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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才能一直呼吸到洁净的空气？

“雾霾是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形成的，必须要有中长期的防治战略和科学措施”

贺克斌：如果京津冀一体
化顺利推进， 能够在能源结
构、产业结构方面有所突破的
话，减排会加速。但是，北京等
地

PM2.5

浓度要降到
35

微
克
/

立方米， 需要
10

年到
15

年，要到
2025

年以后。

治霾， 没有一招制胜的
办法， 需要较长期和多方面
的努力。

欧阳志云： 随着人们对
雾霾危害的认识， 对控制雾
霾污染的重视， 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 提高技术水平、管

理水平等， 雾霾会逐渐得到
控制。

常纪文（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经过治理，目前京津
冀地区

PM2.5

年均浓度有所
下降，但

PM2.5

前体物的浓度
仍然是发达国家的

10

倍左
右。 总的来看，今后

10

年，中
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体上
处于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
道的转折期，到“十三五”末期
和“十四五”初中期，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的拐点可能全面

到来。

补齐生态环境这个经济
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既要有
解决环境问题的历史紧迫感，

在战略部署上也要有必要的
耐心，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
调的方式、污染防治与生态建
设相结合的方式，在发展中科
学、稳妥、分阶段地解决环境
问题。雾霾是几十年的发展积
累形成的，不是一年两年可以
根治的，必须要有中长期的防
治战略和科学措施。

（据《人民日报》）

当“跨年雾霾”等空气重污染过程频繁时，五问雾霾———

什么时候才能呼吸到洁净空气？

近期频繁袭来的大范围严重雾霾，不时启动的空气
重污染预警，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心中焦虑。

“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这么严重的雾霾？ ”“这几年
治霾究竟有多大成效？ ”“什么时候能一直呼吸洁净的
空气？ ”……当“跨年雾霾”等空气重污染过程频繁时，

不少人发出疑问。 连日来，记者专访了多位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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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原因导致这么重的雾霾？

“主因还是污染排放大，不利气象条件也是重
要的配合因素”

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
士、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
长）：

1990

年以前， 北京也
有类似扩散条件不利的天
气， 但并没有发生重污染。

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燃煤、机动
车等排放的污染物翻了四
五番。随着污染物排放量上
升，成霾的气象门槛逐年降
低。 气象条件稍微差一点，

就发生雾霾， 再差一点，就
发生重雾霾污染。

目前，全国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均在近两千万
吨， 而且污染物主要集中
排放在东部、 在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张小曳（国家大气污染
专项项目“我国大气重污染
累积与天气气候双向反馈
机制研究” 首席科学家、中
国气象学会大气成分委员

会主任委员）： 主因还是污
染排放大，不利气象条件也
是重要的配合因素。气候变
化和霾之间的联系机制，科
学界还在研究。中国工程院
对《大气十条》实施情况的
中期评估显示，京津冀区域
的污染气象条件，

2014

年比
2013

年转差
17%

，

2015

年
比

2013

年转差
12%

。 总体
来讲气象条件是比较不利
的。 当然，主要是目前污染
物排放还没有降到位。如果
能降到位，即使在不利气象
条件下，雾霾持续时间和出
现次数都会减少。

欧阳志云（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生重污染天气， 我觉得人
为的污染物排放是主因。 天
气条件是形成雾霾的外部环
境， 如果没有那么多污染物
排放，即使天气不好，污染
物浓度也不会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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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对雾霾的形成有

影响吗？

“冬季气温偏高，对霾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兵（中国气象局国家
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
家）： 天气气候条件在霾的
发生、发展、消散等多个环
节中都有重要作用。随着全
球变暖， 大气边界层稳定
度、冬季小风日数、大气环
境容量等方面发生变化，对
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2014

年以来， 全球温
度不断打破记录。

2014

年
曾经是全球最暖年，但
2015

年打破了
2014

年的
纪录，

2016

年又将会再次打
破

2015

年的纪录，而且破纪
录的幅度进一步增大。 气象
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京
津冀地区气温升高， 降水减
少，风速减小。京津冀地区的
大气环境容量， 也就是大气
容纳污染物的能力， 总体在
变小，这一点是明显的。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
12

月， 是我国
1951

年以来最
暖的

12

月， 全国平均气温
比多年平均情况偏高

2.6℃

，

北京偏高
1.6℃

左右。这是极
其极端的状况。 这么暖的温
度为大雾霾过程提供了重
要背景， 冬季气温偏高，对
霾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小曳：温度、气压、风
力、湿度等气象条件都跟霾
或多或少有关，同时，雾霾
还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以
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
变化会使大气层结更加稳
定， 这是国际上已形成的共
识。也就是说，在全球变暖的
气候变化背景下， 导致污染
的天气条件总的来讲是不利
的， 容易导致雾霾不断加
重。 前不久，欧洲一些地方
也遭遇了空气污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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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自然条件有利于雾霾的消散？

“逆温层结的破坏、大气垂直扩散能力加强等因素，均有可能对霾起到清除作用”

张恒德（中国气象局环
境气象中心副主任）：风速的
增大、风向的转变、湿度的减
小、有效的降水、逆温层结的
破坏、 大气垂直扩散能力加
强等因素， 均有可能对霾起

到清除作用。 受建筑物遮挡
等因素影响， 有时体感风速
较小， 但近地层的风速已经
达到一定的量级， 对污染物
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另一种
可能性是在持续弱偏北风的

作用下， 近地层相对湿度显
著降低， 污染物逐步稀释扩
散；另外，大气的逆温层被破
坏、 污染物垂直扩散能力加
强等原因， 也可能使得霾减
弱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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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重污染期间，治理雾霾的重点是什么？

“把氮氧化物排放降得更低一点，可能效果更明显”

贺克斌：《大气十条》针对
的是以下几种污染物：一次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
发性有机物。这一顺序也是按
照实际减排力度大小排列的，

一次颗粒物、二氧化硫减得多
些，氮氧化物次之，挥发性有
机物减得少些。

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包
括燃煤（燃煤电厂、工业锅炉、

散煤）、机动车等。氮氧化物既
是硝酸盐的前体物，也是形成
硫酸盐的氧化剂。在冬季应对

PM2.5

重污染时，在多种污染
物协同减排的基础上，把氮氧
化物排放降得更低一点，可能
效果更明显。 目前，电厂已经
做到超低排放，进一步的减排
空间已经很小了。下一步要加
大力度治理工业锅炉、 散煤、

机动车等。

“十一五”时期，有专家建
议将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同时
列入总量控制， 但最终只有二
氧化硫列入。 “十一五”期间，全
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14%

，

氮氧化物排放上升超过
30%

。

从“十二五”开始，氮氧化物被
列入总量控制。 相对于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控制技术的时间
积累比较短， 这也是其减排面
对的挑战。

目前，挥发性有机物还没
有纳入总量控制，氨的治理还
没有实质性动作， 这会对整个
大气环境治理效果产生较大影
响。 氨是大气细颗粒物的重要
前体物， 其排放量的增加有可
能抵消其它措施的减排效果。

（资料图）雾霾笼罩之中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