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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水县郝岗乡有 20 多位农民在“三夏”麦收期间主要从事小麦秸秆收
购，迎洄村 80 后王银长就是其中一位。今年他在乡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与扶沟国能
生物发电厂签订了秸秆购销合同，建成了占地 16 亩的秸秆收购站点，不仅解决了
周边村群众秸秆存放难题，而且每车秸秆还能为群众增收 30 多元。图为群众交运
秸秆的车辆排成了长队。 人民图片网供图

北京1至5月PM2.5浓度下降17.7%
空气达标天数同比增加11天

电力、钢铁等重点行业仍然要继
续推进污染减排。

“虽然电力行业在过去的减排工作
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从总量的角度来
说，电厂在某一个地区，大多数是最大的
排放源。”李俊峰表示，行业必须做得更
好，才能在总量不超标的前提下，尽可能
减轻对地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不过，电力行业希望将电厂的热
能扩展利用。“火电企业目前大型机组
的烟气处理水平已经很高，除了供电，
仅有四成左右的热能被有效利用。”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科环部副主任林勇提
出，如果能将剩余热能利用起来，可以
大大减少城市供热过程中额外产生的
污染排放。“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管理
思路和模式，这一路径很难走通。”他
同时表示，希望能用电能替代的模式，
将终端小规模锅炉的排放指标汇集到
电力企业。

钢铁行业的排放控制水平远远落
后于电力行业。“根据我们统计的数
据，钢铁行业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中的占比还在增加。”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李春风分析说，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钢铁企业环
保水平两极分化严重，落后企业吨
钢排放量达到先进企业的 10 倍甚
至更多；二是烟粉尘原有设计参数
落后，一半以上的除尘器无法满足
新标准要求，同时，烟粉尘无组织排
放严重，实际排放量远远大于统计
数据，恐怕要超过 400 万吨；三是烧
结脱硫设施建设质量低下、维护不
到位。

钢铁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最主要
的问题是排放基数不清。在“十二
五”期间，环境保护部推动钢铁行业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通过全口径核算
的办法，分解落实到每台设备，既理
清了行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也有
利于梳理出具体的减排途径。“‘十
三五’期间，同样可以参照这一做
法，摸清烟粉尘、氮氧化物等污染物
目前的治理现状和排放总量基数，
分解落实到每个企业、每个排污环

节。”李春风建议。
烟粉尘无组织排放是钢铁行业大

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和难点，全面评估
除尘设施减排效果并推广高效除尘器
将是“十三五”期间钢铁行业烟粉尘治
理的重要任务，此外，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粉尘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也
要强化。

为此，李春风建议，“十三五”期
间，要对钢铁行业排放标准进行全面
评估，参照火电行业，对钢铁行业减排提
供资金支持；完善并严格执行钢铁行业
排污许可制度，倒逼企业自主减排。

“预计在未来10年内，包括电力、钢
铁等在内的工业六大行业污染治理水
平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任洪岩分
析，不过，进一步的污染减排推进难度不
小。此外，如果天然气使用量能够大幅
度提升，替代低品质燃料，很多城市的环
境质量就能够提升“一大截”。

多位与会专家由此提出了能源替
代问题。

“比如北方某个大气污染较重的

城市”，柴发合举例分析说，似乎解决
污染问题很难，但实地调研发现，城市
集中供热率不到 30%，居民乃至营业
性场所基本上全是烧煤。如果对此类
城市的煤炭消费总量进行控制，或者
通过建设热电厂集中供热，环境质量
都可以得到相应改善。

煤改气等能源替代工作，将是我
国未来 10 年乃至 20 年中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

“能源替代是我国空气质量全面改
善的重要机遇。”刘炳江表示，目前我国
天然气年消费量约2000亿立方米，未来
5年又将增加 2000亿立方米/年，要“双
倍调结构”，将天然气用来替代小型燃煤
设施，而不是用来发电。目前天然气利
用方式不合理，要进行全产业链全要素
改革，“大气十条”已有明确要求。

将燃煤量尤其是非电力用煤量控
制住，同时增加天然气使用量，这是与
会多位专家的共识。事实上，天然气
的推广替代步伐仍然不够快。“尤其是
今年 1 月~4 月，天然气消费量、进口量
同比下降 20%以上。”李俊峰指出，天
然气价格居高不下甚至上涨是主要原
因，天然气价格改革是一个大问题。
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很可能出现天
然气消费量负增长。

◆本报记者姚伊乐

“首先要明确的是，质量改善和总
量 控 制 是 协 同 关 系 ，而 不 是 非 此 即
彼。”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环
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表示，二者的目标
是一致的，总量控制始终与质量改善
挂钩，比如 2005 年确定二氧化硫减排
指标的目的就是缓解酸雨和降低城市
二氧化硫浓度，从而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贺克斌同时也是国家环境保护大
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主
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空气质量改善
相关研究工作。

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是目标，而总
量控制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
这是与会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这一
共识下，多位专家提出了总量控制的
相关改革方向。

“我建议在坚持总量控制减排不
动摇的情况下，对不同的污染物进行
分类，可以根据各自排放控制情况，采
取不同的总量控制模式。”王金南说，
同时，也可以考虑区域环境特点，对不

同区域采用不同的总量控制模式。比如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否还进行全国性
的总量控制？对于空气质量较好的海
南，要不要实行总量控制？在总量减排
的体系中，类似问题应该有相应的分类。

对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特定
区域或某一特定城市，从环境质量的角
度来说，各自要确定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的路线图。“路线图确定以后，我觉得应
该开展相应区域的总量控制。”王金南认
为，这一方面应该适度强化。

另一方面，对于不同污染物的指标，
也应该尝试不同的路线。例如二氧化
硫，能不能对电力行业，或者在“十三五”
选择其他几个行业，作为重点去抓？

“总体来说，我还是希望在‘十三五’
期间，总量控制在‘十一五’、‘十二五’相
应做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弹性。”王金
南表示。

针对如何更明确地通过总量控制实
现质量改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柴发合提出，应尝试设置一项制度，设

计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时间表、路线
图，并将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容
纳进去，对每个对应区域提出宏观的
总量控制要求。“但是，这个总量控制
的要求，可能只下放到省，不要向市一
级再延续，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他说，
国家层面可以每年年终对各省指标完
成情况进行排名，加强宏观管理即可。

把总量只分配到省一级，让省里
自己协调控制，其好处在于，省级政府
有了更大的调节空间，可以根据不同
市、区（县）的环境质量情况调配削减
量，“这也有利于局部总量减排更好地
服从质量改善。”柴发合补充说。

此外，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
中心副主任任洪岩提出，应鼓励不同
区域重点对某项特征污染物治理进行
突破，比如如果京津冀区域把二氧化
硫总量控制住，长三角把氮氧化物总
量控制住，珠三角把颗粒物总量控制
住，那么，其他地区就能很快学习推广
相应经验。

“十三五”大气污染减排的相关规划正在紧锣密鼓
地制定。

“最基本的思路是实行大气质量改善和总量减排
双约束，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分区分类，精准
减排。其实质就是如何落实‘大气十条’。要始终坚持
衡量总量减排是否成功的 4 个标准，即大气环境质量
是否改善，环境基础设施是否建成并稳定运行，环境监
管硬件水平是否提高，环保参与综合决策能力是否得
到强化。”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刘炳
江在近期召开的“十三五”大气污染减排基本思路与技
术路线研讨会上向记者表示。

这一思路下，除了之前纳入总量控制的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可能还要新增烟粉尘和 VOC 等污染物，
下降的目标确定在 10%左右，“不过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重点区域可能要加强，因为要和质量挂钩。”中国环
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在上述会议上说。

除了可能新增总量控制指标，这次会议还透露，在
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前提下，“十三五”期间，总量分配
模式也可能有所改革，考虑在行政区域分配细化程度、
行业总量管理等方面做出调整；重点行业总量减排要
持续推进，尤其是对于钢铁等无组织排放比较突出的
行业，“十三五”期间将着重考虑；另外，能源替代也将
是污染物减排、空气质量改善的主要着眼点，有关专家
表示，能源替代将是我国全面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一
个机遇，接下来的 5年不应错失。

质量改善是刚性约束 总量减排是落实手段
专家建议，“十三五”总量控制应增加一些弹性

新增污染物控制指标
专家提议，除新增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两项控制指标外，氨也应纳入总量控制范围

过去 10 年间，已经纳入总量控制
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已达到峰值并
开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的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排放分别在 2006 年、2011 年达到
峰值；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预计在
2020 年左右达到峰值；根据电力、金
属、非金属矿三大重点行业过去 3 年
的调研数据来看，烟尘、粉尘的排放还
在不断增加。

“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已经进入转
折期，‘十三五’期间，更多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总量将达到峰值。”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陈健鹏认为，

“十三五”期间，应该继续巩固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减排的态势，可以延续 10%~
15%的减排目标；同时，把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大气重金属等纳入有效监管的范
围，推动非常规大气污染物减排。

“在大气污染排放总量递增的背
景下，质量管理难度很大。随着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递减，环境质量管理
逐步成为可能。”陈健鹏说，“从污染治

理的角度，‘十三五’是中国抑制主要污
染物排放的关键时期。”

“除了烟粉尘、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
之外，‘十三五’应该把氨的控制也加入
进去。”柴发合表示，氨是大家非常关注
的一个问题，国内外大量的科学研究也
表明，我国处于富氨状态。

“氨应该加上去。”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
也持同样观点。现在我国大气环境中的
氨已经有 2000 多万吨，和氮氧化物、二
氧 化 硫 不 相 上 下 ，如 果 不 加 控 制 ，到
2030 年前后，氨就要超过二氧化硫和氮
氧化物的排放量。

空气中的氨主要来自化肥生产、施
用过程以及畜禽养殖产业。有消息称，
到 2020 年后，化肥的施用量不再增加。
实际情况是，目前增加化肥施用量，对粮
食增产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也就没
有太大必要继续增加化肥使用量。但问
题 是 ，相 应 的 化 肥 生 产 量 已 经“ 安 排 ”
了。李俊峰希望环保部门、农业部门共
同讨论解决这一问题，并将氨的排放纳
入总量控制范围。

“相对挥发性有机物来说，氨比较好

控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谢绍东认为，我国在农业化学
肥料使用方面都有配额，这个工作比
较容易规范。

“所谓的污染物都应该搞总量控
制。不过，哪些污染物要搞总量考核，
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任洪岩提出，“十
三五”期间，应对多种大气污染物加大
总量控制力度。比如，对有毒有害气
体，建立风险污染物最大可控体系，通
过公布有毒有害源目录，出台“十三
五”有毒有害气体污染减排规划等措
施控制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对于铅、
汞、砷等重金属以及二恶英等也应加
大控制力度。

而对于在国际上受控的污染物，
比如汞、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应及
早做一些预演，争取在‘十三五’期间
有一定突破。”任洪岩表示。

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已经把二氧
化碳作为污染物加以控制，我国对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削减也有明确要求。

“若能将其进一步纳入污染物管理的
范畴，就可以为今后的总量控制提供
依据。”李俊峰说。

重点行业减排继续坚持
能源替代加快推进

本报讯 今年前 5 个月，北京市空
气质量改善趋势明显，其中 PM2.5 累计
浓 度 为 81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7.7%。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75 天，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11 天。延庆、门头沟、海
淀、石景山、怀柔等区县 PM2.5 降幅较
大，超过全市平均降幅。

此外，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空气
质量也在同步改善，外地污染传输影响
有所降低。区域性空气重污染发生的
频率明显减弱，区域传输对北京空气质
量的影响有所减弱。

从全年目标任务来看，今年北京自
我加压提出了 PM2.5年均浓度同比下降

5%的目标。要完成这个任务，今后 7 个
月每个月的 PM2.5 浓度要控制在 82 微
克/立方米以内才能实现。

下一步，北京市将按照既定的大气
污染治理路线，结合 清 洁 空 气 行 动 计
划 全 年 任 务 安 排 和 大 气 污 染 季 节 性
特征，狠抓年度重点治理措施的实施
与落实。对核心区无煤化、城六区无
燃 煤 锅 炉 、压 缩 水 泥 产 能 150 万 吨 等
12 项重点任务，将加大督促推进力度，
按月督查、随时调度，确保各项污染治
理措施有效落实，尽早产生污染减排的
环境效益。

夏莉

上海PM2.5年均浓度降了16.1%
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近半为劣Ⅴ类

本报记者蔡新华上海报道 上海市
环保局日前发布《2014 上海市环境状
况公报》。

2014 年，上海市全市环保投入资
金相当于同年上海市生产总值的 3%。
去年，上海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268 项工作完成率达 95%以上。上海环
境空气质量较上一年有所改善，但地表
水氮磷污染问题突出。

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市环境空气质
量较 2013 年有所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AQI 优良率为 77%，较 2013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

细剖上海市空气的首要污染物，仍
以细颗粒物和臭氧为主，复合型污染问题
较为突出。2014年，上海市 PM2.5年均浓

度 为 52 微 克/立 方 米 ，较 2013 年 下 降
16.1%；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
度分别为每立方米71微克、18微克、45微
克 ，较 2013 年 分 别 下 降 13.4% 、25% 、
6.3%。其中，PM2.5、PM10、二氧化氮未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年均二级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氮磷污染问题仍
突出。2014 年上海市主要河流断面水
质达到Ⅲ类的占 24.7%，Ⅳ类占 16.9%，
Ⅴ类占 9.1%，劣Ⅴ类占 49.3%，主要污
染指标为氨氮和总磷。

公报显示，上海声环境质量基本保
持稳定。区域环境噪声为一般水平；道
路交通噪声昼间时段保持稳定，但夜间
时段呈上升趋势。全市辐射环境质量
总体情况良好。

四川酸雨状况好转

五大水系干流达标率下降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魏旭东

成都报道 四川省环保厅新闻发言人、
副厅长杨雪鸿近日通报了 2014 年全省
环境质量状况。

2014年，21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为330天，
比例为 90.8%，同比增加 5天，上升 1.6个
百分点。全省农村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良
好，全年平均达标天数为293天。

全省城市降水 pH 年均值范围为
4.50（泸州）～7.25（康定）。酸雨发生频
率为 21.9%。按不同降水酸度划分：酸
雨城市 8 个，其中重酸雨区城市 1 个，中
酸雨区城市两个，轻酸雨区城市 5 个，
非酸雨区城市 16 个。与 2013 年同期相
比，全省酸雨状况有所好转，表现为酸
雨频率下降 6.8 个百分点，酸雨量占总
雨量比例下降 6.9个百分点。

长江干流（四川段）、金沙江、岷江、

沱江、嘉陵江五大水系水质为轻度污
染。干流达标率为 59.6%，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支流达标率为 67.4%，同比
无变化。139 个省控监测断面有 90 个
达标，达标率为 64.8%，同比下降 5.7 个
百分点。

21 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的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99.2%。其中，德阳和宜宾两个城市部
分断面（点位）超标，德阳市达标率为
90.2%，宜宾市达标率为 78.9%。

去年，全省除雅安市和甘孜州外，
其余 19 个市（州）103 个县级行政单位
所在城镇开展了县级集中式地表水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监 测 ，共 113 个 断 面

（点位）按实际开展的监测项目评价，达
标率为 93.8%。另有 33 个县级集中式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点位，按实际开展
的监测项目评价，达标率为 100%。

广西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酸雨污染平均水平劣于2013年

本报见习记者昌苗苗报道 广西壮
族自治区环保厅日前发布《2014 年广
西环境状况公报》。

从各项指标来看，过去的一年里，
广西的水、气、声环境都保持着良好的
水平，“山青水秀空气新”这张生态名片
依然靓丽。

据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蹇兴超介
绍，2014 年，广西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5.6%；
39 条主要河流 72 个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3.1%，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 98.4%；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水
质比例为 81.9%，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
84.1%；环境电离辐射水平保持稳定，环境
电磁水平总体良好；城市区域噪声、道路
交通噪声、功能区噪声良好；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保持稳定，14 个设区市生态

环境状况指数为 69.4~95.5，有 10 个设
区市及 32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为优。

2014 年，广西 14 个设区市环境空
气质量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旧
标准）二级标准，达标城市比例连续 3
年达到 10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 95.6%。与 2013 年相比，来宾、
贺州、梧州、钦州综合污染指数升高，其
余 10 个设区市有所下降。按新标准进
行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的南宁、柳州、桂
林、北海等 4 个环保重点城市，均为不
达标。2014 年城市酸雨污染平均水平
略劣于 2013 年。比照环境保护部与自
治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大气污染防治目
标责任书》目标：到 2017 年广西 PM10浓
度比 2012 年下降 5%以上，即 PM10 年均
浓度达到 54 微克/立方米以下，形势十
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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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大气污染减排基本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