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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我国各地普遍出现连续严重雾霾．空气

污染、雾霾、沙尘暴和PM2．5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

注。本文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

况公报”最新数据．针对我国当前大气污染的现状．提出大

气污染防治的相应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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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

大气，达到足够的浓度和时间后，导致人类生活环境恶化、危害身

体健康的现象。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能源与资源消

耗的迅速增加和利用不合理、缺乏环境与生态保护意识，我国的

大气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发展出现的问题在

我国集中暴发。

中国社科院报告，中国的空气质量在133个国家中，排名全

球倒数第二。反映空气污染程度的三项关键指标——细颗粒物

(PM2．5)、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中国分别为全球第四差、

第二差、第三差【l】。

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各项措施，经过几十年努力，环境空气质

量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城市大气中的硫污染和烟尘污染基本得到

解决12】o实践证明，大气污染并非不能控制，因此，根据我国国情，

制定相应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刻不容缓。

1大气环境状况

我国主要城市群正经历煤烟型污染向复合型污染的转变，污

染成因复杂，光化学烟雾、灰霾天气、酸沉降等多种问题并存。根

据2012年环境状况公报吼，2012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117．6万

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2337．8万吨。186个地级以上城市可吸

人颗粒物年均浓度超标，占57．2％；83个环保重点城市可吸人颗

粒物年均浓度超标，占73．4％；46．1％的市县出现酸雨，大气污染

形势严峻。

2大气污染的现状和综合防治对策

2．1完善法规标准健全监管机制

大气污染控制，需要完善法规标准作为保障，健全监管机制

加以协调。我国在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1995年、2000年又对这部法律作出了修订，并陆续建立了污

染源排污申报制度、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

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覆盖全国的空气污

染质量监测网和酸雨监测网。

然而，依然存在管理落后、监管不严、地方政府干预执法，地

方政策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不严格执行环评制度，盲目建设重污

染工业，重复建设、浪费能源，工矿企业生产和处理设备陈旧落

后，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缺乏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的有效监督等

现象。

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相协调，应加快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标

准对接，推进油品标准、机动车污染排放标准、重点污染源排放标

准实施，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加强管理监督和评价考核，联防联

控，增加监测点位，提升监测水平，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预报

预警体系和应急联动预案。

2．2实施总量控制严控污染源头

污染源控制是污染防治的根本，以环境质量目标为依据，实

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现环境管理由定性向定量管理的转

变。确定满足环境质量要求的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将污染物削减

落实到具体工程项目14]，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监督查处，

限期治理污染源，实施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工程，完善排污许可

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总量转让和交易制度和管理机制。

20加大资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起步晚，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

的直接关怀与指示下，北京市开始采取消烟除尘、改造锅炉等措

施治理大气污染嘲。在技术装备研发、推广、应用等方面，我国与发

达国家差距大，影响了治理效果。

因此，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在大气污染防治基础理论、空气质

量监测预警技术、模型、评估和决策系统、开发清洁能源、燃煤烟

气控制、工业生产污染控制、提升燃油品质、机动车排放控制等方

面，培养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平台，加大研发力度，加强科技协作，

研发符合国情、先进的环保技术，坚持“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采取积极的环境保护财政政策，实施税收优惠和信贷

支持，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资，促进节能环保的技术创新及

应用。

2．4调整产业结构推进节能减排

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能源消费的增长不可

避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能源消耗量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排

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方式要向集约型转变，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

耗，严控产能过剩，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

通过产业引导，鼓励发展高效低能耗的产业，推广高效节能的产

品和设备，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新机制。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开展重点污染源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将

综合预防的环境保护策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

减少对人类及环境的危害，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成本和处理处

置费用同，使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实现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重要手段。

2．5优化能源结构 防治煤烟污染

我国煤炭可开采储量居世界第三，是全球最大的产煤国和煤

炭消费国，煤炭是我国比较可靠的资源，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煤

炭为主，约占能源总量的67—70％，十年来未有明显改善。煤炭消

耗量大、浪费严重，煤质差，含硫高，灰分高，能源转化率低，燃烧

过程中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以及悬浮颗粒

等污染物，是造成大气污染和酸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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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与2012年全国能源消费量对比【7】

防治煤烟型大气污染的措施有：优化能源结构，严控燃煤消

耗总量，降低煤炭消耗比例。限制开采高硫分高灰分煤，发展煤炭
洗选加工，提高煤炭热能利用率，推广型煤，提高粉煤利用率。禁
止原煤散烧，改造燃煤锅炉，严格控制火电厂排放，采取除尘脱硫

措施，减少烟尘和s0：排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热管网，
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采暖，提高热效率。

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核电、风电、天然气的比

例在逐年提高，要充分利用西气东输的天然气燃料，促进沿线城
市的能源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水
能、地热能、氢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
的比重。
2．6重视城市规划合理布局区域

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受“城市建设要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
城市为生产城市”等政策、思想的影响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定位不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规划落后、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
建设不足、职居分离、交通拥堵，城市大气污染严重。

我国正在实施城市化战略，人口和经济密度不断提高，保护
环境是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已成为国际城市建设的大趋势。
在新建城市和旧城改造时，将大气污染控制纳入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城市规模，控制人口数量，避免人口和工业过分集中；规
划建设卫星城，疏散大城市的工业和人口，注重卫星城的公共设

施配套，降低空置率，避免资源浪费。结合地理自然条件，合理规
划城市功能分区，污染企业应远离居住区、商业区、文教区，选址
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空气流畅、利于废气扩散和稀释的地

方181。规划建设城市风道，增加空气流动性，加速大气污染物的扩
散，夏季可以缓解热岛效应，降低城市气温，减少空调使用，节约
能源。

重视城市交通规划，缓解交通拥挤，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重

视城市环境能源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供气工程、集中供热工程，市
政管线建设和道路建设同步，避免重复开挖，造成交通拥堵。重视
城市生态规划，科学规划绿地，防止水土流失。
2．7加强车辆管理控制尾气污染

据公安部数据，2013年年底，全国机动车总数突破2．5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近2．8亿人。2013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200万
辆和2198．41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五年全球第一网。机动车

尾气污染日益严重，加强防治刻不容缓。
控制机动车污染，改进发动机结构，提高生产工艺、油品质

量，保障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执行，研发清洁替代燃料，推广应用

新能源环保汽车；淘汰污染严重的车型，强制报废达到报废标准
的机动车；控制市区汽车数量，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和城市公共自行车网络，降低公共交通出行费用，鼓励乘
客合乘出租车，倡导私车拼车出行，提高车辆利用率。

交通堵塞导致机动车频繁启动、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加剧

了汽车尾气排放。除控制引导车流量外，应重视城市交通规划建
设，增设公共停车场，避免马路停车，合理规划人车分流、红绿灯
和时间同步，从严处罚不文明驾驶，提高道路利用率。

交通管理应将机动车尾气纳入日常检查和治理范围，建立机动

车环保检验数据库，尾气超标车辆应勒令修理整改，安装净化装置。
2．8强化城市管理实施综合整治

我国许多城市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建筑施工扬尘和
车辆运输扬尘污染严重。北京市环保部门监测分析，扬尘污染约
占PM2．5来源的15．8％；南京市环保局统计显示，扬尘造成的可

吸入颗粒物占到了可吸人颗粒物总量的40％以上【10】。
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强化城市环境管理，对建筑工地实行封

闭管理，采取施工防护，减少土地裸露，洒水喷淋，渣土密闭化运
输，控制建筑扬尘污染。对建设工地、渣土运输、环卫保洁、堆场作
业落实扬尘控制规范措施，明确执法主体，杜绝缴费免责、规定形
同虚设的现象。

通过法律、技术、经济等多种手段，推进秸秆禁烧工作，加大
政策和资金支持，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完善垃圾分拣收集、运
输及处理系统，对裸露垃圾、蚊蝇、臭味进行整治，禁止开放式燃

烧垃圾。实施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2．9开展绿化造林改善生态环境

绿化造林是大气污染防治长效可行的生物措施，植物具有降温

增湿、固碳释氧、吸收有害气体、杀菌净化、吸尘滞尘的作用，必须消除
荒地和裸露地面，实施植被恢复，提高绿化面积，构造林草结合的立
体绿化格局，加强绿地管理，完善绿化系统，改善生态环境，调节城市
小气候，防止风沙，减少扬尘，降低空气污染指数，提高大气质量。

2．10加大宣传力度推进公众参与
防治大气污染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每一名公民都责无

旁贷。要加大宣传力度，将环境保护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宣传大

气污染对生活生产及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I“】，树立环保意识，倡导
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节电节能，自觉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为改善空气质量贡献自己的力量。

加强舆论监督，建立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监督举报偷排、
漏排、车辆尾气超标、桔杆焚烧、破坏绿化、建筑扬尘、乱倒渣土、
运输车辆抛洒滴漏等行为，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大气污染整治。

3结语

我国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控制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大
气污染防治是—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
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对大气污染的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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