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济南南气气质质倒倒数数第第一一
看看同等地形的兰州、重庆、成都是怎么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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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阴雨，17日早济南终于出了太阳，但仅10点
多，整座城市又被霾覆，变得灰蒙蒙的。济南治霾之战已
经开打1年，但省城空气质量不仅未摆脱倒数前十，反而
成了全国74城市中的倒数第一。济南治霾有浅盆地的地
形条件限制，但和济南有类似地形的兰州、成都、重庆空
气质量都不是倒数。燃煤、扬尘、尾气是济南雾霾的三大
罪魁，主动治霾，济南更该在减少燃煤、扬尘治理和尾气
治理上下功夫。

今年9月、10月，济南成为了
全国74城市中空气质量倒数第一
的城市，10月份出现如此差的成
绩尚属首次。

济南的市民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讨厌围绕在城南的大片
山丘。雾霾在今年秋末冬初频
频袭城，老舍先生笔下这群小
山 虽 然 仍 旧 可 爱 地 保 护 着 济
南，但也令人厌恶地罩着雾霾。
济南倒数第一，真的是地形惹
的祸吗？

地形有一定的影响。济南的
地形条件确实不利于雾霾扩散，
包括济南市环保部门、不少研究
济南雾霾成因的研究文章都提到
过。济南市地形中间低四周高，由
于山坡散热快，冷空气循山坡下
沉到谷底，谷底原来的较暖空气
被冷空气抬挤上升，容易出现“逆
温”现象。南部山区是市民生态休
闲游的好去处，但冬季时自北吹
来的风被山体挡回来，加剧了热
岛效应，不利于污染空气扩散。

济南部分城市管理者和市民
对济南空气质量差的归因中，必
然会首先提到的是先天不足的地
形。

不过记者查询发现，济南并

不是全国唯一存在这样盆地地形
的城市，逆温现象在不少城市都
普遍存在。但这些城市在全国74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很多已经
不在倒数前十之列。

兰州和济南的地形非常相
似。这个同样在冬季需要供暖
的城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侧
的黄河河谷盆地内，周围群山
环绕。市中心海拔约1520m，南
北两山相对高度为600m。黄河
自西向东贯穿全城，形成了一
个东西长约35km，南北宽约2～
8km的带形哑铃状的河谷盆地。
雾霾一直是兰州的“老大难”。

由于地处“两山夹一河”的
高原狭长盆地之中，冬季无风，
污染物很难消散。兰州的雾霾
曾被媒体比作“锅盖”，也曾被
列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兰 州 市 外 宣 办 主 任 王 柠 曾 介
绍，2003年国家正式公布重点
监控城市大气污染指数以来，
兰州市均位于全国后1 0位，部
分年份排在全国末位。不过，
2013年，兰州空气质量新标达
标天数193天，位于全国74个新
标发布城市第36位。2014年新
标达标天数250天，城市月度和

年度排名均退出了全国空气重
污染十大城市行列。

重庆也有不少山，冬春季节
气压低，降水少。独特的山地构造
形成地形逆温，大多数时候处于
微风和静风状态，不利于大气污
染物的扩散和降解。尽管如此，重
庆也不在空气质量排名倒数之
列。今年9月，重庆在全国74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29。

成都西北高、东南低，西部
属于四川盆地边缘地区，以山
丘 和 山 地 为 主 ，海 拔 大 多 在
1000米— 3000米之间，最高处
大邑县双河乡海拔为 5364米，
相对高度在 1000米左右。东部
属于四川盆地盆底平原，是成
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地处盆地
的成都，相对湿度很大，会加速
污染物的聚集。成都的静稳天
气比较多，静稳天气下，非常不
利于污染物扩散稀释，反而会
加重空气污染。成都的逆温天
气比较频繁，而且逆温的厚度
比较厚。这些都是阻碍大气污
染物扩散的重要原因。不过，在
2013年、2014年 9月、10月、11
月成都都排名在39名至50名之
间，比济南靠前不少。

同是先天地形条件不足

兰州、重庆、成都空气质量都摆脱了倒数
“今天清早起来开窗一看，有太阳

空气也很好，但是走到路上发现，还是
雾霾。”17日，家住工业南路海信都市
阳光的市民刘女士说。而家住工业北
路东边的市民张先生则一直想着搬
家。“工业北路上大车太多了，有的不
是渣土车，但是地面灰尘多，车子一经
过空气里全是灰尘。”张先生说。

济南市正处在城市建设时期，
PM10颗粒中有41%、PM2 . 5颗粒中
有五分之一为扬尘所致。本月初，济
南十大连片开发土地已有93平方公
里施工面积。济南市建筑渣土专项
整治组在检查中发现，济南市“十大
片区”总体来看扬尘治理力度加大，

但仍普遍存在着道路不硬化、保洁
不到位、倾倒较随意、篷盖不严密、
扬尘较突出等问题，亟需进一步明
确整治标准、落实主体责任、开展重
点治理。

而同是偏干燥的城市，兰州全民
“洗城”治理城市扬尘则效果明显。根
据《兰州市2015—2016年度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冬防期间
(2015年10月—2016年3月)需每周组
织开展一次全民大扫除活动。全民“洗
城”时，兰州74家市直机关的2216名公
务员都有自己的责任区域，城关、七里
河、西固、安宁等近郊四区的政府机
关、街道、社区也有1 . 5万人。所有人

都要负责清理垃圾、清洗护栏、冲洗过
街天桥、洗果皮箱、清洗门头牌匾。

“说是大扫除，实际上就是全民
‘洗城’，全面彻底清洗公共设施、交通
护栏等设施，减少市区的扬尘污染。”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办的孔主任
接受采访时说。

兰州每一处裸露的黄土坡和地
面、每一处建筑工地的粉尘易散性的
砂石、土方或废弃物，都覆盖着黑色的
防尘布、防尘网，并定期喷洒粉尘抑制
剂，城区街道实行24小时洒水降尘。所
有施工车辆、挖掘机械等驶出工地前
必须清除泥土作防尘处理，泥土、尘土
带出工地就会遭遇重罚。

而避免扬尘治理不力，与当地推
行的“网格化”管理不无关系。

据报道，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
道办大众巷社区的陈志芳，从2013年9
月开始有了一个新头衔———“网格
长”。“冬防”期间，她和其他4名社区工
作人员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第
一时间对社区内产生的扬尘、烟火进
行处置。“大众巷社区这2 . 2平方公里
内的坡面、地面和建筑工地、商铺，我
们5个人一天要巡查4次。”

兰州由市、区环保局工作人员辐
射到街道、社区网格长，再到网格员，
压力层层传导。全市四城区划为49个
一级网格，338个二级网格，1482个三
级网格，一级网格由市级领导包抓,二
级网格由市级部门包抓，三级网格由
县级干部包抓，每块网格均执行严格
的督查考核机制。1482个网格如蛛网
般相连，为兰州全民“战霾”提供了最
强大的基础。

扬尘治理还需“网格化”责任到人

兰州全民“洗街”洗出蓝天

据济南市环保部门对济南大气
污染源的分析，机动车尾气污染占比
15%，是第四大污染源。控制好机动车
尾气排放对治理济南的雾霾能起到
不小的作用。不过和成功治霾的兰州
不同，济南的机动车至今未真正实行
过限行。

截至今年6月底，济南市机动车
总保有量是163 . 9万辆，这里面小型
汽车的保有量是140 . 5万辆。截至今
年6月20日，兰州市机动车保有量仅
为 6 5 万 辆 ，但 兰 州 市 的 面 积 则 有
13085 . 6平方公里（2013年），比济
南面积8177 . 21平方公里大了不少。

兰州早在 2 0 1 2 年就开始实施
“尾号限行”，主要针对核载不足9人

的本市号牌小型及微型载客汽车。
兰州市日常实行尾号限行，到了“冬
防”时间，则改为单双号限行。平日
里，限行时间为每天的7:00-20:00，
所有机动车根据车牌尾号分为1、6；
2、7；3、8；4、9；5、0五组，按照车牌
尾号对应的日期依次限行。也就是
说，兰州市平常每天大约有五分之
一的车不能出行。而到了“冬防”（9
月下旬至3月底）时间则有一半的车
不能出行。

据兰州市媒体报道，2013年实行
小型及微型客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后，
对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效果
明显。当年11月17日，二氧化氮较未
实施单双号限行的 1 1 月 1 6 日下降

13 . 89%；细颗粒物(PM2 . 5)较11月16
日下降7 . 28%。11月18日，二氧化氮
较11月16日下降16 . 67%；细颗粒物
(PM2 . 5)较11月16日下降9 . 93%；一
氧化碳较11月16日下降28 . 88%。

成都的机动车保有量 2015年 6
月已达到 340余万辆，居全国第三，
仅次于北京和重庆，比济南多了近
一倍，不过成都市的面积12390平方
公里比济南大了不少。成都市至少
在2013年已实施了汽车“尾号限行”
交通管理措施。对所有“川A”及外
地 籍 号 牌 汽 车 进 行 限 行 。每 天 7 :
30—20:00，在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
区域内所有道路实施“尾号限行”交
通管理措施。

济南机动车该尝试限行了

兰州机动车比济南少多了,但已限行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王禄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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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的的只只是是地地形形惹惹的的祸祸吗吗
“倒数命运”的吧

同样处在类似“盆地”的兰州在经历全面治霾行动后，蓝天越来越多，已摆脱
了气质全国倒数的命运。(网络图片)

济南也不是没有动作。去年11
月济南市提出《关于实施“十大行
动”,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意
见》，治霾之战正式开始。在去年10
月底，济南市成为省内首个发布
PM2 . 5(细颗粒物)来源解析结果的
城市。

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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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污染源中燃煤占
比最高，为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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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能带来济南市北边京津冀
区域的大气污染，但本地大气污染
仍是大头，大头中的大头燃煤污染
亟待解决。“发电、取暖、炼钢……煤

炭用作燃料燃烧产生的PM2 . 5占
27%。”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程
技术应用研究员闫怀忠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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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贡献率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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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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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目前济南市绕城高速以内，
大型炼钢企业、大型发电企业、供热
中使用最多的仍是煤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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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新接受采访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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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数
据，济南城区集中供热年耗煤量约
190万吨标煤（包括黄台电厂供热
耗煤，不含发电耗煤），其中济南热
电耗煤约95万吨，济南热力耗煤约
30万吨。济南老城区目前还有3800
多万平方米未集中供热建筑主要通
过民用煤、电空调、小型燃油锅炉等
采暖方式，其中民用煤用户占70%，
约为2600万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每

采暖季耗煤18公斤算，共消耗散煤
约45万吨。这个数比济南热力的耗
煤总量还多15万吨。

据省城一家燃气公司介绍，从
济南能源结构看来，济南天然气用
量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概在
2%-2 . 5%，仅为我国平均水平的1/
3。从去年起，济南就已经告别了气
荒，但济南仍有134个燃煤小锅炉。

成都则在2009年开始在三环
路内禁煤，5月1日前中心城区完成
3 万余户燃煤居民的清洁能源改
造，实现三环路内全面禁煤。同时，
两年内将原有的716家型煤生产企
业压缩为241户。每年生活燃煤可
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 1 . 8万吨以
上。检测结果及统计数据表明，成都
市通过燃煤整顿工作，2009年二氧
化硫浓度比 2 0 0 8 年同期下降了

22 . 4%。2010年成都关闭三环路至
绕城高速路环线内所有型煤（如煤
球、煤砖、煤棒、蜂窝煤等）生产企
业，这个区域内的燃煤工业企业、大
型餐饮企业（经营面积大于200平
方米）和其它机关企事业单位禁止
使用燃煤。这次禁煤涉及三环路至
绕城高速路环线内11个区县。2015
年，成都还开展燃煤锅炉专项整治，
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将淘
汰一半。

“居民在三环以内都不能用煤，
必须改用天然气，哪怕是街边小摊
也要用气。绕城高速以内的大型、中
型企业都不能燃煤，而要实施煤改
气。”成都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监督管
理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夏天去过
成都的王女士说，成都的火锅店、饭
店用的都是成罐的液化气。

2 济南“煤改气”亟须加快

成都绕城高速以内禁煤

▲16日，济南阴天湿度大，但雾霾挥之不去，下午已有傍晚之感。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刚过去的一周，济南一直沉浸在雾霾中。行人们为了对抗雾霾，不得不
全副武装。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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