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张楠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二 2016/08/23

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Atmosphere Environment
E-mail:daqihuanjing@163.com大气环境 05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大气中国 2016：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

空气质量改善 指标有喜有忧
◆本报记者张楠

2015 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大气十条》）实施的第三年，绝大多数城市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 PM2.5 超标的情况仍普遍
存在，一些区域还面临臭氧污染加剧的问题。

以上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8 月 22 日发布的
《大气中国 2016：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

提出的结论。
这一报告为系列报告“大气中国：中国大气

污染防治进程”的第二期，涵盖 2015 年 161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即第二阶段实施空气质量新标
准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国家、三区（京津冀、
长三角与珠三角）与 161 个城市的治理政策与
措施的计划与进展；上海及深圳在工业燃煤锅炉
及 VOCs 治理方面的经验梳理等内容。

■分析
□京津冀超标最重，珠三角改善最快

2015 年，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较前一年整
体 有 所 改 善 。 在 6 项 污 染 物 中 ，74 个 城 市 的
PM2.5、PM10、SO2、NO2 年均浓度相对 2014 年总
体 呈 下 降 趋 势 ，降 幅 分 别 为 14.1% 、11.4% 、
21.9%、7.1%，CO 年均浓度与 2014 年持平，SO2、
NO2、CO、O3 年均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然而，城市空气质量超标情况依然普遍，特
别是冬季重度污染频发。2015 年，报告覆盖的
161 个城市的平均超标天数为 99 天，其中 74 个
重点城市的平均超标天数为 105 天。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山西、山东、内蒙古、河南）仍是全国空
气超标最严重、重污染发生频率最高的地区，
161 个城市中超标天数最多的前 20 个城市全部
集中在这一区域，且这一区域内 70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共发生 1710 天（次）重度及以上污染，发
布重污染天气预警 154 次。

以 PM2.5 和 PM10 为评价指标，对比 161 个城
市发布的 2015 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与实际完
成情况，90%的城市均实现了目标。

从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来看，珠三角城市空气
质量在重点区域中改善幅度最大，并已率先达
标；中西部及河北省部分城市表现优异，PM2.5 年

均浓度下降幅度达 20%及以上，包括荆州、宜昌、
柳州、桂林、西宁、株洲、西安、合肥、攀枝花、秦皇
岛、沧州、石家庄、邯郸、邢台。

不过，还有 8 个城市未完成 2015 年 PM2.5 或
者是 PM10 的改善目标任务，包括郑州、三门峡、
焦作、枣庄、日照、营口、长春、廊坊。其中，郑州、
焦作不仅没有完成 2015 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PM2.5 年均浓度相比 2014 年，还升高了 9%，而营
口更是出现高达 23%的大幅反弹。

此外，还有一些城市空气质量较差且改善幅
度低于 5%，包括三门峡、枣庄、济南、德州、哈尔
滨、沈阳、长春、自贡。

PM2.5 仍是大部分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特
别是首批开展监测的 74 个重点城市，PM2.5 年均
浓度仍显著高于国家二级标准，整体均值达到标
准值（35 μg/m3）的 1.5 倍。

同时，臭氧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74 个重点
城市年均浓度继续上升，上升比例为 3.4%，达标
城市比例继续下降，下降比例为 5.4%。在京津
冀 地 区 ，臭 氧 成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已 超 过
PM10，仅次于 PM2.5；在长三角地区，臭氧成为唯
一不降反升的污染物。

■评估
□五大措施发挥实效，部分领域取得突破

针对燃煤污染的治理，延续了总量控制和清
洁利用的“组合拳”形式，北京、上海等城市则主
要采取淘汰工业燃煤锅炉等结构性措施，逐步实
现“去煤化”。

2015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稳中略增（上
升 0.9%），煤炭消费占比 64.0%，较 2014 年下降
3.7%，提前完成了《大气十条》提出的 2017 年煤
炭占能源消费总量 65%以下的目标任务。

“十二五”期间，全国安装脱硫设施的煤电机

组由 5.3 亿千瓦增加到 8.9 亿千瓦，安装率由
83%增加到 99%以上；安装脱硝设施的煤电机组
由 0.8 亿千瓦增加到 8.3 亿千瓦，安装率由 12%
增加到 92%。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 2020 年，全国所有具
备改造条件的燃煤电厂力争实现超低排放。为此，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文件，
规定了具体进程并明确了超低排放电价补贴、发电
量奖励、排污费激励、信贷融资支持等政策措施。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基
于第三方独立观察，对中国城市短期和长期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设定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和路线图。
明确的达标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经验已经

在诸多发达国家和城市得到印证。建议在“十三
五”规划期间提出各区域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建立配套的达标规划技术方
法、评估手段和激励机制。

二是建立科学的政策预评估、跟踪评估和后
评估方法与体系。

建立科学的政策预评估、跟踪评估和后评估
的方法与体系有助于帮助政府选择有效的措施，
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治理方案，
提高治理措施的精准性。

因此，建议“十三五”规划期间建立科学的政
策预评估、跟踪评估和后评估方法与体系，将其

尽快纳入各级政府。
三是加强对地方政府空气质量管理的能力

支持。
报告研究发现，2015 年空气质量未达到年

度目标及空气质量较差且进展缓慢的城市集中
在河南、山东和东北，在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经
验积累和基础能力方面较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薄
弱。中央政府除了对城市施加压力外，还应针对
管理能力较弱的城市提供全面系统的能力建设
支持。

四是进一步主动公开大气污染防治信息。
报告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主动公开大气污

染防治相关信息，增进空气质量管理相关方（包
括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对于大气
污染防治进程的了解，这将有利于各相关方对政
策实施进行监督、开展研究，进而为空气质量改
善提供多方支持。

■建议
□明确时间表，加强能力建设

气象万千

本报记者王学鹏济宁报道 山东省
济宁市市长傅明先日前对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进行随机夜查，实地察看了
4 条城区外环道路车辆运输扬尘污染
防治、道路保洁等情况，督促严格落实
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傅明先强调，“环境质量只能变好、
不能变坏”，这是考验各级党委、政府的
一条政治红线，各级各部门要倍加珍惜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果，努力克服松懈
麻痹思想，全面持续用力，强化责任追
究，坚决防止大气污染反弹。

傅明先指出，要对前段时期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进行一次“回头看”，针对存
在的问题，明确专人负责限期整改，对
整改不到位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要加强执法监管，加大执法检查的
力度和频次，坚持夜查常态化监管模
式，开展错时执法检查、异地执法互查、
环保公安联勤联动，对违法排污行为保
持高压严打态势，实施严管重罚。加大
对整改的督导力度和责任追究力度，严
惩违法违规行为。

傅明先要求，严格落实带班值班制
度，港口码头、煤矿及矸石堆场、建筑工
地、采石场、商品砼企业等重点面源污
染，都要明确一位企业分管领导和环保
专工，实行 24 小时领导带班及环保值
班制度。要严格责任落实，确保全覆盖
检查到位、问题整改到位、执法顶格处
罚到位、问责到位，确保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济宁市长夜查大气污染防治
对存在的问题要明确专人负责限期整改

本报讯 吉林省长春市所有大中型
餐饮服务单位和油烟污染严重、群众反
复投诉的餐饮服务单位，今年 10 月底
前要全部安装高效油烟净化处理设施；
使用燃煤、木材等易产生烟尘污染的，
炉灶全部改用清洁燃料。

这是长春市环保部门近日开始开
展的全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治
理提出的要求。

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行动中，长
春市环保部门将责令位于城市建成区
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服务单
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安装高效油烟净化
设施；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服务
单位，油烟排放浓度必须达标。新、改、
扩建的餐饮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

建设。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
未建成、未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
予核发排污许可证，不得投入运营。

长春市环保部门将加大监管处罚
力度，建立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单位名
录。对餐饮服务单位检查或监测不合
格的，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责令其
停止生产或使用，并予以处罚；对油烟
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或擅自拆除、闲
置油烟净化设施的，按照有关规定，从
严从重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报
请政府责令其停业、关闭。

环保部门还将会同工商、食品药品
监管、城管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取缔无照无证违法
经营户。 李春晖

长春专项治理餐饮油烟
易产生烟尘的炉灶全部改用清洁燃料

本报通讯员罗小雨 记者肖颖咸阳
报道 陕西省咸阳市近日全面开展全市
渣土车运输专项整治行动。咸阳市将
建立健全渣土车运营的进入和退出机
制，加大违规的惩罚力度，杜绝黑车、淘
汰车辆上路运输。

据了解，市区施工工地扬尘防控不
到位、渣土车密闭不严上路运输和城区
道路清扫保洁水平低是咸阳市道路扬
尘 PM10 超标的主要原因。目前，咸阳
市大部分上路运输的渣土车为挡板式，
拉运建筑垃圾时无法做到全覆盖，运输
线路沿途抛撒现象较为严重，且车速较
快，致使运输道路扬尘污染大。

咸阳市要求，各建筑垃圾处置公司
对所属渣土车车体外观进行全面自检，

及时修补车厢损坏的密闭遮盖装置；渣
土车未安装定位监控设施的应及时予
以安装；所有渣土车必须有环保绿标。

在所有设施安装到位后，建筑垃圾
处置公司负责人须携带渣土运输车辆
环保绿标附件、卫星定位监控设备证
明、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明原
件到相关部门备案，渣土车必须使用新
改装的篷布密闭装置，对达不到相关资质
和标准的车辆，禁止参与市区建筑垃圾运
输。经审核同意后，领取《建筑垃圾处置
证》，并严格按照指定的时间、线路和地
点平厢拉运。同时，未办理相关手续的
渣土车，不得在市区内从事建筑垃圾运
输工作。否则，相关执法部门将对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高限处罚。

咸阳整治渣土运输车
未办理手续不得在市区内运营

本报讯 河南省鹤壁市 166 个建筑
工程、52 个市政工程目前已全部停工
整改。根据治理标准，各项目部对照整
改复工检查表及具体复工标准自查，经
各区主管部门初验，报市住建局复查达
标后才可复工。

鹤壁市成立了治理扬尘污染攻坚
战领导小组，制定了《鹤壁市治理建设
行业扬尘污染攻坚战实施方案（2016~
2017 年）》，明确工作要求、主要任务，
分解工作责任，落实到项目、到企业、到
部门；抓督查机制，在日常巡查基础上，
成立了 5 个专项检查督导组，加大对各
区建筑市政工地、城市道路、商品混凝
土和建材生产企业等扬尘治理情况检
查力度，对整治不力的项目单位，及时
移交进入执法处罚程序。

据了解，鹤壁市利用短信平台系
统，不定期向全市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发送专项整治问题及现场施工要求。
对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工程安装
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对工地主要施工
区域和出入口实行全天候监控。2016
年计划新增 40 套现场扬尘检测仪，最
终实现扬尘监测的全覆盖。同时，把扬
尘治理纳入工程日常监管内容，与监管
手续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等具体业
务工作并行管理。

据鹤壁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目
前，鹤壁市共下发整改通知书 87 份、停
工通知书 74 份；对 16 家企业项目经理
进行约谈，行政处罚 21 家整改不到位
施工单位；14 家施工单位正按程序予
以处理。另有多家企业因扬尘治理不
力报省住建厅予以资质动态考核，3 个
施工项目在 6 月扬尘治理评比中被评
为黑旗。

邵丽华刘俊超

鹤壁治理建设行业扬尘
166个建筑工程、52个市政工程停工整改

河北省永年县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今年上半年优良天数达 115 天，同比增加 85
天。图为工作人员查封重污染小企业生产设备。 赵子豪摄

2014~2015年74个城市六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变化

超标情况仍然普遍

74个重点城市PM2.5问题依然存在

重点区域O3污染加剧

14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下降20%以上

空气质量改 善 离 不 开 各 项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的 落 实 ，离 不 开 防 治 工 作 的 持 续 推 进 。
2015 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在燃煤污染控制、

VOCs 治 理 、港 口 船 舶 污 染 控 制 、重 点 区 域 协
同 推 进 污 染 治 理 等 方 面 均 取 得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提前完成《大气十条》控煤目标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加大了公开约谈力度，
并建立环保督察工作制度，督察的重点由“督企”
转向“督政”，通过“督政”敦促地方政府对本地环
境质量负责，确保《大气十条》的有效实施。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公开约谈了 15 个市级
政府主要负责人，较 2014 年增加一倍，约谈的

主要原因是大气污染问题。
截 至 2015 年 底 ，环 境 保 护 部 对 33 个 市

（区）开展了综合督察，涵盖大气污染等环境问
题。在实施综合督查工作中，共有 31 个市进行
了约谈、20 个市（县）实施了区域环评限批、176
个问题挂牌督办。

——试点VOCs排污收费

2015 年 ，部 分 地 区 开 始 征 收 VOCs 排 污
费。在 VOCs综合整治方面，一些大城市已经开
始先行先试。

VOCs 是生成臭氧与 PM2.5 的重要前体物，
其 治 理 是 近 年 来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的 重 点 工 作 。
2015 年，国家启动了石化行业 VOCs 综合整治，
颁布了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和合成树脂 3 项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为重点行业的 VOCs 治理提
供了政策依据。同时，出台了《挥发性有机物排

污收费试点办法》，将石油化工和包装印刷选为
首批试点行业。此后，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湖
南等地区相继出台 VOCs 排污费征收办法。

在 VOCs 综合整治方面往往大城市先行并
且积累了一定经验：北京、上海超额完成 2015
年治理目标；深圳市通过 VOCs 排放调查摸清
来源并不断更新数据，在治理方面做到坚持源头
控制为主、法规技术规范先行、分行业推进、加强
重点监管企业治理、加大执法力度。

——船舶污染治理突破盲点

我国东部沿海拥有多个世界大港口，2014
年全球吞吐量最大的 10 个港口有 7 个在中国。
港口船舶污染已成为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大
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发布政策文件为 2015

年及未来 5年的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工作制定了
目标与政策，要求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
冀）水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京津冀和长三角地
区均在 2015 年提出，通过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
机制，推动船舶排放控制及港口污染防治。

——联防联控走向深度合作

2015 年，重点区域特别是京津冀地区跨行
政区划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走向深度合作，启动
环境执法与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联动工作机制，
通过合作框架协议与协同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
一体化发展思路。北京与廊坊、保定对接，天津
与唐山、沧州对接，北京和天津在大气污染治理

资金、技术等方面为结对城市提供支持和帮助。
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以区域联席会议机制

为基础确定了年度工作重点，包括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和清洁能源替代、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
造、工业结构调整和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
秸秆焚烧和扬尘污染治理。

——督企向督政转变

（单位：COmg/m3，其他μg/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