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国内·关注 2016.12.22 星期四 编辑 徐明卉 校对 李鹏程 E-mail：xmh@pdsxww.com

北京工业大学程水源教授称，北京本地污
染源贡献中，机动车排放占比为31.1%，燃煤占
22.4%，工业生产占18.1%，扬尘占14.3%。因此
北京市重点控制机动车污染是十分必要的。

控制机动车排放仅是治理空气污染的一
个环节，北京市还实施了很多其他措施，如大
力压减燃煤、民用散煤清洁化、燃煤小锅炉和

“散小乱污”企业的淘汰治理、建筑施工扬尘
管控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各省市也持续推
进散煤清洁化替代、燃煤小锅炉“清零”工程、

“散小乱污”企业关停淘汰任务、重点行业污
染治理、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措施，减少燃
煤、特别是冬季散煤使用量，提高工业企业治
污效率等。

北京雾霾到底从哪里来？
治理难道只能等风？为什么只拿机动车开刀？

环保部组织专家释疑雾霾七大误读
据《法制晚报》报道，北方尤其

是京津冀地区连日来雾霾笼罩，多
地“爆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网络上也有很多关于雾霾的分析和
质疑。记者昨天从环保部获悉，针
对社会公众对于重污染天气存在的
一些误读和疑问，环境保护部12月
20日邀请8位专家一一解读，问题
涉及京津冀的雾霾是哪儿的污染造
成，雾霾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以及
抗霾方法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柴发合研
究员称，大量的观测分析和模式研
究都表明，京津冀大气重污染主要
是本地积累加上外地传输导致的。
其中，京津冀三地自身的排放量大
是最主要的因素，对 PM2.5污染的
贡献约为70%。京津冀区域国土面
积虽然只占全国的 2%，但 2014年
常住人口占全国的8%，煤炭消费占
全国的 9.2%，单位面积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分别约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4倍和5倍。
在冬季采暖期间，主要大气污染物
排放都明显增加，是重污染天气高
发的根本原因。一旦气象条件不
利，就可能形成重污染。

周边省市的区域传输对京津冀
PM2.5 污染的贡献约占 30%，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山东、河南两省。此
外，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的排放对京
津冀 PM2.5污染也有一定的贡献，
但不是污染的主要原因。治理京津
冀区域大气污染，有必要对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进行联防联控。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徐祥德院
士表示，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认为，发
展风电对局地风速虽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丹麦科技
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风电场对下游几公里到几十公里范
围的地面风速有明显影响，但超过
100公里之后就可忽略不计。以北
京为例，北京距离内蒙古400多公
里，距离张家口约200公里。所以
内蒙古和张家口地区的风电不会对
北京地区风速产生显著影响。

防护林带的主要作用是固定沙
地、保持水土、减缓风蚀、降低扬
沙。它对风场的作用主要是大气边
界层以下的近地层影响。而能驱散
京津冀区域重污染天气的是大范围
冷空气来袭或降水“湿清除”效应。
冷空气影响范围垂直方向远远超过
边界层或1500米以上的，其水平尺
度可达百公里以上，三北防护林不
可能阻挡冷空气或寒潮，影响下游
大范围区域风场。

京津冀地区重污染频发，最主
要的原因是本地与周边区域污染物
排放状况。当然，区域性大地形“背
风坡”弱风区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
气象条件变化特征，以及该区域周
边大气污染输送等，在某些时段也
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谢绍东教授称，PM2.5的来源非
常复杂，可分为一次来源与二次来源。一次来
源又分为人为源与自然源。人为污染源是指
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形成的污染源；自然源包
括火山爆发、森林火灾、土壤和岩石的风化等。

二次源是指各污染源排出的气态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氨等，
经过反应而生成的二次细颗粒物。

大气中PM2.5的主要化学组分包括：有机

物质、元素碳、硝酸盐、硫酸盐、铵盐、氯盐等。
各地来源解析结果表明，目前PM2.5的主要来源
是燃煤、工业、机动车、扬尘和生物质燃烧等。

各个城市和地区视产业结构各行业排放
比例有所不同，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产
业结构调整，工业和能源生产行业排放较少，
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相对较大。PM2.5组分
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异性，即使是在北京
市的不同辖区，组分也不完全相同。

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称，数
据反映京津冀区域大气PM2.5浓
度在逐年下降。2013年，北京的
PM2.5年均浓度为89.5微克/立方
米；2014 年降到 85.9 微克/立方
米；2015 年继续下降，为 80.6 微
克/立方米。

截至目前，北京市今年的
PM2.5 平均浓度为 69 微克/立方
米，比去年同期下降 9.2%；河北
省的PM2.5平均浓度为70微克/立
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9.1%。监测
数据分析结果，反映了京津冀区域
大气PM2.5浓度在逐年下降。从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来看，今年
北京、天津、河北的优良天数都比
去年小幅增加。今年春夏时节，
朋友圈中“晒蓝天”的频次明显高
于前几年，公众也切身感受到了
空气质量的改善。

然而，入冬以后重污染天气
频发，大家更强烈地感觉到了反
差。这也表明，下一步要继续强
化京津冀区域冬季污染防治工
作，特别是民用散煤清洁化、燃煤
小锅炉和“散小乱污”企业的淘汰
治理，把京津冀区域冬季采暖期
间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也降下来。

清华大学王书肖教授表示，污染的产生不
是一时一日，污染的治理也难一蹴而就。京津
冀区域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叠加的
时期，燃煤、工业、机动车和居民生活排放量都
处于高位。目前京津冀区域的污染治理处于
第二阶段，即污染的发生发展受自然边界条件
的影响显著，比如风速、湿度、边界层高度等这
些气象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在冬季采暖期间

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情况下，这个表现就更加
突出。

但京津冀本地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是重污
染天气高发的根本原因。要彻底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必须坚持不懈地扎实推进污染物减排
工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全社会共同减排，
重污染天气就会越来越少，环境空气质量就会
越来越好。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王自发研
究员称，按照我国当前的天然气
消耗量计算，每年燃烧天然气产
生的气态水在3亿吨左右，假如
全部转化成液态水（但实际上不
可能全部转化为液态水），平摊在
全国人口集中的东部地区（估算
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液态水
的厚度连 0.1 毫米/年都不到，仅
占大气中可降水量的几十万分之
一，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说，“煤
改气”不会显著增加北京市大气
中的湿度，不是北京地区“丰富水
汽”主要来源。

南开大学冯银厂教授则表
示，无论是燃煤、燃气还是燃油，
都会排放氮氧化物。“煤改气”是
否会导致氮氧化物的升高，主要
取决于改气之前煤炭的燃烧方式
和煤炭品质、改气之后采取的燃
烧技术等因素。如果采用了低氮
燃烧技术，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就
会降低。我国脱硝比脱硫的起步
晚，近年来大气环境中的氮氧化
物浓度下降并不像二氧化硫那么
显著。氮氧化物浓度的增加可能
会造成二次污染，但这是可控
的。而且污染成因和机理非常复
杂，不能因为氮氧化物浓度没有
明显下降，颗粒物污染依然严重，
就说是煤改气造成的，这是不科
学的。 （张莹）

误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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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的雾霾，主要是由内蒙
古、陕西、山西这三个省区为主要污
染源造成的，而雾霾最严重的京津
冀三地自身产生的污染是次要的。

误读 2
雾霾加重赖风电？内蒙古风力

发电场和三北防护林使北方风力衰
减，这导致了京津冀雾霾严重，雾霾
无法被吹散。

对雾霾成因、组分，专家各说各话，北
京雾霾究竟是什么原因，都有哪些成分？误读 3

误读 4 抗霾只能等风？

抗霾为什么只拿机动车开刀？误读 5

“京津冀空气治理停滞不
前”，“2016年下半年以来，北京
PM2.5浓度改善停滞了”，“现在
什么招都使了，仍然出现严重污
染，治理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煤改气”加剧了北京雾霾污
染？有人认为“煤改气”是造成北
京地区“丰富水汽”主要来源，是
加剧灰霾空气的“帮凶”；还有人
认为雾霾的主要成分是PM2.5，
并且“煤改气”氮氧化物浓度不会
明显下降，颗粒物污染依然会很
严重。

误读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