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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高温下的臭氧污染
专家详解极端高温下迎战臭氧污染的成都经验

◆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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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美区“双总河长”带头巡河
目前已完成集中纳管治理村庄达 138个

本报讯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统
筹水污染治理及流域生态保护，近 5
年，完成集中纳管治理村庄达 138 个，
完成 7 条流域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有
力推进区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厦门市集美区以实现辖区内流域
“蓝天、净土、碧水、河畅、景美”为目标，
按照“先岸上后水中、先治标后治本”的
治水思路，采取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控
源截污、管网整治、雨洪增蓄等多种措
施和手段，全区水环境质量大幅提升。

集美区拥有厦门市最重要的淡水
生态系统，上游是饮用水水源地，下游
是景观水体。为确保饮用水和景观水
不受污染和破坏，集美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河（湖）长制工作，率先建立区、
镇街“双总河长”架构和区、镇街、村居
三级河长体系，设立党政同责的“双总
河长”制。区委书记、区长带头巡河，
一线协调、解决问题。集美区全区 57
名“施工队长”形成上下联动、联合作
战、创新推进局面，有效解决治水过程
中的难题。

同时，集美区将辖区内 3 条溪流、
14 条干渠及 153 个湖库塘全部纳入河

（湖）长制实施范围，制定出台区级、镇

（街）级的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实施方
案。区级河长落实“一月一巡”，明确
16 个成员单位，研究解决流域治理突
出问题，形成督办清单，构建“事事有
人管、工作有人抓、问题有人办”的良
好格局。

此外，集美区持续完善治理机制，
创新治理手段，与厦门中国科学院城
市环境研究所紧密合作，开展集美区
水环境污染来源解析及调控策略研
究，强化科学施策，流域环境治理成效
显著。

深青溪浦边桥 2020年水质年均值
为Ⅲ类；市控断面环美北路桥 2021 年
水质年均值为Ⅲ类，2022 年 1 月—8 月
水质均值为Ⅱ类；坂头—石兜水库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截至目前，集美区累计投入 20 多
亿元，推动全区小流域治理项目建设，
实施许溪、深青溪水体生态修复工程，
7 条小支流安全生态水系建设等六大
类工程，共计 33 个项目。完成许溪周
边 25 口鱼塘收储工作；完成全区集中
纳管治理的村庄达 138 个，完成全区
分散式治理的村庄达 70个。

陈伟 卢新

江苏泗洪全面推进水和大气治理
将环境治理工作细化到“毛细血管”

本报讯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加大企业帮扶力度，聚焦
大气、水污染治理，全力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

泗洪县常态化启用无人巡航船进
行水环境监测，这在苏北县区中属于
首次，为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针对重点河流，泗洪县制定应急
管控方案，逐个排出水质达标任务分
解表，专人、专班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
专项督查。不断加强污水处理能力建
设，坚定不移开展城区雨污分流整治
工作，完善配套设施，启动开发区污水
处理厂工程建设。

纵深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完
成 35 万亩秸秆离田，开展养殖池塘尾
水达标排放改造，推进尾水处理后循
环使用。

强化生态修复治理，对退圩还湿
形成的湿地进行生态修复，提升整体
生态功能，全面提升入洪泽湖水质。

探索建立新型地表水环境监测及

区域补偿体系，精准掌握全县河道、湖
泊水质情况，将水环境治理工作细化
到“毛细血管”。

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激光雷达
加走航等技术手段，为全县重点企业
提供驻场帮扶服务，根据企业存在的
问题，量身制定“一企一策”整改方
案，精准锁定污染源。

完成 79 台燃烧生物质颗粒等锅
炉提标改造，改为用电或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并为已整改完成的商户拨付
补 助 资 金 200 余 万 元 。 强 化 联 防 联
控，督促在建工地严格按照要求，落实
大气污染治理相关措施。

切实提升帮扶企业水准，深化“双
随机、一公开”、有奖举报等监督机制，
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执
法精准度。

宿迁市泗洪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泗洪县将充分挖掘沿湖 5 个
乡镇水利、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等资
源禀赋，依托洪泽湖生态岸线、退圩还
湖、洪泽湖滞洪区近期建设和 S330 产
业通道，奋力打造“湿地湖湾的大美典
范”。 李颖 冯文雅

臭氧管控具有复杂性，其与颗
粒物管控的最大差别在于，颗粒物
管控效果总体上呈准线性响应，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减排一定会
看到成效。

臭氧则不然，倘若策略不当，
则会“事倍功半”。

“有的气象形势下，管控措施
可以落地即见效。有的天气形势
下，采取相同的措施，污染态势不
会发生转变。臭氧管控的挑战远
远大于颗粒物管控。”谭钦文说。

如何能积极有效地应对臭氧
污染？

谭钦文认为，对于臭氧污染这
种具有较特殊二次污染特征的大
气污染物，精准科学的减排策略至
关重要。

“在减少对正常社会生活生产
扰动的同时，提高减排绩效，恰恰
需要科学精准施策，对臭氧污染成
因进行分析，密切地结合气象条件
和当地及周边的污染物排放情况，
摸清 VOCs和氮氧化物这两个前体
物的排放时间、空间的分布特征，
提出科学的减排策略。”谭钦文说。

对臭氧污染的防控其实是对
一个地区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的
综合考验。

“一方面，要加强科研能力，另

一方面，需要把这些科研能力应用
于实际的业务工作。科学减排措
施的制定需要城市吸取其他先进
城市和研究机构的经验和成果，执
行层面则不仅需要生态环境部门
的力量，还依赖于多部门的联合。
只有各领域协调配合，区域通力合
作，才能够推动政策落地落实。”谭
钦文表示。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 15 部门
联合印发了《臭氧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方案》等，其中提出要开展臭氧
精准防控体系构建行动，开展夏季
臭氧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着力提
升臭氧污染预报水平，重点区域具
备未来 10 天臭氧污染级别预报
能力；研究区域统一的臭氧污染预
警标准和应对措施。

联系实际，谭钦文介绍了成德
眉资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的建
设经验：“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的
指导下，成都市以自身技术力量为
基础，在成德眉资建立科研成果共
享、管控措施共商的良好机制，共
同学习，螺旋上升，为周边城市提
供精细化的空气质量预报产品，为
地方开展污染天气预警及相关应
急管控工作提供参考，通过加强合
作提高城市在联防联控上的积极
性，从而推动空气质量共同改善。”

“像这种极端的高温，它未来会不会发生？我觉得会。今后有可能
面临很多更加意想不到的挑战。”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
程师谭钦文表示。

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在考验城市运行
的同时，也考验着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在已然寒冷的11月，一线科研人员复盘了今夏那场极端
罕见高温下的臭氧污染，以期提供一手防治经验——“夏病冬
治”，助力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极致减排，抢回10个优良天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评估，今夏的
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达到 1961 年
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40℃以上
覆盖范围为历史最大。

这一背景下，今年 8 月，四川省成都
市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高温、少雨，出现连
续 17天臭氧污染，其中 1天为中度污染。

谭钦文告诉记者：“这次长持续时间
的臭氧污染对于成都市来说前所未有，对
于很多同样经历的城市来说，也是一个非
常大的挑战。”

那么，成都市做了哪些应对？
首先是提前预警，早做行动。据介

绍，早在 8 月初，成都市就已经预测到了
这一轮的高温极端气象，经仔细评估后，
在实施《成都市 2022 年夏季臭氧污染防
控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在 8 月 3 日启动了
臭氧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随后高位推进，精细减排。“成都市各
级各部门领导都前往一线指挥部署，强
化移动源源头管控，抓好工业源综合治

理 及 城 市 面 源 污 染 管 控 ，启 动‘ 一 市 一
策 ’科 技 帮 扶 精 准 管 控 。 同 时 ，成 都 市
全社会积极参与，全市上下做了极大努
力。”谭钦文说。

此外，在 8 月，高温限电带来的减排
量，理论上已经达到了现阶段工业源减
排的极限。

多措并举，对臭氧污染防控起到了
成效。

“ 温 度 虽 然 说 是 60 年 来 最 高 ，但 是
臭氧浓度峰值降到近年来夏季臭氧污染
季最低。在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下，虽然
臭氧污染持续时间长，但在此期间观测
到的臭氧前体物浓度是下降的，例如二
氧 化 氮 平 均 浓 度 较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近
18% ，主 城 区 的 VOCs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13%。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臭氧重度污
染 ，‘ 一 市 一 策 ’研 究 团 队 综 合 评 估 显
示，我们抢回了 10 个优良天，将 13 个臭
氧中度污染天‘削’成了轻度污染。”谭
钦文表示。

移动源减排、精准管控、区域联防联控，一个都不能少

除应对措施外，成都市还有哪些一手
经验？

第一，主城区移动源减排对于抢回优
良天有效且明显。

“例如 9 月 6 日，在企业闭环正常生产
的情况下，工业减排对主城区影响并不显
著，主城区减得最多的是机动车尾气排
放，其对于臭氧前体物的减排贡献十分显
著。”谭钦文说。

第二，相对于高温而言，静稳可能是
造成臭氧污染的更不利因素。

谭钦文告诉记者，高温与臭氧污染的
发生是一个相关关系较强的指标，但静稳
与臭氧发生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经过
综合评估，8 月，成都市的通风系数仅达
正常状态的 30%—50%，扩散条件差。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但在龙泉山东
部同样受高温影响、风速偏大的区域，其
臭氧污染天明显少于风速较小的两山之
间区域。因而，就外部条件看，相对于高
温而言，静稳更糟糕。”她补充道。

谭钦文坦言，静稳天气受季节、地形
地势影响大，属于“先天不利”的因素，具
体改善可能涉及时间周期长、城市布局改
善成本大等。她建议，可以通过空间布局
优化，在静稳高发区域的山谷风或城市环
流的路径上减少重污染产业布局。

第三，在高温等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
下，自身的减排很重要，区域联防联控同
样重要。

如果想要管控好一个地方的臭氧污
染，不仅本地要削减，同时需要区域多地
进行配合，开展臭氧前体物减排。但是，
其他地方在采取相应治理的配套措施时，
花了大力气来治理，却仍可能对当地的污
染物浓度削减不是很明显，往往需要针对
城市间臭氧污染规律开展深入研究。“成
都市及周边城市目前正在积极开展这方
面的探索，例如建立成德眉资生态环境联
防联治机制等，可以实现一体化推进，一
个区域都致力于实现空气质量共同向好
发展的目标。”

第四，超大城市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大
仍是臭氧污染防治的一个核心难点。

成都市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人的超大城市，排放强度非常大，主城
区单位面积氮氧化物与 VOCs 的排放强
度分别是全市平均的 5 倍和 3 倍。“高温极
端天气下，虽然攻坚措施带来的现阶段污
染物削减量已达最大可能，但削减后的排
放强度仍然超过可容纳的量，不足以把程
度偏重的臭氧污染天变成达标天。这是
目前成都和其他城市臭氧污染防治的一
个核心难点。”

科研+管理，提升臭氧污染管控效能

▲ 臭 氧 污
染期间，科研人
员深入涉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企业
一线开展科技帮
扶工作，寻找企
业臭氧前体物管
控薄弱环节，落
实减排工作。

谭钦文供图

▲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加强臭氧前体物
治理。 本报记者王亚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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