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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邵艺 徐小怗

紧盯 着 每 天 的 PM2.5 数 据 变 动 ，
计 算 着 到 年 底 能 否 完 成 大 气“ 国
考 ”第 一 年 的 任 务 ，成 为 2014 年 许
多 城 市 的 常 态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也不
例外。

2014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了《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
法》，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严格的考核标
准。按照要求，相关省市 2014 年 PM2.5

年均浓度要在上一年基础上下降 2%，
如果 PM2.5浓度不降反升，当年考核将
直接计为零分。

严格的考核标准，使得不少城市无
法再和往年一样，可以提前多天宣布完
成任务。对于南京来说，直到 2014 年的
倒数第二天，才对外宣布基本完成大气

“国考”第一年的任务。
而这个结论，是基于南京市环保部

门对 2014 年最后 3 天出现连续重污染天
可能性较小而做出的判断。

虽然最 后 3 天 的 大 气 污 染 状 况 与
环 保 部 门 的 判 断 基 本 相 符 ，但 纵 观
2014 年 全 年 ，南 京 市 在大气“国考”第
一年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 一 帆 风顺；而
这份成绩单的取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来之不易。

2014 年 1 月~11 月，南京市 PM2.5 均值同比去年上升
7.1%。要想顺利过关，在当时看起来都是一件相当艰巨
的事情

“国考”虽过关，“赶考”并不易

对于许多关注南京市大气质量
状况的人来说，揪紧的心一直坚持到
了 2014 年年末。

2014 年 12 月 30 日 下 午 ，全 年 倒
数第二天，南京市环保局正式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南京市基本完成大气

“国考”第一年的核定任务。
2014 年，南京市 PM2.5核定完成的

目标是多少？按照江苏省环保厅的通
告，2013年南京市 PM2.5年均值为 78 微
克/立方米，2014 年南京市 PM2.5 年 均
浓度要在此基准值上下降 2%，即年
均值不得超过 76.4微克/立方米。

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当天，还有
3 天（12 月 29 日~31 日）的 PM2.5数据没
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可以提
前宣布完成“国考”目标？

南 京 市 环 保 局 副 局 长 、新 闻 发
言 人 钱 锋 的 解 释 是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28 日 ，南 京 市 PM2.5 均值为 73.6 微
克/立方米。并且根据预测，最后 3 天
出 现 连 续 重 污 染 天 的 可 能 性 较 小 ，

“因此，2014 年已基本完成 PM2.5 下降
2%的考核目标”。

不出所料，2014 年 12 月 29 日~31
日，南京市的空气质量始终处于轻度
污染状态。根据南京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最后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南京
市 2014 年 PM2.5 年均值为 74 微克/立
方米，这也意味着完成了国家大气考
核目标。

尽管在大气“国考”第一年，南京
市顺利过关。但纵观全年，南京的这
一份成绩单的取得，可以说是一波三
折、来之不易。

从南京市环保局出具的官方报
告上看，就“国考”重点 PM2.5单项指标
而言，2014 年 1 月~11 月，南京市 PM2.5

均值同比去年上升 7.1%，其中 5 月~7 月
PM2.5 均 值 同 比 明 显 上 升 ，其 余 月 份 与
2013 年相当。

可以说，直到 2014 年 11 月底，要想
完成全年任务，在当时看起来都是一件
相当艰巨的事情。

“要完成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虽然
前 3 个季度 PM2.5 平均浓度达到了目标
要求，但历年第四季度都是空气质量‘重
灾季’。按照往年规律来看，12 月本身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中重度污染的月
份，比如 2013 年 12 月，南京市就出现了
15 个重度污染天。”南京市环保局一位
负责人这样表示。

这位负责人还坦 言 ，想 要 完 成 全
年 的 考 核 目 标 ，环 保 部 门 可 谓 是“ 亚
历山大”，“尤其是南京市的成绩，还直
接关乎江苏省的成绩，来自省内的压力
也很大。”

在 2014 年 12 月中上旬，江苏省及南
京市的媒体先后以《大气‘国考’江苏 12
市提前达标，仅南京尚未通过》、《2014
年还剩不到 40 天，空气“国考”达标也悬
了》为题进行了报道。

还有媒体指出：“从（江苏省）13 个
省辖市来看，南通市 PM2.5 下降最为明
显，降幅为 12.93%；南京市下降区间最
小，只有 1.65%，也是全省唯一尚未达到
考核目标的城市。”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情况在 2014 年
12 月出现了“大逆转”：2014 年 12 月，南
京市 PM2.5 月均值为 64 微克/立方米，比
2013 年同期下降了 59.5%，且尚未出现
重污染天气。

“南京 12 月空气质量总体‘Hold 住
了 ’，全 年 PM2.5 达到考核目标与 12 月
PM2.5浓度显著下降 有 直 接 关 系 。”南 京
环保部门一位负责人直言不讳。

2014 年 5 月~7 月 PM2.5 指标上升，除了不利气象条件
频发、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之外，本地污染物排放量大依
旧是不容置疑的主要原因

身处“青奥年”，为何不“给力”？

2014 年是南京市的“青奥年”和
国家“公祭年”，按照以往惯例来看，在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或大型活动期间，
地方政府部门都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空
气质量临时管控措施，这些措施都会
直接“给力”当地的空气质量。可是为
何南京市身处其中，空气却依旧如此

“不给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南京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工程师陆晓波分析认为，这一
方面与南京市 5 月~7 月之间降水偏
少 ，大 气 扩 散 和 污 染 清 除 条 件 较 差
有 关 ；另 一 方 面 ，由 于 在“ 青 奥 会 ”
期 间 ，全 市 绝 大 部 分 工 地 和 企 业 需
要 停 工 、限 产 、停 产 1 个 月 。 因 此 ，
在 2014 年 5 月 ~7 月 的“ 前 青 奥 时
间 ”，存 在 大 量 企 业 加 大 生 产 、工 地
赶工等情况。

“可以说，污染物临时排放量的增
加，再加上不利的气象条件，综合导致
了 2014 年 5 月 ~7 月 PM2.5 指 标 的 上

升。”陆晓波说。
而南京市环保局污防处一位专家则

表示，本地污染物排放量大依旧是不容
置疑的主要原因。

“近 3 年来，全市有一批炼油、钢铁、
化工扩张项目相继投产，全市工业废气
排放量激增，3 年增幅高达 15%以上。虽
然通过采取减排措施，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等污染物明显削减，但其他污染物排
放仍然居高不下。”这名专家表示，如石
化行业 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
量就占到全市的 90%，是造成臭氧污染
的主要来源。

此外，南京市面广量大的工地、道路
扬尘、过快增长的机动车、需求增加的三
产服务业的污染物排放，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仍然较大。

“ 特 别 是 去 年 上 半 年 ，为 了 迎 接
‘青奥会’，南京全市范围内有 2000 多
个 工 地 同 时 开 挖 施 工 ，面 积 之 大 、范
围 之 广 、施 工 之 密 集 前 所 未 有 。 尽管

不再“望天收”，南京市出台“秋冬特别加强版措施”，
“量身定做”6 条控霾措施，并首次出台了公务用车停驶管
控细则

紧盯四季度，何以挽狂澜？

根据南京市环保局早前发布的统计
数据，2014 年前三季度，南京市 PM2.5 平
均浓度为 75 微克/立方米，要完成年度
目标，第四季度全市 PM2.5平均浓度必须
控制在 80微克/立方米以内。

对于南京市来说，要在第四季度达
到这个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需要“天帮忙”，更需要采取积极有
效的针对性措施。

2014 年 10 月 26 日，南京市政府专
门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采取针对性防
控举措，“确保四季度全市 PM2.5 平均浓
度控制在 80微克/立方米以内”。

这一通知发布后，被媒体和社会称
之为南京市“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特
别定制加强版”。

在“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特别定
制加强版”中，以本地污 染 管 控 为 重 点
的 6 条 针 对 PM2.5 的 严 格 控 霾 举 措 ，被
称 为 力 保 南 京 市 第 四 季 度 空 气 质 量
的“最强武器”。这 6 条举措具体为加
快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严 控 燃 煤 污 染 、严
控 工 业 污 染 、严 控 扬 尘 污 染 、加 强 机
动 车 污 染 防 治 和 加 强 秸 秆 禁 烧 、综 合
利用。

为降 PM2.5“量身定做”的 6 条控霾措
施，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如在加快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方 面 ，要 求 列 入 江 苏 省
2014 年底前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
产 能 任 务 的 项 目 ，相 关 生 产 线 必 须 在
2014 年 10月底前停产。

在严格实施高污染车限行方面，要
求在 2014 年底前，实现 绕 越 公 路 限 行
范 围 内 电 子 执 法 系 统 全 覆 盖 ；在 2014
年 11 月 1 日 前 ，开 始 实 行 绕 城公路以
内禁止外地过境运输车辆通行，严查违
规车辆。

此外，南京市还实行了更为严格的

两级预警响应机制。
“四季度特别定制加强版”要求参照

南京“青奥会”期间空气环境保障标准，
来组织实施《2014 年秋冬季节大气污染
防 控 特 别 措 施》，在 预 测 未 来 24 小 时

“PM2.5 分指数可能超过 100 和 200 并有
持续趋势”时，发布预警，启动响应，分别
对应执行“一级、二级”防控措施，按对应
严格实施包括“限产、停产、停工”等临时
管控措施。

为了确保任务完成，南京还首次出
台了公务用车停驶管控细则。

2014 年 10 月，南京 市 政 府 正 式 出
台《关 于 落 实 公 务 用 车 停 驶 管 控 有
关 事 项 的 实 施 细 则》，对“ 秋 冬 季 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特 别 定 制 加 强版”中 关
于“减少公务用车出行，停止 30%政府
机 关 及 事 业 单 位 公 务 用 车 使 用 ”的 要
求 ，进 行 了 具 体 细 化 。 这 也 是 南 京 市
首 次针对大气污染提出的具体公车限
行措施。

紧随其后，为保障国家“公祭日”期
间大气质量，南京市政府又专门下发通
知，划定 2014 年 12 月 6 日~17 日国家“公
祭日”期间为管控时段，要求在此期间停
驶各区及市级机关各部门 30%的现有公
务用车。

两套“限行细则”一出，便引起舆论
轩然大波。

“公车限行固然 是 好 ，但 是 怎 么 落
实 ？”、“ 谁 来 追 查 这 些 列 入 名 单 的 公
车 是 否 违 规 上 路 ？”…… 来 自 公 众 的
质 疑 层 出 不 穷 。 而 有 关 媒 体 还 报道
称，此次停驶的公车牌号将上网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

在国家“公祭日”期间，南京市公车
实现了首次停驶，但相关信息在“南京机
关事务网”上一直未见公示，车辆到底被

封存了多少？哪些号牌被封存？对此
有网友和媒体颇感疑惑。

为回应媒体质疑，2014 年 12 月 9
日，南京市级机关 事 务 管 理 局 专 门
召 开 新 闻 通 气 会 ，新闻发言人高远
航 表 示 ，“ 全 市 未 发 现 有停驶公车违
规上路”。

南京市级机关事 务 管 理 局 副 巡
视 员 沈 德 海 解 释 说 ，本 次“ 公 祭 日 ”
停驶公车和四季度空气质量管控停
驶 公 车 落 实 要 求 不 完 全 一 致 ，后 者
需 要 将 停 驶 公 务 用 车 车 牌 号 在“ 南
京机关事务网”上进行公布，接受社
会 监 督 ，而“ 公 祭 日 ”期 间限行并不
需要。

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限行公车
数可能达到 3 万 辆 ”的 说 法 ，沈 德 海
表 示 ，由 南 京 市 市 级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管理的公车肯定没有达到这个数
字，而公车包括一般公务用车、执法
执 勤 车 和 特 种 专 业 车 辆 ，要 求 停 驶
的 是 一 般 公 务 用 车 ，后 两 种不在停
驶之列。

沈德海还表示，如果今后南京市
启动二级防控措施，届时他们就将在
网上公布停驶的公务用车车牌，让市
民更好地进行监督。

南京市“四季度特别定制加强版”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通过连续两个月
的严格执行，有效扭转了 2014 年秋冬
季节南京市的空气质量。

根据南京市 环 保 部 门 发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14 年 11 月 ，南 京 有
16 个 污 染 天 ，比 2013 年 同 期 减 少 6
天；12 月有 12 个污染天，比 2013 年减
少 15 天。综合两个月，污染天一共减
少 21天。

“这样的好空气，一方面得益于
2014 年 12 月冷空气影响频繁，静稳天
气持续时间短，大气扩散条件总体好
于去年，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
散和清除；另一方面，也与南京市在第
四季度实施了较大力度的污染管控措
施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污 染 排 放 密 切 相
关。”钱锋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对

“给力”的四季度，尤其是 12 月份，做
出了这样的总结。

南京目前正在对臭氧污染进行源解析工作，年底前能
将污染清单说清楚。接下来就是采取针对性措施，对重点
行业进行严格控制

臭氧成“第一杀手”，未来如何治？

虽然历经波折，南京市在大气“国
考”第一年，还 是 完 成 了 PM2.5 比 上 年
下降 2%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又出现
了 一 个 新 情 况 ：2014 年 ，臭 氧 成 为 取
代 PM2.5，成 为 南 京 市 大 气 质 量“第一
杀手”。

根据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4 年监测的影响大气质量 6 大污
染物中，除了臭氧“不减反升”外，其他 5
项指标的浓度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均呈
现出下降趋势：

二 氧 化 硫 年 均 值 为 25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下降 32.4%；二氧化氮年均值为
5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8%；PM10年
均 值 为 12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0.2%；PM2.5 年均值为 74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5.1%；一氧化碳年均值为 0.95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7%。

数据还显示，南京市臭氧的监测指

标“上升很大”，全年超标了 57 天，同比
增加了 40 天。其中在 2014 年 5 月~6 月，
累计超标 44天，同比增多 29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钱峰解
释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2014 年夏
季降水偏少，5 月和 6 月降水同比减少
77%和 37%，而 气 温 偏 高 、日 照 时 数 偏
多，南京本地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
物等臭氧前体物污染排放总量又较大，
高温及强光照条件下，极易发生大气光
化学反应，造成午后臭氧超标。

“事实上，臭氧污染已经成为困扰全
国的环保新课题。”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王跃思说。也有专家指出，南
京 光 照 程 度 不 如 珠 三 角 地 区 ，污 染 程
度 也 远 没 有 京 津 冀 地 区 严 重 。 因 此 ，
这 10 年来，空气中光化学烟雾污染发
生频率并不高，也不算严重。

“臭氧和 PM2.5 是复合型污染物，应

该把两种污染的防控联系在一起，”南
京市环保局有关专家表示，南京对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防控难度比较大，
甚至比 PM2.5 的防控还要难，“目前正
在对臭氧污染进行源解析工作，年底
前能将污染清单说清楚。接下来，就
是有针对性地制定减排措施，对重点
行业进行严格控制。”

南京市顺利通过大气“国考”第一
年，2015 年，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完成

“国考”任务？
记者了解到，在 2014 年“秋冬季

节大气污染防治特别定制加强版”制
定时，提出的期限是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进入 2015 年，特别措施如果
停止执行，南京污染管控就会因此放
松。为此，南京市环保部门决定，将秋
冬特别防控措施延期 3 个月。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如果出现空气严重污染
状况时，仍按照秋冬污染特别防控措
施，采取应急举措改善空气质量。

此外，今年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国
考”要求更高，PM2.5 年均浓度要在去
年的基础上再下降 5%。为了保住蓝
天，江苏省也在考虑参照南京市的“秋
冬特别保障措施”，重新修订重污染天
的大气防控方案，在整个江苏省同步
实施。

2014 年 是 大 气

“国考”第一年，南京市

“赶考”道路走得并不

是一帆风顺。2014年

1 月 ~11 月，南京市

PM2.5均值同比去年上

升 7.1%。要想顺利

“过关”，在当时看起来

都是一件相当艰巨的

事情

相关部门 加 大 了 对 工 地 的 监 管 力 度 ，
但 依 旧 难 敌 全 城 开 挖的杀伤力。”这名
专家说。

此外，2014 年南京市不利气象条件
频发，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 。 有 专 家
称 ，2014 年 南 京 市 整 体 呈 现 静 稳 天 气
霾 污 染 、光 照 天 气 臭 氧 污 染“两个多

发”的态势。
另外，快速扩张的城市规模和建筑

体量，使得城市大气扩散条件和速度明
显下降，这成为不利气象条件多发的人
工因素。

记者了解到，仅仅在 2014 年 5 月，江
苏省就在月头和月尾就经历了两次北方

沙尘天气入侵过程，大部分地区达到
中重度污染。而南京三面环山的地
形，本来就容易使得 污 染 物 累 积 ，如
果 没 有 大 风 大 雨 天 气 ，空 气 中 的 污
染 物 极 难 扩 散 。 若 在 此 基 础 上 ，再
出 现 外 界 污 染 物 频 繁 介 入 ，就 会使
得空气变得更加糟糕。

为确保第四季度 PM2.5 平均浓度控制在 80 微克/立方米以内，南京市出台了 6
条严格控霾举措。图为工人对一家建筑场地露天土方进行覆盖。 褚方樵摄

虽然通过采取减排措施，南京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明显削减，但其他
污染物排放仍居高不下。图为南京梅山钢铁厂上马的脱硫装置。 褚方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