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突破大气和水环
境质量达标提升瓶颈问题，湖北
省武汉市近日开展大气和水环境
质量达标提升攻坚三年行动。

武汉市将通过攻坚行动对大
气和水环境重点领域重点方面问
题进行集中攻坚，充分发挥监管
执法“利剑”作用，切实解决各专
项领域突出环境违法问题。到
2025 年，力争全市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 82.7%，PM2.5 平均浓度达
到 36 微克/立方米，国控、省控断
面水质优良率分别达到 90.9%、
88%。

大气环境方面，武汉市将聚
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持续深化
工业源大气污染治理，着力破解
城市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的难
题。对城市主导上风向区域，将
推动按照 A 级和引领性环境绩效

水平标准建设；以钢铁、石化、化
工、水泥、垃圾焚烧等行业为重
点，持续推进工业大气污染治理，
基本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同时，武汉市将通过分阶段
推动实施老旧柴油货车禁限行，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
监管，大力推广新能源车等强化
移动源大气污染治理。

水环境方面，将以未达标重
点河湖为核心，聚焦主要超标污
染物，全面摸排重点河湖流域污
染源清单，制定实施管控方案，推
动实施重点湖泊生态治理和修
复，力争实现分阶段达标。按照

“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
规范整治一批”的原则，扎实推进
河湖排污口溯源整治，实现排污
口数量压减、布局优化、设置规
范。 刘雅进 杨海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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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城市为隧道一些城市为隧道、、停车场装上停车场装上““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治气为何盯上这些治气为何盯上这些““小目标小目标”？”？
◆◆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

密闭半密闭空间的污染累积严重，理
论上讲，如果附近有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则容易将监测数值“拉高”。

记者咨询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相
关技术人员得知，除温室气体监测站点设
置普遍偏高外，常规空气质量监测站房一
般设置在平地或楼顶 3 米—15 米左右的
高度，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站点的设置会
综合考虑城市空气质量的代表性，因而周
围不会有极其明显的污染源。

从这一角度而言，隧道、地下停车场
等空间由于排放源单一，对监测数据影响
较为有限，实际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影响
并不大。

治理这些相对较小的空间环境，更重
要的意义在于保护人群健康。

谢放尖介绍，密闭半密闭环境的尾气
污染主要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周
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例如，目前隧道尾
气一般通过通风井或隧道出口排出，而通
风井或隧道出口如果靠近居民区、医院、
学校等敏感区域，容易造成异味扰民投

诉。另一方面则是对驾乘人员、乘客、相
关作业人员的健康影响。由于封闭条件，
各类污染物容易累积，长时间滞留吸入高
浓度废气，容易造成人群健康受损。

在西安站北广场地下停车场，一位清
洁工提及治理前后的显著差异时表示：

“以前这里汽车尾气难闻得很，现在装了
设施后空气流通了，也没啥气味了。”

空气质量的数值变化牵引着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者的心。让主要污染物数值
更低一些，优良天更多一些的渴望，也是
治气人的不懈奋斗目标。

在数值之外，是否有冒烟的柴油车从
居民家边经过？是否有油烟异味扰民？
在停车场候车时，车主能否打开车窗？乘
客能否畅快呼吸？一个个微观的小问题，
关乎着公众的健康，也牵动着市民的心。

多个城市积极为小目标热情付出，努
力不一定会体现在考核排名中，却蕴含着高
质量发展的民生温度，实实在在赢得了市民
的欢迎，也意味着空气治理愿意管“小事”，
敢于管“小事”的一次次尝试得到了回报。

距离秦淮河不远处，在江苏省南京
市鼓楼区西干道，有一条名为草场门的
隧道，是南京市首条“生态隧道”。

在获得这一称号之前，草场门隧道
一 直 是 鼓 楼 区 交 通 源 污 染 的 重 点 区
域 。 据 统 计 ，在 行 车 高 峰 时 期 ，单 向
733 米、双向六车道的草场门隧道，每
小 时 可 以 产 生 近 50 万 立 方 米 的 污 染
空气。

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谢放尖将隧道形象地比
喻为“一根根横放在城区的排气筒”。

“隧道空间狭长，相对封闭，加之行
驶车辆容易怠速，更容易造成污染的累
积，其健康损害与环境影响应引起重
视。”谢放尖介绍，依据目前已有的研究
资料，一条日均车流量十万辆级别的城
市 隧 道 年 排 放 CO 在 百 吨 级 ，排 放
NOx 与 VOCs 在数十吨级，排放细颗
粒物在吨级，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的排
放量。

“从实测数据来看，城市隧道 CO、
NO2、VOCs 以及颗粒物等尾气浓度可
达周边环境浓度的数倍，而隧道尾气出
口处更高；从对周边环境影响范围来
看，根据模型测算，一般在出口处 100
米—150 米的周围环境均可能受到隧
道尾气的影响。”他表示。

2022 年初，鼓楼区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指挥部经评估、协调后，为草场
门隧道顶部安装了 24 台隧道空气治理
设备，可自动收集隧道大气污染物，及
时处理。

以往针对密闭半密闭空间，多采用
自然或机械通风换气方式对空气进行
稀释，将污浊空气排到外环境，并未真
正实现“净化”处置。而目前国内的新
探索更侧重“治理”。

谢放尖介绍，这些设备的技术与
高 铁 车 厢 空 气 净 化 装 置 技 术 类 似 ，
主 要 采 用 碳 纳 米 管 形 成 特 殊 高 压 电
场 ，从 而 高 效 完 成 颗 粒 物 的 过 滤 ，同
时 安 装 常 温 催 化 NOx、VOCs 材 料 模
块，将无组织、低浓度 NOx、VOCs 污
染 物 进 行 还 原 去 除 ，对 各 类 污 染 物

均有较好的治理效果。
据了解，当设备检测到周边湿度大

于 80%或污染浓度较低时，会自动停止
运行，减少能耗。此外，将根据设备的
污染物自动监测系统，识别污染物实时
浓度，启动相应的治理档位。作为试
点，草场门隧道的蝶变得到了多方点赞
和关注，并入选江苏省当年年度优秀治
理案例。

不止南京，在北京市广渠快速路运
通隧道、深圳市桂庙路东行隧道、上海
市越江隧道等也开展了相关探索治理。

对于密闭半密闭空间的治理，陕西
省西安市则将目光聚焦在”城市会客
厅”——西安市火车站北广场的地下交
通枢纽。

西安站北广场是一个地下三层的
复杂建筑结构，车辆、人行密度较高且
进出频繁，地下分别设置旅客搭乘区及
出租车蓄车区、出租车上客区、社会车
辆停车场等区域。

陕西大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波介绍，与隧道不同的是，车辆在
停车场内车速较低，马达较长时间怠速
空转，燃油燃烧不充分，尾气污染比正
常行驶时更加严重。

与隧道情况类似的是，停车场也严
重受扩散条件不足的限制，各类车辆尾
气不断排放，大量颗粒物、CO 和 VOCs
累积，使得地下交通枢纽内空气质量在
感官上较差。

为有效改善“城市会客厅”的形象，
降低旅客出行的健康风险，西安市从污
染物源头削减和扩散路径阻滞出发，在
西安站北广场地下交通枢纽内部布置
了 38 台多功能空气净化器和 5 套防逸
散设备，重点改善停车场内部的环境质
量，并且防止污染物向外界扩散。同
时，搭建了多点位空气质量在线监测系
统和智能化运维服务平台。

周波介绍，整个系统的总处理能力
达到 20.6 万 m3/h，可治理约 3 万平方米
的地下空间；系统也可以实时监控环境
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按需调控运行状
态，实现治污减霾和节能降碳的协同。

密闭半密闭空间污染累积较为严重

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微小，但健康效益显著

治气攻坚过程中，时刻要面对“大”与“小”
的关系。

回溯十几年来大气污染防治和治霾的历
程，各地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
重要时间节点，对照大目标，有效抓重点，往往
能够提升改善空气质量的效率。

而一些城市在抓“大”的同时，也没有放
“小”。

近两年，北京、上海、南京、深圳、西安等地
曾探索治理了隧道、地下停车场等密闭半密闭
空间。对于小目标的热情付出，不一定会体现
在考核排名中，却办好了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
保障了健康大事，实实在在赢得了市民的欢迎。

相对空间范围上的大环境而言，治理这些
较小的环境有何意义？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予
以解读。

探索新规，可研与环评阶段纳入治理新要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隧道、地下停车场
空气质量标准尚未出台。

一些地方已展开了相关标准规范的
探索。2019 年，江苏发布《江苏省城市隧
道建设、运行与维护指南（试行）》，要求

“对于周边环境较敏感的长、特长隧道，通
风设计宜考虑隧道废气的集中排放或净
化”，在标准中提出对隧道汽车尾气进行
净化。据了解，目前，江苏省相关部门正
在制定城市隧道通风设计标准，有望在标
准中纳入隧道尾气治理要求。

地下停车场的空气质量目前主要参
照室内环境两大标准，即《国家室内空气
质量标准》（GB/T18883—2002）和《民用

建 筑 工 程 室 内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规 范》
（GB50325—2010），更专业的标准仍有待
研究和探索。

谢放尖认为，城市隧道等空间的尾气
治理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受限于净化
装置安装较为昂贵，且需要定期清洗、维
护净化设备等较高的治理成本与技术的
成熟度，目前尚难全面铺开。

他建议，后续一方面应加大科研投
入力度，提升技术成熟度，降低治理成本；
另一方面，需要从管理推动，研究制定相
关标准、治理技术规范等，从可研与环评
阶段就把相关治理要求贯穿其中，从而逐
步减小尾气排放影响。

▲图为西安站北广场的空气净化设备。

▼图为工程技术人员正在
为南京市草场门隧道开展设备
吊装工作。

本报讯 2023 年，辽宁省大连
市 近 岸 海 域 优 良 水 质 比 例 为
99.1%，45 条入海河流水质达标
率为 100%，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近年来，大连市深入打好渤海黄
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入海河流水
质逐年好转，渤海近岸海域水质
稳步改善。

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大
连市以全国首批美丽海湾优秀典
型案例金石滩湾为样板，印发星
海湾、老虎滩湾、塔河湾、普兰店
湾、红土涯子湾 5 个美丽海湾“一
湾一策”实施方案，完成星海湾、
老虎滩湾市级美丽海湾建设，申
报国家级美丽海湾评选。

高 标 准 完 成 复 州 河 总 氮 控
制。复州河总氮削减 6.13mg/L，
较 2020 年 6.96 mg/L 的目标值低
11.9%，复州湾近岸海域水质稳定
达到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
同比下降 68.9%。通过制定《复
州河总氮削减重点任务台账》，将
任务分解为 35 项具体举措并落
实。市政府投资 3.5 亿元，完成龙
山、瓦房污水处理厂和复州城雨
污 分 流 管 网 等 8 个 重 点 项 目 建
设，新增城乡生活污水日收集处
理能力 2.3 万吨。新建生态浮岛
1 万平方米，栽种鸢尾等水生植
物 13 万平方米，提升河流生态容
量。

全面开展入海排污口整治。
印发《大连市进一步加强入海排
污口整治和监督管理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召开全市入海排污口整
治和监督管理工作推进会议，部
署 推 动 专 项 行 动 。 提 前 完 成
2023 年度 140 个入海排污口整治
任务，对各地区 125 个入海排污
口开展现场“回头看”，对各地区
789 个入海排污口整治销号材料
审核把关，确保整治成效。在大
连自贸片区创新开展入海排污口
分级分类管理试点，梳理 68 个入
海排污口位置、类型、责任主体，
实行重点、一般和简化分类管理。

开展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联
合市海洋发展局对 13780 家海水
养殖单位（户）摸底排查，基本实
现了海水养殖及对应排污口底数
清、问题清、责任清。完成 622 个
室内设施养殖尾水监测，对超标
排污口进行整改。

开 展 海 域 滩 涂 岸 线 清 理 整
顿。大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成立
工作专班，开展执法检查 857 家

（次），发现并解决问题 95 个，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 59 起；巡查重点
区域 723 次、入海排污口 1182 个

（次）、海水浴场 288 个（次）、入海
河流 500 条（次），完成 6 个私设排
污口问题和 6 个超标入海排污口
立案查处。 陈锐吕佳芮

本报讯 水阳江水系源自安
徽 省 宣 城 市 ，是 长 江 南 岸 的 支
流。宣城市宣州区全力保障水阳
江流域水质，开展枯水期排涝泵
站、航运船舶管控。

宣州区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
对管家渡断面汇水流域污染源持
续溯源。水阳江（宣城市段）共 4
个陡门、两个排涝站，排水受到沿
线乡镇圩区养殖尾水及圩内淤积
污水影响，高锰酸盐指数和 COD
浓度较高，在枯水期对管家渡断
面汇水流域水质影响较大。

针对枯水期水动力不足、水
体自净能力差、污染物降解较慢
的情况，宣城市开展排涝泵站排

水管控，在进一步净化排水水质
的前提下，确保河道水体纳污和
调节的环境容量充足。

强化断面周边航船管控。水
阳江下游是芜申运河的主航道，
往来船只较多，船舶对水流的阻
滞、起停船时螺旋桨搅动底泥、维
修和生活污水排放等均对断面水
质造成影响。宣州区建设临时停
靠区，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选择枯
水期在水阳江黄池河水位低于
5.5 米时挖掘修整，让船舶活动远
离相关断面。此外，将黄池河宣
城市段非临时停靠区范围正式划
定为船舶禁停区，指导船主及时
迁移船舶，加强管理。 朱莹

本报记者李明哲齐齐哈尔报
道 黑龙江省空气质量保障第二
现场督导组与齐齐哈尔市空气质
量保障工作组日前联合开展现场
督导工作，要求各单位切实发挥
部门职能作用，落实好空气质量
保障责任。

自 1 月 15 日启动空气质量保
障攻坚以来，齐齐哈尔市PM2.5浓度
均值为 1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9.6%；优良天数比率为100%，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2%。

联合督导组深入富拉尔基区
对华电集团富拉尔基发电厂、富
拉尔基热电厂、建龙北满特殊钢
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情况，要求各企业按照要
求稳定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在线
监控设施，重视厂区内路面、堆场
扬尘治理，指导企业规范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流程。

重点时段空气质量保障工作
开展以来，齐齐哈尔市成立 5 个
空气质量保障现场督导组深入包
片县区进行督导检查。截至目
前，已派出检查人员 267 人（次），
先后检查棚户区 5 个、煤炭经销
企业 30 家（次）、堆场扬尘企业 92
家（次）、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
161 家（次），路检路查柴油货车
40 辆（次）、非道路移动机械 15 台

（次）。检查过程中累计发现个别
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故障、厂区道
路有煤块遗撒、煤场及砂堆苫盖
不完整等问题，均已立行立改。

下一步，黑龙江省空气质量
保障第二现场督导组将进一步加
大督导力度，齐齐哈尔市生态环
境局将协同各有关部门和各县

（市）区持续开展现场执法检查，
督促重点企业做好应急减排准
备，确保各项减排措施落实到位。

2023年AQI达标率为97.8%，同比上升5.7个百分点

深圳以“天地车人”一体化监管防治移动源污染

资讯速递

◆本报记者刘晶

“深圳环境空气质量 AQI 达标率为 97.8%，空气质量
稳居全国超大城市第一……”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生态
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坚持“车油路企”统筹，强化移动源污
染源头、过程、末端管控，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打造“天
地车人”一体化监管体系，织密织牢移动源污染“防治
网”，持续提升大气环境质量，助力“美丽深圳”建设。

整合资源，“天地车人”实现一体化监管

构筑“全覆盖”空中监测网络。建设柴油货车污染监
管系统，在市界区域、进深卡点、交通干道、港区场站科学
部署 139 套尾气遥感监测和黑烟车抓拍设备，深圳市全
年柴油车遥感监测覆盖率达 80%，领先全省。建立“环保
取证、交警处罚”工作模式，完成全部道路尾气监控设备
公安备案，实施道路机动车排放非现场执法处罚，提升监
管执法效能。

构建“全环节”地上监管布局。建设机动车排放定期
检测监管系统，实现检测数据实时上传、检测过程视频监
控、可疑情况及时预警；严格落实 I/M 制度，环保、交通、
交警部门实现检测、维护、查处数据交互共享，打造“检测
—维护—复检”闭环。建设油气回收在线监控平台，实时
监控工况参数，全面掌握油气回收系统运行状态，及时处
理异常情况。

掌握“全过程”车辆排放信息。通过重型车排放远程
监控系统，明晰车辆空间分布、污染排放、运行参数、故障
类型等，实现对车辆排放状况的长期动态监管。

打造“全方位”执法调度平台。建设移动执法系统，

实时上传路检路查、用车大户抽检、检验机构检查等各类
执法数据，跟踪调度任务进展。搭建移动源双随机抽查
管理模块，在移动源领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

深圳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以柴油货车污染监管
系统为中心，打通遥感监测、定期检测、执法检查等多个
场景的数据通道，构建机动车排放“一车一档”，深化数据
关联分析与挖掘利用，为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提供技术保
障和决策依据。

挖掘数据“含金量”，助推综合治理

分级分类管理推进智慧监管。对油气回收在线监测
异常数据实行“三级预警”，企业自查和执法检查分级响
应，形成“预警发布—线下处理—线上反馈”闭环管理。
整合数据，明确加油站、检验机构、用车大户重点监管名
单，对重点企业强化监管，对合法守信企业“无事不扰”。

拿到数据也要用好数据。深圳市挖掘数据“含金
量”，加强排放数据关联比对，有效激活信息资源，梳理问
题线索并整理输出周报、月报，深化精准执法。

可获取道路尾气监控点位排放超标状况，针对性开
展路检路查；根据油气回收在线监测预警信息，加强加油
站监督执法；筛查定期检测合格但遥测超标的车辆、检测
过程数据预警有可见黑烟的车辆，精准锁定可疑检验机
构；将排放超标、NOx 排放异常、尿素消耗异常及液位低
的车辆信息匹配至深圳市用车大户，开展入户抽测；将车
辆加油行为发生地与深圳市加油站地理坐标进行比对，
获取异常加油点信息，移送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车辆要素分析助推综合治理。一方面，深圳市对超
标车车辆属性进行多维度解析。获取车辆归属地信息，

开展异地超标车互报、互查；掌握各排放阶段车辆超标状
况，加强高排放车辆监管执法；分析排放超标国六车所属
品牌，强化生产销售环节执法检查。另一方面，利用道路
车流量监测数据，分析高排放车辆出行情况，科学制定治
污方案。

移动源污染治理带来空气质量提升

排放状况取得了实际成效。深圳市定期检测合格率
逐 年 上 升 。 深 圳 市 机 动 车 首 检 合 格 率 从 2021 年 的
98.78%提高至 2023 年的 99.75%，其中汽油车、柴油车的
首检合格率均同步增长。车辆排放结构持续优化，国四
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占燃油车保有量的 92.4%，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为 67.3%。数据表明，广大车主的环境保护
意识进一步增强，愈加重视车辆日常维护保养，主动更
新、淘汰高排放车辆。

查处案件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机动车排放非现场
执法工作有序推进。2023 年生态环境部门向公安交警
部门累计推送超标车数据 9210 辆（次），约为全年人工路
检超标车辆的 24 倍，执法效能跃升。按照“线上分析研
判、线下靶向执法”工作模式，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协
同联动，精准查处检验机构 8 家、加油站 9 家，追踪大户和
高频超标车行为，精准处罚超标行为 79宗。

空气质量取得“质”的有效提升。深圳市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支队依托“天地车人”监管体系，全面加强机动车
污染治理，推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车淘汰更新，
实现 NOx、PM2.5等主要污染物减排，促进 PM2.5年均浓度
稳定达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2023 年度 AQI 达标率
同比上升 5.7个百分点。

武汉开展达标提升攻坚三年行动
集中攻坚大气和水环境重点领域重点问题

大连近岸海域水质达历史最佳
优良水质比例达 99.1%

深入现场联合开展督导检查

齐齐哈尔优良天数同比增加超两成

宣城宣州保障水阳江流域水质
开展枯水期排涝泵站、航运船舶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