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霾·病因

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陈熹

美编：金红 组版：刘燕

A06-A07

济南又迎来一轮雾霾天
气。继29日中度污染后，截至30
日晚10点，15个监测点位仍有7
个空气质量指数超过200，达重
度污染。同日，济南市环保局正
式发布本市PM2 . 5（细颗粒物）

来源解析结果，这在我省尚属首次。
结果显示，济南PM2 . 5有20%-32%为外地输送。本地

污染源中燃煤占比最高，为27%，其次是扬尘占24%，工业
生产占18%，机动车占15%，其他包括餐饮、汽车修理、畜
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占到16%。

“济南整个工业中，重化
工业仍占主导地位，以煤炭
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没有得
到改变。”济南市环保局污防
处处长钱毅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煤炭
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70%，属
于典型的以燃煤为主的污染
型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火
电、钢铁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三
个行业，以占全市工业增加值
不到20%的份额，消费了85%左
右的煤炭，排放了85%左右的
大气污染物。

发电、供热企业每年要
烧掉8 0 0万吨煤炭，采暖季
140天就要烧掉430万吨，非
采暖季220天烧掉370万吨，
意味着由此带来的日均污染
物排放量，采暖季能达到非
采暖季的1 . 6倍。再考虑到民
用散煤，这个比例会更悬殊。

因此，采暖季是济南空
气污染最严重的季节。一是
供暖季节污染物排放量偏
大，二是气象条件影响，济南冬
季经常出现静稳天气，加上济
南非常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特
殊“浅碟形”地貌，采暖季节济
南雾霾天气出现的频率明显变
高。济南市环保局工作人员打
比喻，就像同样有病毒，抵抗
力弱的人更容易感冒。

值得一提的是，济南重
化工重点企业过度集中在市
区，特别是市区上风向，导致
市区环境承载能力明显超负
荷。要治理雾霾，必须从源头
优化能源和产业机构。对此
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多次表
示，治理空气污染要做三篇
文章，排在首位的是“调结
构”，其次才是“抓管理”和

“搞绿化”。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闫怀忠
介绍，由于空气的流通性，济
南市环境空气中PM2 . 5来
源，区域传输占20%到32%，
本地排放占68%到80%。他表
示，空气质量是一个区域性的
问题，周边地区对济南有影
响，“远到华北地区近到毗邻
地市，四面八方都会跨界输送
来PM2 . 5。同样的，济南也会
对外输送PM2 . 5。”

区域连片污染的特征已
经显现。以今年8月份为例，济
南、淄博、德州和聊城四个紧
邻的城市PM2 . 5月均浓度均
为75微克/立方米，并列全省
倒数第一。而作为济南市清洁
对照点（本地基本无工业污染
源，自然条件较好）的跑马岭
空气监测子站，PM2 . 5浓度也
达到71微克/立方米，与市区

基本一致。
“要改善济南空气质量，

需要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削
减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大家共同努力，需要省里
甚至国家层面联合管控。”闫
怀忠说。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将以
省会城市经济圈建设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城市协作，
协调构建环境保护联防联控
机制。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大气自动科科长吕波提到，济
南PM2 . 5不仅存在跨界输
送，本市也有南北不平衡的问
题。“PM2 . 5浓度整体来说北
高南低，有时北部会向南部输
送PM2 . 5。”吕波解释，北部
污染源多，工业企业集中，城
市管理相对粗放，南部自然条
件较好。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北京的PM2 . 5也会飘到济南

冬季污染主要来自采暖和扬尘

三大行业制造了85%的污染

研究历时三年

青岛等地也在进行

此次济南公布PM2 . 5源解析为
全省首发。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介绍，此次研究为济南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联合中国环境科学院和南开
大学等科研单位，自2010年至2013
年进行。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自
动科科长吕波介绍，济南PM2 . 5源
解析综合运用国内外最先进的源解
析技术方法，先后持续超过三年，光
是采样就用了整整一年。

采样包括土壤尘、扬尘、煤烟
尘、建筑尘、钢铁尘、道路尘、烹调
尘、汽车尾气尘等，为了保证扬尘采
样样品准确，工作人员在市区每一
个行政区均匀布设采样点，并用带
滤膜的吸尘器采样。而对道路尘的
采样，选择济南市大中小三种不同道
路布点采样，每条道路上设1-3个采样
点，采样点之间间隔至少800米，分别
在每个采样点用吸尘器吸尘后混合而
得到道路尘。每个十字路口要均匀布
10个采样点。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山东已
有济南、青岛、东营、泰安、德州5市
开展了颗粒物源解析工作。其中济
南、青岛、东营、德州4市已确定了各
污染源比例，泰安市还在进行中。青
岛市已完成初步解析工作，预计11
月底前完成源解析验证等剩余工
作。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新设两个监测点

检测邻市

对济南空气影响

为了观测济南跨界输送PM2 . 5
的情况，今年8月，环保部门在边界
地区新设2个监测点对输入济南的
PM2 . 5进行监控，两个区域污染自
动监测点分别位于济南与德州和滨
州交界地区。

这两个监测点目的都很明确，
分别监测位于德州地区齐河县的山
东省莱钢永锋钢铁厂、淄博和滨州
邹平县处的污染企业对济南市区的
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状况。“目前监
测结果还不全面，暂时不对外公
布。”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自
动科科长吕波告诉记者。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济南将
会在济阳、商河、平阴和章丘各新增
两个空气质量监测点，长清增加一
个，市区奥体中心、高新区和彩石镇
附近也各增加一个。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二次反应”加重PM2 . 5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闫怀忠
介绍，PM2 . 5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 . 5微米粒子的总称，PM2 . 5

来源非常复杂，既包括一次排放，又包括二次反应。一次
颗粒物中，包括天然源和人为源，天然源比如风沙尘、土
壤尘，人为源包括机动车尾气尘、工业粉尘、燃煤飞灰、
生物质燃烧等。二次颗粒物就是硫酸盐、硝酸盐、氯化物、
铵盐等在空气中氧化反应后，生成PM2 . 5颗粒。

根据源解析结果，济南市环境空气中的PM2 . 5主要成
分为硫酸盐、地壳物质、有机物、硝酸盐、铵盐等，分别占
PM2 . 5质量浓度的22 . 5%、20 . 6%、17 . 1%、12 . 5%和6 . 8%。“济
南市PM2 . 5成分呈现二次粒子影响大的突出特点。”闫怀
忠分析，PM2 . 5中的硫酸盐、有机物、硝酸盐和铵盐主要由
气态污染物二次转化生成，累计占PM2 . 5的59%。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济南全省首发PM2 . 5来源解析，本地污染源燃煤占比最高

济济南南PPMM22 .. 55两两三三成成是是““串串门门””来来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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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环境监测站检测空气污染和粉尘来源的设施。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济南市PM2 . 5主要成分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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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 . 5源解析结果显
示，在济南本地污染贡献中，
燃煤、扬尘、工业生产和机动
车 是 四 大“ 污 染 元 凶 ”，为
P M 2 . 5 主要来源，分别占
27%、24%、18%和15%。而餐
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
涂装等其他排放约占16%。

受产业、能源结构明显偏
重的影响，作为重工业城市，
济南PM2 . 5最主要的污染源
就是燃煤。

“发电、取暖、炼钢……煤
炭 用 作 燃 料 燃 烧 产 生 的
PM2 . 5占27%。”闫怀忠说，如
果算上工业生产里的工艺用
煤，燃煤对济南PM2 . 5污染
贡献占比超过27%。27%是全
年燃煤的贡献率，如果在采暖
季，燃煤贡献率还要更高。

济南与北京的PM2 . 5组
成有着明显不同。根据今年四
月北京发布的PM2 . 5源解析

结果，机动车对北京PM2 . 5
贡献率占31 . 1%，其次才是燃
煤，占22 . 4%。而济南机动车对
PM2 . 5综合贡献率约为15%。

曾长期研究济南颗粒物
污染的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冯银厂表示，与
北京等城市不同，济南采暖季
大气污染具有比较明显的煤
烟 型 污 染 特 征 ，冬 季 济 南
PM2 . 5主要来自采暖用煤和
扬尘污染。

冯银厂介绍，空气污染一
般分为三个类型：简单的煤烟
型污染；叠加扬尘污染，也称
为混合型污染；混合型污染再
加机动车尾气污染，即为复合
型污染。研究显示，济南大气
污染呈现明显季节特色，“冬
季为煤烟型污染特征，春季则
是混合型污染，夏秋季节则呈
现出较明显的从混合型到复
合型污染过渡的特点。”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今年
以来，山东省聚焦大气污染防治，通
过争取中央支持、调整支出结构、开
展生态补偿等多种渠道，集中筹集
资金38 . 13亿元。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14
年，我省累计安排8 . 69亿元，用于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异味)
等治理。

今年我省生态补偿实施三个季
度以来，已累计安排1 . 17亿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全省累计
审核通过的提前淘汰黄标车达3 . 4
万辆，兑付补贴资金2 . 88亿元。

2014年，省级筹集资金2 . 22亿
元，对铜冶炼、造纸、铅蓄电池等11
个工业行业的68家企业落后产能实
施淘汰。同时，筹集资金21 . 5亿元，
实施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补政策。

此外，今年省级安排5450万元，
主要用于保障大气质量监测体系运
行。

我省筹集38亿元

支持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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