水平

对于每一有效的道路扬尘浓度数据，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

级浓度限值，其监测轨迹分别以 RGB 色彩模式的绿色(0 228 0)、黄

色(255 255 0)、橙色(255 126 0)和红色(255 0 0)表示，路段的评

价结果可按照优、良、中、差占比表示。按照上述方法，对 2022 年

在深圳全市范围获取的道路扬尘浓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各月份

优级路段数据占比范围为 92.98%～98.32%，良级路段数据占比范围

为 0.87%～4.09%，中级路段数据占比范围为 0.36%～1.33%，差级路



段数据占比范围为 0.45%～1.60%。

图 6 2022年度深圳市道路扬尘污染评价结果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章节给出了道路扬尘污染车载移动评价对颗粒物监测仪检定、

气象观测仪检定、颗粒物采集单元维护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要

求。

9. 附录

本文件包含 1个规范性附录和 1 个资料性附录。

附录 A（规范性）给出了道路扬尘监测数据储存文件模板要求。

附录 B（资料性）给出了道路扬尘车载移动监测系统检查及维护

记录表的格式模板要求。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深圳市环境

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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