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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芳 苏思琪 杨天件钟超 刘帅帅

近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编制深圳试点工作组已完成
对广东省深圳市海岸带的普查和详查
工作，在调研和成果编制过程中，注重
对已有工作成果的吸收和发展，同时
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收获了诸多
宝贵经验。

多部门、多技术单位协作，工
作有衔接、有延续

在部门协作方面，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积极与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沟
通。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共发函至 21
个相关单位，收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资料，调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程进度，征求意见。举行 8 次座
谈会，涉及22个部门，与有关部门“面对
面”查证资料、查找问题、研讨文本。 部
分专题调研在初期遇到很大困难，正是
得益于部门协作才能顺利推进。

海洋生态环境风险专题负责人杨
天件对深圳市部门间协作的感受颇
深，他说：“深圳市涉海风险源具有类
型多及分布散等特征，且缺乏对专项
涉海风险源的全面梳理，工作组在短
时间内难以摸清现状、抓准问题，调研
工作曾一度停滞不前。在市生态环境
局的协调组织下，我们多次通过书面
调研、座谈交流等形式与相关单位进
行沟通，逐步摸清了深圳市涉海风险
源的详细信息，系统了解目前存在的
问题，再与有关主管部门对接核实，从
而全面梳理出深圳市海洋环境风险问题
清单及建议措施，工作得以持续推进。”

在技术单位协作方面，深圳市组
建由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和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牵头，深圳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深圳市规划国土
发展研究中心、深港产学研基地等多
家地方单位共同参与的“国家队+地
方队”工作组，集中多家技术单位力量
开展工作。

“我们要求工作组部分成员驻点办
公，大家面对面沟通交流，充分对接深圳
市已有规划和重大项目，力求规划编制
工作‘站位高’而又‘接地气’、‘求创新突
破’同时‘重历史延续’。”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李燕说。

“案头工作+下沉调研”循环
推进，精益求精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时针即将指
向 22 点，在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的一间
会议室里，工作组的成员们还没有吃
晚饭，仍在激烈地讨论调研报告应该
如何修改。此次讨论的调研报告已经
是第三稿。此前，规划编制组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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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现场调研，期间穿插多次书面
调研、部门座谈等不同形式的调研。

“我们现在的工作流程就是‘案
头工作+下沉调研’不断循环的模
式，分析资料编写 报 告 ，集 中 讨 论
识别问题，开展针对性、多方位的
调 研 ，再 分 析 资 料 修 改 报 告 ……
如 此 循 环 推 进 工 作 ，才 能 全 面 深
入 地 了 解 、精 准 地 剖 析 深 圳 市 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和面临的形
势。”试点工作组技术负责人杨静
说。

经过此次讨论，工作组意识到
岸线全覆盖的现场调研非常必要，
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进行第三轮
集中现场调研，并向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发函，进一步获取缺漏资料。

全方位调动“海陆空”力量，
摸清每一寸岸线、每一方海域

“我们做海洋规划，不能光在岸
上走。”试点工作组刘华雪说。调研
组一行人来到深圳市位于大亚湾的
东山码头踏勘时，成员刘帅帅先操
作无人机进行航拍，了解现场基本
情况。之后为了更细致地摸清具体
情况，调研组联系了一艘快艇，前往
海上查看海漂垃圾及海水养殖清退
情况。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里
的海漂垃圾主要是过去海水养殖遗
留下的废弃泡沫浮球。

快艇越驶越远，调研组看到海
面上漂浮着破碎的竹筏，那是一年
多以前台风“山竹”毁坏的渔排。

当天下午，调研组乘车前往西
涌沙滩，考察西涌海滩改造、公众亲
海空间现状和海洋垃圾治理情况

等。通过现场询问工作人员，了解
到有不少游客乘快艇前往距离西涌
沙滩 1 公里的无人岛游玩。为了解
这一岛屿生态环境现状，调研组立
即联系快艇前往查勘。

“现场调研可以发现许多在资
料收集等前期工作中获取不到的信
息，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各种设备
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要勤开
口，多与人交流，全面获取信息。”调
研组成员钟超说。“尤 其 在 公 众
临 海 亲 海 方 面 ，要 想 充 分 了 解 公
众 感 受 ，就 要 和 公 众 多 交 流 。”调
研组成员文芳补充道。在现场调
研过程中，每到一处亲海空间，她
和同事苏思琪都会找游客以及工
作 人 员“ 搭 讪 ”，围 绕 早 已 烂 熟 于
心的调研问卷进行访谈，偶尔碰壁
也毫不气馁，接着寻找下一个“目
标”。

“我们现场调研遵循岸线全覆
盖的原则，‘以点带线，点线结合’设
计调研路线，充分利用滨海公路、沿
海步道、无人机、快艇等交通条件和
设施，结合卫星影像，摸清每一寸海
岸线情况。”试点工作组杨昆说，“广
泛深入与群众交流也是我们全面了
解现状的重要方法。”

试点工作组以 45 个现场调研
点位串联起超过 1500 公里的调研
行程，扎实的现场调研工作为掌握
深圳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与形
势、精准剖析存在问题奠定了坚实
基础。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投资5000多万元，组织属地政府积极整治

大连整治入海排污口40项重点问题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环境
研究院启动了以黄河流域山东段为核
心的全省骨干河流抗生素及抗性基因
大摸排，旨在加强抗生素污染防治，为
管控抗生素污染提供重要底数，给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助力。

此次摸排全面覆盖山东省各大流
域，包括黄河流域 、海 河 流 域 、淮 河

（沂 沭 河）流 域 、南 水 北 调 流 域 及 半
岛 诸 河 流 域 。 设 置 上 百 个 采 样 点
位 ，按 流 域 分 阶 段 实 施 。 此 外 ，摸
排不仅对流域抗生素环境浓度进行
监 测 ，还 将 对 耐 药 性 基 因 开 展 深入
研究。

为确保抗生素检测数据的质量，
济南市环境研究院强化采样车辆的低
温运输系统，进一步缩短样品室内保

存时间，并对测试过程进行全程严格
质控。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枯水期的
全部采样工作。

在采样过程中，为保证样品的稳
定性，济南市环境研究院要求样品由
现场工作人员使用真空抽滤装置净
化，收集样品中的颗粒物运送至生物
检测公司，检测抗性微生物和抗性基
因的丰度和群落结构；经过过滤的水
样运送至济南市环境研究院实验室进
行抗生素的测定。

据了解，整个摸排工作将从 2020
年枯水期一直持续到平水期，经过丰、
平、枯 3 个水期不间断研究，总结出以
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山东省骨干河流中
抗 生 素 及 耐 药 性 基 因 的 时 空 分 布
特征。

王文硕赵玉强 赵传明

山东启动骨干河流抗生素及抗性基因大摸排
不仅监测抗生素浓度，还将深入研究耐药性基因

本报讯 近日，随着辽宁省大连市金
普新区东扬冷库西南角墙下排污口提升
泵正式通水，大连市渤海区域 40 项重点
问题整改工作全面完成。

根据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现场排查
过程中发现的重点问题和监测超标情
况，大连市自行梳理出 40 项重点问题清
单，采取立行立改、并联推进、滚动实施
的方式，实行分期分批管理，做到边查边
治、边治边验、边验边管。

针对渤海区域入海排污口 40 项重
点问题整治，大连市通过落实周调度报
告制度、建立整改销号制度、健全入海排
污口管理档案等工作举措，积极组织属
地政府开展整治工作，主要采取封堵、截
流、河道清淤、治理设施建设等整治措
施，涉及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10 个，投资
5140 余万元。同时，要求各地加大对已
完成整改跟踪巡查力度，防止问题反弹。

各地在整治过程中，统筹谋划、凝心
聚力、狠抓落实，同时不断探索入海排污
口监管新模式，积极解决突出问题。

整合海产品 加 工 行 业 排 污 口 ，区
政 府 制 定 旅 顺 口 区 海 带 、裙 带 菜 加 工
企 业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整 治 方 案 ，既 实 现
排 污 口 区 域 整 合 ，又 推 动 优 化 产 业
布局。

金普新区提升区域污水收集处理能
力，投资 4600 万元，铺设管网 20 公里，建
设后石区域污水管网及提升泵站、复州
湾西山外污水处理站、友谊街道污水泵
站及管网一期工程 3 项污水截流工程，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0700 吨/日，有效解
决排污口周边居民生活污水排海问题。

下一步，大连市将持续推进整治，形
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海
排污口监管体系，为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质量奠定基础。 赵冬梅

“十三五”期间，我国绝
大多数城市在大气治理方
面均重点围绕PM2.5的管控
展开，且取得了不错的成
效。随着治理的深入，“十四
五”期间PM2.5和臭氧协同控
制，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
并重是大势所趋。

在近年来的治气工作中，
我国一些地区与臭氧污染“短

兵相接”，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积累下一些经验和教训，
有的地区还面临新的问题，正在探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有
效防控臭氧污染。如香港在氮氧化物减排明显的情况下，臭氧
浓度仍不断攀高，急需弄清污染来源。成都较早意识到臭氧污
染问题，以联防联控为重点。广州针对工业大区开展“一企一方
案”综合整治，大幅削减VOCs排放总量。

近日，吉林省延吉市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助
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百日攻坚”。图为工作人员在现场宣传并发放材料。

韩龙玉摄

与臭氧污染“短兵相接”需注重协同解决
我国香港、成都、广州等地不断探索，进一步加强防控和治理

◆本报记者王珊

在 6 月的第一次试飞采样中，香港环境保护
署空气科学组首席主任梁启明的同事在飞机上预
备了很多采样罐和采样管，飞行一圈后，他们看到
仪器显示不同位置的臭氧浓度变化很大。“未来会
根据监测结果对飞行路线进行优化，让飞行采样
更加科学，以进一步深入臭氧的来源研究。”在中
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和能源基金会共同举办
的学术沙龙上，梁启明介绍了香港针对臭氧污染
正在开展的最新工作。

在空中采样之前，香港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方
位的陆上空气监测网络。“目前我们有 15 个‘一般
空气质素监测站’、3 个‘路边空气质素监测站’、1
个超级站。一般站设在4至6层高的大厦天台，监测
大众所接触的空气污染情况。路边站设置在繁忙街
道旁，监测街道旁的污染水平。”

从监测数据来看，香港氮氧化物的减排力度
非常大，这首先得益于发电厂能源选择的调整。

“1997 年开始，香港不允许新建燃煤发电厂，天然
气发电比例逐渐上升到 50%。2008 年颁布第一份
技术备忘录，到 2017 年已经是第七份，要求电力

行业排放上限持续下降。”梁启明回忆道。
其次是移动源的管控。去过香港的人都会被

浅水湾的海风和维港的灯火吸引，殊不知穿梭于
香港大街小巷的“清洁”机动车也是一道风景。据
了解，目前香港小汽车执行的是欧Ⅵ标准，相当于
国Ⅵb 标准，且汽油质量把控也相当严格。此外，
香港已经淘汰了 8 万多辆欧Ⅳ之前的柴油车，并
准备从明年开始逐步淘汰在用欧Ⅳ柴油车，非道
路移动机械也于 2017 年起分阶段收紧至欧ⅢA
标准。

前期的严格管束让香港的各项空气监测指标
大幅下降，但臭氧浓度在过去 3-4 年仍有明显上
升的趋势。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臭氧污染防治方面将
会加强合作，如在香港增加 8 个 VOCs 实时监测
站点。同时，从今年开始到 2022 年底，每年开展
一次大面积陆、海、空采样监测，除了飞行采样外，
还使用监测船在海上抓取空气质量数据，监测范
围从 VOCs扩展到HONO、OVOCs等组分，做好大
湾区臭氧污染跨区域传输特征研究。”梁启明说。

香港：调整电厂能源结构，进行移动源管控

成都：系统化开展VOCs观测，实施可落地的区域联防联控政策

“臭氧是目前广东省大气治理的重点防控对
象。”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坦言，由于今
年气温偏高，广东臭氧污染比去年同期出现的偏
早、偏多。截至目前，全省 108 城次污染天数中有
96城次是由于臭氧超标造成。

作为广州市的“工业一哥”，黄埔区、广州开发
区工业企业占全市 40%以上，区内石化、汽车和船
舶制造、涂料、印刷等工业企业众多，工业源成为
其 VOCs的主要来源。

广州立邦涂料有限公司环保部经理林勇的桌
上，摆放着一份已经通过专家评审的 VOCs 减排
整治方案。“我们在收集、治理层面，将原先低效的
活性炭设施升级为沸石转轮+催化燃烧处理工
艺。自公司引进这一治理设施后，VOCs 处理效
率提高到 95%以上，减排总量达 183 吨/年。”林勇
自信地说。

“使用水性涂料代替溶剂性涂料后，我们的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降低了 50%。”广汽本田有限公司
黄埔工厂节能环保科科长区润桦没有止步于此，
为进一步削减 VOCs 排放，公司将清漆废气由原
先低效的水帘吸收升级为“沸石浓缩转轮+RTO
炉处理”技术，VOCs收集效率上升至 90%、处理效
率超过 95%，仅这一项目综合实施减排就接近 70
吨/年。

这是广州市针对工业源开展的“一企一方案”
综合整治行动，黄埔区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企业根据相关编制规范，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

本企业原辅料使用、VOCs 收集和治理全链条情
况进行梳理，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方案经
初审专家同意后实施。最后我们会再次组织专家
对方案实施后的效果进行核实。”

据了解，黄埔区“一企一方案”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整治从 2017 开始，截至目前已有 79 家企业完
成整治，年可削减 VOCs排放达 4000 吨（含关停搬
迁），大幅削减了地区 VOCs排放总量。

从以上各地的经验做法来看，臭氧污染不仅
关乎一个城市本身，它在地域传输中相连相通，越
来越多的城市选择携手对抗。

臭氧污染也不仅是某家企业的责任，它在不
同工艺、不同行业需要不同的处理技术，需要专家
团队提供智慧，需要生态环境部门加强监管，需要
各方通力协作。

臭氧污染更不仅是一个数字的增长，更重要
的是它对城市千百万居民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向记者分享了一个
Meta分析最新结果。这一分析将中国的城市以及全
球城市的研究结果汇总起来，得出一个结论。“在夏
季，臭氧短期暴露已经成为危害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
风险，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朱彤强调。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切实行动起来，不仅
从意识上重视，而且拿出实际有效的措施出来，进
行 PM2.5和臭氧污染的协同控制，打好夏季臭氧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地改善空气质量。

本报通讯员冯瑞杰对此文亦有贡献

广州：开展“一企一方案”综合整治行动，大幅削减VOCs排放总量

“2014 年是成都市臭氧污染防治的一个转折
点，这一年我们发现臭氧污染可能会成为制约城
市空气质量改善的重难点。”成都市环境科学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谭钦文说：“我们从 2016 年开始系
统化开展 VOCs 观测，包括网格化布点观测和上
下风向高时间分辨率的在线监测，2017 年政府制
定了更有针对性的大气污染防控策略，明确冬季
重点管控 PM2.5，夏天突出臭氧及前体物管控。”

随后成都夏季臭氧专项防治行动方案出台，
2018 年围绕大气环境管理的五步闭环工作法，实
现了从预测预报、科研观测分析、方案制定、措施
落地、后评估等各个环节的闭环，2019 年实现联
防联控的常态化、观测常态化、臭氧污染防治科技
支撑的常态化。

与香港清洁的地面排放不同，移动源一直是
困扰成都大气污染物减排的难题，也是未来成渝
地区需要下大力气的方向。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
达 580 万辆，且国Ⅳ、国Ⅴ车辆占比非常高。“在前
期数据分析中，我们担心出现机动车减排使氮氧
化物下降太快从而造成臭氧浓度反弹的风险。但
后续研究又发现，移动源尤其是汽油车对中心城
区 VOCs 排放贡献也非常大，我们观察到很多城
市 夏 季 PM2.5 可 以 低 到 个 位 数 ，而 成 都 通 常 在

15-40 微克/立方米，成都市夏季 PM2.5浓度若不能
控制好，全年 PM2.5目标完成或未来实现达标的难
度陡增。认识清楚后，成都市开始大力推动移动
源的排放强度控制，包括提高新能源（电能和氢能
源车）车的占比，在公共交通领域逐步完成新（氢）
能源替代，同时加强存量燃油车的保养和维护，开展
交通低排放区的研究工作等。”谭钦文告诉记者。

此 外 ，可 落 地 的 区 域 联 防 联 控 政 策 尤 为 重
要 。“我 们 在 PM2.5 的 源 解 析 中 ，发 现 很 多 城 市
70%的 PM2.5 都 是 来 自 本 地 ，但 臭 氧 却 70%以 上
是 外 来 的 ，这 说 明 了 臭 氧 有 明 显 的 区 域 传 输
性 。”上 海 大 学 环 境 与 化 学 工 程 学 院教授李莉
表示。

“目前我们的联防联控机制包括成都平原八
市市长联席和局长联席制度以及八市联合会商制
度。联合会商每月召开一次，市（局）长联席会议
一年开 1-2 次，共同研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协
同控制的问题。此外，力推区域防治政策和标准
共享，针对加强科技支撑、防治区域连片污染等单
个城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像成德眉资同城化、
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从统一规划、统
一目标、统一政策等方面协同解决包括臭氧污染
在内的跨区域防治问题。”谭钦文说。

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

香 港 在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上
启动时间早，力
度大，各项措施

尤 其 是 移 动 源 管
控方面值得学习。但近
年臭氧浓度仍在上升，

目前正在开展来源与传输
研究，可见前期溯源排

查的重要性。

成 都
对于移动源
管控重要性
的 认 识 稍

晚，但在时空观
测、联防联控落

地方面可圈可点，
突破行政区划寻求区域
排放总量控制是解决

臭氧污染问题的
重要手段。

推推
进进
臭臭氧氧污污染染防防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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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工
业 企 业 众
多 ，聚 焦 工

业源如何取得治理
成效？找准差异性，“一
企 一 策 ”是 个 好 办 法 。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
艺进行精准帮扶，能在排放

总量控制上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图为专家正在企业现场
指导，为 VOCs 治理提供解
决方案。

图为成都市生态环境
局 正 在 用 仪 器 进 行
VOCs监测。

图为香港环境保护署正
在开展飞行采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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