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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新规2016年实施

全面监测PM2 . 5
还得等四年

16日，环保部公布了
《“十二五”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及其
实 施 细 则 ( 征 求 意 见
稿 )》。环境空气质量在
各指标当中所占的分值
最高，为15分。环境空气
质量的具体考核指标包
括全年优良天数比例、
PM10、SO2和NO2年均值
浓度，分别计3分、4分、4

分、4 分。对于近期热
议的 PM2 . 5 ，考核指
标中没有列出。

据《法制晚报》

14日，南京气象局官
方微博“南京气象”在其
气 象 预 报 中 出 现 了

“PM2 . 5细微颗粒物浓度”
数值，该条“特殊”微博立
刻被南京市政府的官方
微博“南京发布”所转载。
该数值首次在政府部门
官方发布平台出现，引来
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转
载，不少网友评价其“意
义非凡”。但该条微博仅
在“南京气象”官方微博
上存留了数个小时，即以

“误发”为由被删除。
16日，南京气象台一

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对
PM2 . 5的浓度数据没有发
布权，在微博上公开发布
也是不应该的。他们及时
进行了处理，删除了微
博，并追究了相关责任。

气象部门一位专家
表示，“我们只研究刮风、
下雨等自然气象条件对
灰霾天气的影响。对于
PM2 . 5细微颗粒物浓度，
仅作为科研数值之一来
做监测。”

南京环保部门对此
数值的发布也推诿不谈。
表示为气象部门发布，有
问题请咨询气象部门。

(中欣)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
电(记者 顾瑞珍) 入秋以来，
北京等城市接连出现灰霾天气。
而美国使馆和北京市环保局关
于监测数据谁更准确的争论更
是让“ PM2 . 5 ”这个名词迅速

“走红”。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16日表

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即日起
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
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最大调整是
将PM2 . 5、臭氧(8小时浓度)纳
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
PM10 、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
提高了监测数据统计有效性要
求。这是我国首次制定 PM2 . 5
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近年来，随着以煤炭为主的
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
量急剧增加，京津冀
等区域灰霾现象频
发，PM2 . 5 污染问题
日益凸显。现行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已不
能完全适应空气质量管
理要求。

早在 2008 年，环保部就
启动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修订工作。经过 20 多次修改，历
经 3 年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与现行标准相比，二次征求
意见稿主要有三方面改变：一是
将三类区特定工业区并入二类
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
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二是完善污染物项目和监测规
范，包括在基本监控项目中增设
PM2 . 5 年均、日均浓度限值和
臭 氧 8 小 时 浓 度 限 值 ，收 紧
PM10 和二氧化氮浓度限值等；
三是提高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

上 述 负 责 人 指 出 ，把
PM2 . 5 年和 24 小时平均浓度
限值分别定为每立方米 0 . 035
毫克和每立方米 0 . 075 毫克，
既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
段，也能更好地表征环境空气质
量状况，缓解公众感观与监测结
果不一致的现象。

该负责人称，未来，环保部
将继续加大投入，确保 2016 年
新标准全面实施时，各地有能力
开展 PM2 . 5 等新指标的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工作。

著名大气环境专家、北京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
航表示，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规
定，当大气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
里，相对湿度小于90%的情况为
灰霾。近年来，灰霾已成为中国不
少城市面临的最大污染问题，而
PM2.5又是其中的关键。

张远航透露，世卫组织的标
准与美国标准比稍微松一些，即
使 按 照 世 卫 的 标 准 ，加 入
PM2 . 5后，中国空气质量达标
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
20%，“我想这也是环保部迟迟
未能下定决心将PM2 . 5纳入空
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据《广州日报》

问：新指标的设定对于监控和减
少我国部分城市灰霾天气有何意义？

答：我国区域性灰霾天气日益严
重，与人为排放的大气颗粒物不断增
加，尤其是细颗粒物增加有关。标准
修订稿出发点就是引导各级政府和
社会各界积极开展相应的大气环境
保护工作，防控灰霾等重点大气污染
问题。

问：公众对于优良天气的感官感
受与空气污染指数(API)常有背离之
感，请问是否源于PM2 . 5等未纳入评
价因子？根据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方案，
是否会改变目前空气污染指数与人们
环境感受不匹配的状况？

答：有背离之感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是目前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的评

价因子偏少，已经不适应我国当前空
气污染评价要求；二是API发布的周期
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日有区别；三是
24小时的周期评价结果与某一时刻的
感官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一些经济较
为发达的地区，PM2 .5是造成差异的重
要原因之一。

目前配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
订而制定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日报技术规定》颁布实施后，预计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异。

问：您刚才说的(AQI)日报技术规
定与原来相比有哪些变化？

答：主要是评价因子增加了O3、
CO和PM2 . 5，以更好地表征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反映我国当前复合型大
气污染形势；将日报周期从原来的前

一日12时到当日12时修改为0点到24

点，并规定实时发布SO2、NO2、PM10、
CO、PM2 . 5、O3小时浓度和O3的8小时
浓度。

问：新标准的实施是否意味着我
国大气环境污染将得到有效控制？

答：《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增
加了PM2 . 5和臭氧8小时指标、收紧
了PM10和NO2限值，这对于加强大气
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将产生
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
看到，不管是控制PM10还是PM2 . 5，改
善环境质量的关键是减排，只有排放
少了，污染物浓度降低了，加上我们周
围的生态环境好转了，我们的空气质
量状况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据新华社

本月11日开幕的“第
七届区域空气质量管理
国际研讨会”上，环保部副
部长张力军指出，公众关
心的PM2 . 5空气质量监测
标准明年有望在北京、上
海和广州等地推行。

广州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广州早在亚运
前就系统开展PM2 . 5的监
测工作，但由于国家还没
有关于PM2 .5的评价标准，
暂无公布数值的计划。

业内人士透露，每个
监测站点加装相应监测
设备至少需 5 0万 - 6 0万
元；要在全省普及，花费
估计上亿。

据《广州日报》

新规若实施

八成城市不达标

PM2 . 5 指直径小于等于
2 . 5 微米的颗粒物，是造成灰
霾天气的“元凶”之一。

PM2 . 5 是日常发电、工业
生产、汽车尾气排放等过程中
经过燃烧而排放的残留物，大
多含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可
以进入肺部，甚至是肺泡，对
呼吸系统、心血管、免疫系统、
生育能力、神经系统和遗传等
都有影响。

格名词解释

环保部官员详解新标准

公众感官与数据“打架”将改善

PM2 . 5未纳入

“十二五”考核指标

南京：
发布PM2 . 5者

被气象部门追责

广东：
已监测PM2 . 5

但一直未公布

各地可提前实施新规
环环保保部部相相关关负负责责人人

称称，，虽虽然然目目前前国国内内已已有有成成
熟熟的的 PPMM22 .. 55 监监测测技技术术，，并并
且且部部分分城城市市已已开开展展了了包包括括
PPMM22 .. 55 在在内内的的城城市市空空气气
质质量量试试点点监监测测工工作作，，但但由由
于于 在在 全全 国国 统统 一一 开开 展展
PPMM22 .. 55 监监测测涉涉及及仪仪器器

设设备备购购置置安安装装、、数数据据
质质量量控控制制、、专专业业人人

员员的的培培训训、、财财政政
资资金金的的支支持持等等

大大量量系系统统的的
准准备备工工作作

和和能能力力建建设设工工作作，，因因此此目目
前前在在全全国国范范围围内内立立即即开开展展
PPMM22 .. 55 监监测测工工作作还还有有一一定定
难难度度。。

根根据据有有关关法法律律规规定定，，
新新标标准准在在 22001166 年年之之前前有有
两两种种提提前前实实施施方方式式：：一一是是
国国务务院院环环境境保保护护主主管管部部门门
指指定定部部分分地地区区提提前前实实施施，，
具具体体实实施施方方案案，，包包括括地地域域
范范围围、、时时间间等等另另行行公公告告。。二二
是是各各省省根根据据实实际际情情况况和和区区
域域环环保保需需要要，，自自愿愿提提前前实实
施施。。

““主主要要是是基基于于以以下下考考
虑虑，，一一是是作作为为国国家家环环保保标标
准准体体系系核核心心的的环环境境质质量量
标标准准，，实实施施工工作作复复杂杂、、涉涉
及及因因素素众众多多，，应应留留出出必必要要
的的准准备备时时间间。。二二是是区区域域经经
济济发发展展水水平平不不均均衡衡，，准准
备备工工作作进进展展将将有有快快有有
慢慢。。当当然然，，我我们们更更鼓鼓
励励 各各 地地 主主 动动 提提 前前
实实施施新新标标准准。。””环环
保保部部负负责责人人表表
示示。。
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从 16
日起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
意见。就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标
准修订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环
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负责人。这
位负责人称，新标准实施后可缩
小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感官与污
染指数的背离感。

济南泉城广场，天空一片蔚
蓝。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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