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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津京冀禁煤区的建立显著提升了区域大气能见度

　　从2013年“大气十条”实施以来，蓝天保卫战持续推进。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推进，津京冀及周

边地区整体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秋冬季频繁的雾霾污染大幅度抵消了之前的改善效果。受独特地形，不利

气象条件，以及局地和周边区域高强度的污染排放的影响，津京冀采暖季成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重点和难

点。燃煤源一直是京津冀地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清洁燃煤集中

供暖比例较低，散煤燃烧取暖使用量仍较大。2017年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督促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26”城市加快散煤污染综合治理，全

面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任务。其中，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禁煤区”建设任

务，实现区域范围散煤“清零”。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C0202001）等项目资助下，我所辛金元研究员团队于2016-2019年我国

东部区域开展同步观测采样，分析得出细颗粒物（PM2.5）组分及各组分对消光（能见度）的影响，并对比

分析2016年采暖期和2017年采期同期变化。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京津冀10,000km2禁煤区建立，大幅度

降低了区域内散射性气溶胶的排放，京津冀秋冬季大气能见度显著提升。相比2016年，在2017年北京、天津

和河北省煤炭消耗量分别下降42.1%、8.4%和2.2%，严控散煤燃烧排放，京津冀PM2.5主要组分浓度较2016

年同期明显下降，其中城市站点散射性气溶胶硫酸铵的浓度下降达幅度达59%-68%（背景区域兴隆站为

23%），总气溶胶消光系数下降51%-58%，京津冀大气能见度平均提升32%。此外，冬季同期污染改善比秋

季更加显著。作为燃煤源的主要示踪剂，北京和天津冬季SO42?的下降幅度分别是秋季的2.8倍和7.4倍，Cl?

的下降幅度分别是秋季的3.2倍和16.4倍。2017年津京冀禁煤区建立、清洁燃煤集中供暖、散煤“清零”等大

气污染控制措施的严格实施，实现了区域大气能见度快速提升，公众对环境好转的感受度明显提升。随着散

煤“清零”，主要来源于机动车与生活源排放的硝酸铵消光贡献率占据主要位置，气溶胶中硝酸铵消光贡献

率达35%-38%；未来京津冀区域仍需加大机动车与生活源排放控制与削减，进一步提升区域大气能见度。

　　研究结果对重污染区域大气污染源排放进行针对性分类控制，实现大气能见度快速提升具有一定的科学

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上述结果近日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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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年秋冬季各化学组分的消光系数的季节变化图。硫酸铵(AS),硝酸铵(AN)、有机质(OM)、元

素碳(EC)、土壤细粒子 (FS)、粗粒子(CM)、二氧化氮(NO2),海盐(SS)和瑞利散射(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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