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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霾现象日趋严重 城市居住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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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份以来，广州城就一直被包裹在混浊的灰色大气中，市区能见度降至２公里以下。一般来说，能见
度少于１０公里的就属于灰霾现象，５至８公里属于中度灰霾现象，３至５公里属于重度灰霾现象，少于３公里
则是严重的灰霾现象。  

    据国家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吴兑介绍，今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广州连续出现灰霾天
气，持续时间较长，其中１４日、２３日和３１日最为严重，进入１１月份以来还没有缓解的迹象。从目前的统
计数字看来，整个１０月份广州已有１３天出现灰霾现象，比往年同期严重得多。观测记载资料显示，２００２
年，广州灰霾天气为８５天，２００３年升至９８天，今年灰霾天数将继续增加。由此可见，广州地区灰霾天数
近年来有逐年增大的趋势，能见度已日趋恶化，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令人担忧。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也不容乐观。据北京市环保部门公布，上半年北京市区二级和好于二
级天数为１０４天，占总天数的５７.１％，比去年同期减少，其主要原因是污染物排放总量比去年有所增加，
其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去年同期上升了６.４％，总悬浮颗粒物浓度上升了４５.７％。此外，北京还出现了
连续的扬沙、浮尘、逆温等天气。今年１０月７日和１０日，受严重灰霾影响，“法国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北
京的飞行表演两次被迫取消。  

    据专家介绍，灰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其形成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近年来随
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静风现象增多，不利
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广州市环境保护宣教中心的环保专家孙大
勇说，目前广州全年几乎有１／３的时间存在静风现象，污染物横向的稀释越来越少，空气质量也下降很快。  

    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盖在城市上空，使上空出现了高空比近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
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近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
下，近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停留在近空，排放不出去。广州和北京市近年来都曾出现过逆温天气现
象。 

    三是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直接导致了能见度降低，使得整个城市
看起来灰蒙蒙一片。目前，在我国的部分区域存在着４个明显的大气棕色云区，即灰霾严重地区：北部的黄、
淮、海地区；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灰霾的日趋势严重导致这四个区域空气浑浊，能见度
恶化，对城市和都市人的危害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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