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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霾源监测和分析数据是打好雾霾治理的首要条件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仁健最近一篇研究论文称汽车尾气对北京ＰＭ2．5的贡献不足4％，引起社会热议
。来自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的专家们专门对此进行了研讨，认为尽管目前尚没有一个机构能给出Ｐ
Ｍ2．5源解析的确切结论，但“4％”这一数字显然被严重低估了，城市机动车排放对ＰＭ2．5的贡献不容忽视。

 记者注意到，其实在张仁健研究员的论文中提到二次无机气溶胶的平均贡献高达26％。而据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
监控中心的研究员韩应健近日对记者介绍，二次无机气溶胶主要包括硫酸盐和硝酸盐，而硝酸盐是最初的氮氧化物在
空气中反应变成的细粒子。硫酸盐主要是工业燃煤引起的。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经化学反应可转化为硝酸盐。
因此，在提到汽车尾气对ＰＭ2．5产生的贡献时，应包括由尾气排放直接生成的一次颗粒物和经化学反应的间接二次
颗粒物。

 记者认为，此次社会各界对机动车尾气对ＰＭ2．5贡献率的高度关注是件好事，推动媒体进一步向受众讲清了相关
科学知识，并引发各界对于对ＰＭ2．5源头数据精确分析的关注。

 目前，各地对雾霾治理高度重视，扎实地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进行综合治理。然而科学、精确地确定污
染源应当是首要工作重心。目前，公众能够见到各种版本的数据，例如，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ＰＭ2．5来源分析
，机动车尾气排放贡献率为22．2％，仅次于区域传输的24．5％，排位第二；若仅测算北京本地的ＰＭ2．5排放源，
机动车尾气的贡献率超过了三分之一。

 而据北京多家媒体报道，2013年年初环保部就提出要求全国监测系统开展源解析工作，重点解决京津冀、珠三角、
长三角地区还有一些省会城市，并提出明确的进度表。到2014年6月底前，北京、天津、石家庄要完成污染源解析的
初步结果。到2014年年底，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区域都要完成源解析的初步工作，解析结果要报国务院，并向公
众公布。这一官方解析数据更值得期待。

 在记者看来，打好雾霾治理这场战役需要精确的霾源监测和分析数据。例如，长期以来，环保部门、地方治堵部门
总是习惯性地发布机动车保有量、机动车尾气对污染的贡献率。其实就大城市而言，这种粗略的分类非常不精确，不
利于精准地确定霾源。因为机动车包括摩托车、三轮低速货车、重型载货载客商用车、乘用车等，不管是治堵还是治
霾，都需要精准地公布数量，并对各自的污染贡献率精确掌握。

 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5亿辆，其中汽车1．35亿辆，占53．9％，私
家车超过8500万辆，比10年前增长13倍。而对于拥有543万辆机动车的北京，私家车、摩托车、重型柴油车等相关细
分数据也应公开，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ＰＭ2．5贡献率的监测。

 举例来说，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近日表示，北京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未来或将在山区扩充站点，并
在进京高速公路沿线增设更多的交通类污染监控站点，以更加精准地掌握机动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车的排放对大气污染
的贡献。因为占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约5％的重型柴油车，贡献着全市氮氧化物排放量的50％，主要行驶在进京高速
公路和六环、五环路，沿线亟须布局监测站点，以更加精准地对机动车污染进行研判。

 也就是说白天拥堵的小轿车固然是污染源，但是由于外地柴油品质差，围绕北京环路行驶的重型柴油车对ＰＭ2．5
的贡献率仍不可低估。这充分反映出相关部门针对雾霾源头的解析需要再细致一些。笼统地以机动车为评估对象，不
管汽油车还是柴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不管是汽车还是农用车、摩托车，明显是欠火候的数据。污染源头数据更细致
，治污的手段才能更精细，更有针对性，更灵活。（新华社记者  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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