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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15日讯(记者
廖雯颖 乔显佳) 15日，全

省17市再度出现重度及严重
污染。山东为何绕不开雾霾天？
如何加强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工
作？省两会召开前夕，本报张刚
大篷车搭载7位省人大代表及
政协委员，对济南市空气质量
预报预警系统进行调研。

下午2点半，农工党山东
省委副主委吕善勇、山东京鲁
律师事务所主任郝纪勇、济南
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
建新社区居委会主任王丽、本

报记者张刚等4位省人大代
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医师张俊黎、山东法策律师事
务所主任张法水、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副教授徐超丽3位省政
协委员来到济南环境监测中
心站。

在监控室，大屏幕上显示
出济南15个监测站点的实时
空气质量，济南已达到严重污
染。当了解到包括济南在内的
17市都达到重度或严重污染
程度后，代表委员忍不住一连
串发问：“明天济南空气质量

怎么样？”“这次会启动重污染
应急预案吗？”对此，济南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工程师孙凤娟
解答道：“明天预报还是重污
染。是否启动重污染应急预
案，需要环保气象部门联合会
商，预测未来几天的空气质量
再决定。”

“现在雾霾这么厉害，除
了预报预警，目前对雾霾有没
有人工方式可以及时干预？”
张法水委员问。孙凤娟表示，
目前尚没有有效的人工干预
措施。雾霾多发于冬季，但山

东冬季往往干燥，要实施人工
降雨云层含水量等气象条件
难以达到。另外人工降雨“影
响范围有限”，难以驱散大面
积雾霾。目前还没有专家研发
出可以消除雾霾的化学制剂，
而且人工干预产生新的污染物
也要避免。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山东
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
治的危急时刻，政府必须下大
力气治理雾霾，除了加大预算
保障大气治理资金，“很有必
要讨论是否该‘重典治霾’。”

“从区域看，济南各地空气质
量似乎并不一样，为什么？”张俊黎
委员指着济南全市15个监测站点数
据发问。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
自动科科长吕波解释说，根据长期
监测结果，济南空气污染呈现“北
高南低”的特点，南北差异明显，比
如西北的蓝翔技校、东北的宝胜电
缆，几个北部点位经常污染指数排
在前几位，而山东经济学院、科干
所等几个南部点位空气质量通常
相对要好。

吕波分析有四方面原因：北部
社会经济发展不如南部，城市保
洁、垃圾清扫、道路硬化各项措施
不如南部；北部靠近黄河，河岸滩
涂是裸露的黄土，很容易起尘；北
外环是全市物流集散地，机动车尤
其是大车多，道路扬尘厉害。“包括
济钢、好几家热电厂，济南大部分
排污大企都在北部。”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济南空气污染

“北高南低”

“济南有没有像北京一样对
PM2 . 5做污染源分析？”省政协委员
徐超丽指出，雾霾天来了又来，老
百姓不光想知道污染情况，还想知
道有什么办法能治理改善空气污
染。应该分析污染源构成，顺藤摸
瓜，有的放矢。

对此，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大气自动科科长吕波回应，济南已
经利用2010-2013三年时间对市区
PM2 . 5做了源解析，找到了济南大
气污染三大元凶，分别是燃煤尘、
城市扬尘和机动车尾气。“这三项
分别占到全年PM2 . 5来源的17 . 9%、
12 . 2%和11 . 7%，在采暖季，燃煤比重
还要升高，在20%到24%。”除此外，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这些气体通
过大气光化学反应生成的硫酸盐、
硝酸盐颗粒，能占到30%左右，这部
分二次生成的PM2 . 5污染主要来自
企业排废气和机动车尾气。

本报记者 廖雯颖

PM2 . 5贡献率

燃煤最高

代表委员对济南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连续追问

为为啥啥都都““爆爆表表””了了还还没没预预测测出出来来

15日，济南环境监测站，省两会代表和委员查看空气监测
情况。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15日，省两会召开前夕，本报张刚大篷车搭载7位省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对济南市空气质量预
报预警系统进行调研。如何保证预警准确性？当前治霾有何新措施……代表委员们问起来非常较真。

15日，在环境监测中心站，代表委员围绕去年年底济南实施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紧咬不放，
连续发问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最近出现的最厉害的污
染是哪一次？预报出来了吗？”
省人大代表王丽问起了“限
值”。“就是今年1月6号，济南所
有监测点都污染指数‘爆表’,
并且持续了近一天时间。”济南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程师孙凤
娟回答，但是前一天未能检测
出污染如此严重。

“为什么？设备不够先进
吗？”王丽紧追不放。孙凤娟表
示，目前济南监测站用于空气
质量预报的共有四个模型。对
于 1 月 6 日四个模型都没预测
出空气指数持续爆表，孙凤娟
认为，“三个计算核心都来自国
外，由于环境数据的差异影响
了最终预报的准确度。”

四个模型监测都会出现失误

“1月6日那几天，连续重度
污染，为何不启动应急预案？”
省人大代表吕善勇对10天前的
严重雾霾仍心有余悸。

孙凤娟回应：“那次确实
非常尴尬，也跟特殊气象条
件有关。”她表示，启动最低
等级的应急预案需要满足预

测连续 7 2小时重度污染，当
时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联合
会商，气象预报 1月6日会有
一场较大雨雪能及时改善空
气，然而雨雪最后被大风吹
走了，导致空气污染持续发
酵 。“ 这 是 很 少 见 的 天 气 情
况，谁都没想到。”

天气预报偏差影响预案启动

背景新闻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乔显佳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乘张刚大篷车调研空气污染预警

我我省省目目前前尚尚无无人人工工驱驱霾霾计计划划

工作人员介绍济南15日空气质量情况。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为增准确性每天会商三四次
雾霾天频发，空气质量预报

对老百姓来说是重要提示。省人
大代表郝纪勇追问环保部门和
气象部门如何操作，来确保预报
的准确性。

孙凤娟说，为了提高准
确性，每天环保部门和气象

部门都有三到四次的会商。
“如果空气污染严重，根据情
况随时加密会商次数。”根据
四次会商结果，再结合四个
模型预报结果，环保部门最
后人工判定次日空气质量等
级，16点前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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