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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争争口口““气气””，，治治霾霾还还得得严严执执法法
专家称，将法律规定内容严格落实，蓝天白云才能成常态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记者
任磊磊） 最近几天，好多人早晨都
不晨跑了，因为这几天空气质量不
给力。预计17日下午到18日白天，鲁
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仍将出现中
度以上霾天气。据省气象台预报员
称，预计此次雾霾黄色预警有望18

日上午解除。
17日，济南、德州、枣庄等9市，

为重度污染，其他城市为中度污染。
对于雾霾何时能散的问题，山东省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现在气象条件
来看这种情况要持续到18日的上午。18

日的白天有一股弱的冷空气下来，从
北部下来，北边可能改善的机会大一
点，南边改善的幅度和可能性就要小
一点。总体来说这股冷空气是很弱的
一股冷空气，如果想彻底清除这次的
污染看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据预报，24

日，下周六，山东将迎来一股冷空
气，到时候，各地空气质量，将有比
较明显的改善。

详细天气预报如下：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鲁西北地

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他
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最低气温：鲁西
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3℃
左右，其他地区16℃左右。最高气
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20℃左右，其
他地区25℃左右。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全省天气
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
和半岛内陆地区12℃左右，其他地
区15℃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
22℃左右，其他地区24℃左右。

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全省天气
多云间晴。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
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
12℃左右，其他地区15℃左右。最高
气温：沿海地区22℃左右，其他地区
24℃左右。

本报讯 10月14日至16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率
领调研组先后到淄博、滨州、
济南考察调研。

近几天，山东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省城济南雾霾笼罩，空
气污染比较严重。陈吉宁说，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山东
的水污染治理成效很大，值得
全国学习。再一个，山东的造
纸产业结构调整行动早、效果
好，减轻了污染，也很值得其
他地方学习借鉴。

话锋一转，陈吉宁说，山

东治理大气污染的任务确实
很重啊 !近期检测表明，山东
的大气质量只比河北省好一
点。一旦遇到坏天气，山东的
很多城市，可能要在全国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中垫底。

陈吉宁说，山东的产业结

构偏重，调整得有一个过程，
这是客观原因。但也存在认识
不到位、行动不够快、措施不
够狠、执法不够严的问题。希
望山东像治理水污染那样来
治理大气污染！

据新锐大众客户端

环保部长陈吉宁山东调研：

像像治治理理水水污污染染那那样样治治理理大大气气污污染染

济南空气质量徘徊在
全国后十位，连日来的雾霾
天气更让市民急躁。

“摆脱倒数为啥这么
难？”自环保部公布9月份全
国74城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这也成了关心济南空气质
量变化的市民们心中共同
的问题。

本报记者 刘德峰

“济南排名相对落后的情
况，既是本地污染的问题，也有
区域性污染的原因。”17日，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在国
内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上的下
降，有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地空
气质量的恶化。

“不可否认，济南确实存在
污染物排放量大，工业、燃煤和
扬尘等污染问题突出的情况”，
他说，加之济南本身在地形、气
象条件的不利，想要在短时间
内摆脱落后的位置，只能需要
大量的污染物减排。而一旦济
南减排的力度和速度，小于或
低于其他同类型城市，在排名
上自然会落在后面。“京津冀，
特别是北京周边的不少城市，
近年来整个的污染浓度都改进
了很多，这也与这些地方的协
同治理行动有关。”马军说。

通过长期的观察，公众环
境研究中心发现，这样的协同
性，已经成为改变华北地区空
气污染问题的重要因素。马军
认为，就像水流域一样，也存在
一个“空气域”，让污染可以被
跨界传输。“10月15日、16日两
天，不只是济南，整个冀鲁豫交
界地带污染都非常严重。”在他
看来，特别是在北风天气为主
的秋冬季节，受扩散条件的影
响，这已是影响济南空气质量
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这种因
素的影响，并不是一城一地能
够左右的。”据山东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和济南市环境保
护监测站分析，起源于济南西
北方向且运动速率较低的气溶
胶长距离传输能够加重济南细
颗粒污染水平。另据统计，济南
周围其他城市输送给济南市的
PM2 . 5，占总来源的15%以上。

当然，这样的交叉影响，也
并非不能解决。“区域内必须设
立联防联控的机制，区域内的
各省、各城市也必须‘守土有
责’。”马军说。公开信息显示，
2014年来，济南、淄博、滨州和
东营等多地，均建立了大气污
染的联防联控机制，“守土有责
意味着首先要把自己的污染物
减排工作完成。”马军表示。

摆脱落后位置

短时间内要全力减排

想要好天气

恐怕得等到下周六

我们每天吸了

多少PM2 . 5？

不能夸大治理过程的“阵痛”

近年来，APEC蓝、阅兵
蓝的出现，开始让国人发
现，雾霾并非在短时间内无
法治好。“如何让APEC蓝成
为常态”，也成了不少专家
学者以及城市管理者思考
的问题。不过，对这个问题
的答案，各方争论的焦点在
于“代价”二字。

据了解，8月23日-9月4
日，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 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山
东省对2299家企业采取停
产措施，对710家企业采取
限 产 措 施 ，并 要 求 全 省
2831个各类产生扬尘污染
的建筑工地停止作业。“这
种治霾措施，只能是应急
性的办法，难以持续。”马军
认为，这种治理方式难以应
用在常态化的污染整治过
程中。

通过牺牲经济上的发

展来换取蓝天白云，如何掌握
其中的平衡，很多需要直面环
境污染的城市都在探索。2015
年7月，临沂市在10天内关停
57家企业，一时曾再度引发全
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中国工业
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朝飞认为，
不追究当初决策者的失误，只
让污染企业为过去的发展思
路不当埋单，不仅不利于治理
污染、促进经济社会的顺利转

型，还有失社会公平。
“一些污染企业经常

渲染、夸大治污的代价，并
以此要挟政府。这样的办
法屡试不爽，我们应该坚
决反对。”中国环境报社长
杨明森则说，不能夸大治
理过程的阵痛。“治病的时
候肯定是有阵痛的，但只
说手术刀和阵痛而不说疗
效，是治不好病的。”

治霾还应回归法治轨道

早在2015年初，山东省
环保厅厅长张波，也曾在全
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强
调，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看，
环保工作新常态产生了一条
新规律：任何企业、行业乃至
地区的发展，只要与公众改
善环境的需求背道而驰，其
发展的道路就必然越走越
窄，最终将难以为继。

而在实际的污染治理中
如何操作，已受环保部肯定
的“兰州模式”或许能提供借
鉴。2014年8月，环保部组织
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
角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任务较
重的北京房山、天津静海、河
北石家庄和山东淄博等城
市，赴兰州召开大气污染治
理座谈会，学习“兰州经验”。

自此，兰州用两年时间
摆脱雾霾困扰的案例，成为
国内城市学习的样本。“无论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发
展水平还是产业结构，兰州
都不比其他重点城市占优，
但兰州通过努力实现了空气
质量的有效改善。”环保部副
部长翟青曾在兰州调研后说，

“兰州的成功经验说明，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不但不对立，
而且还是相互促进的。”

“不管是兰州的治污模
式，还是其他的治理样本，我
们的观察是，治霾最终还是
应该回到法制的轨道。”马军
说。“兰州取得的治污成绩靠
落实、靠监督、靠严格执法。”
翟青也曾表示。

2015年1月1日起，被称

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
始实施，已经为目前的环境
保护工作提供了依据。中国
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曹明德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环
境保护法》以前被戏称为“软
法”，执行效果不佳。可随着
新环保法的修订施行，环保
部门被赋予了很多强有力的
权力和措施，社会也更应该
遵守和执行新环保法。“要是
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新环保
法就成了一纸空文。”

“据我们了解，各地也都
制定了像《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等地方性法规”，马军表
示，只要将其中的内容严格
落实，并且按照当地的规划
强力执行，才能让蓝天白云
成为常态。

17日下午黄昏，站在千佛山上看济南，只有近处的建筑物隐约可见，远处的都已经迷失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济南街头上，市民大多戴口罩出行。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在一轮接一轮的雾霾重污染
下，可怕的PM2 . 5能入肺。那么，每
天我们到底吸了多少PM2 . 5呢？出
现持续性雾霾天气时，主要的空气污
染物是PM2 . 5，也就是直径在2 . 5微米
以下的细小颗粒物，可进入人体肺
泡。微米相当于把毫米又分成了1000

份，可见其细小。如果出现严重污染，
PM2 . 5质量浓度会达到300微克/立方
米，那么按照一天10—15立方米的呼
吸量，我们一天会大致吸入3—4 . 5毫
克的PM2 . 5（1000微克=1毫克）。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认为几毫
克的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由于
PM2 . 5附着的一些重金属和有机物
质与烟草焦油中的有害物质相同，
包 括 致 癌 或 促 癌 物 质 ，把 吸 入
PM2 . 5量换算成烟中有害物质，烟
草焦油中的多环芳烃一般占焦油量
的0 . 6%。按照每支烟10毫克的焦油
量计算（该数值为中等偏高烟的焦
油含量），每次吸烟产生的多环芳烃
为60微克（0 . 06毫克）。一般吸入人
体的，大约为20%，也就是12微克左
右。在《北京大气颗粒物中多环芳烃
浓度季节变化及来源分析》的论文
中指出，北京2006—2007年冬季，
PM2 . 5附着的多环芳烃平均浓度为
337 . 7纳克/立方米，一天10—15立方
米的呼吸量，折合3377—5065 . 5纳克

（3 . 377—5 . 0655微克），相当于2006—
2007冬季（北京冬季大约150天）吸
了42—63支烟，大约是2—3包的量！

PM2 . 5与吸烟量折算另外上述
计算结果是2006—2007年冬季的平
均水平，从近些年的变化来看，这个
指标是在增长的（2003—2004年冬季，
北京多环芳烃的平均浓度是271 . 05纳
克/立方米）。这意味着最近几年冬季，
我们每天的折合“吸烟量”可能会更
多！ 据中国天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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