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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崇文门公交车站，一名小朋友戴着口罩与家人一起等公交车。

近几天，许多外出的北京市民或戴上

了厚厚的口罩，或用围巾将面部裹得严严

实实：“担心空气中有毒！”呼吸道疾病人骤

增，很多医院的呼吸道科和儿科的患者排

起长队。北京儿童医院日均门诊量近1万

人次，其中30％是呼吸道疾病。

空气污染，人人都是受害者；然而多数

人也承担着或多或少的责任。

据北京市公布的数据，四分之一的

PM2.5是“输入性”的，四分之三则是北京地

区“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工业企业

排放、工地扬尘、农业焚烧秸秆等。其中，汽

车尾气大概贡献了22％以上的份额。

《2012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

显示，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20754.6万辆，

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

国，当前中国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每公里约

为160克，欧洲的目标为95克，机动车污

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污染天气下，少开车，应是每个公民

的自觉。”一家国际环保机构的专家周嵘认

为，目前，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较低，未

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电子产

品、服装等的保有量越来越多，这些个人消

费带来的污染排放，令环境难以承受。

环境破坏容易，恢复却需漫长时日。

“毒雾”面前，付出了代价的我们都应该反

省，哪些生活习惯增加了“环境负荷”：乱扔

垃圾，无视垃圾分类，贪图方便用塑料袋、

一次性物品，焚烧树叶、秸秆，无节制购物

……

“如果每个人都能理智消费，抵制浪费

性消费，实现绿色出行、绿色生活，就会为

环境的清新怡人作出一份贡献。”周嵘说。

一场罕见的雾霾天气，让人们意识到，

我们需要改变的还有很多。归根到底，是

转变发展方式。王毅武说，面对资源约束

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

形势，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

已经难以为继。放眼未来，一个天蓝、地

绿、水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中

国”，必须对形形色色的污染说“不”。

33个城市空气严重污染

雾霾警示：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新华社记者 王海鹰 傅勇涛

昨日，雾霾仍未散去。
33个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北京PM2.5浓度甚至一度超过了900——新年伊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的这次雾霾天气，范围之

大，污染之重，持续时间之长，多年罕见。
“毒雾”锁城，我们除了做好防护，还需要改变些什么？

“嗓子发痒，眼睛疼，耳膜疼，头疼

……”几天来，不少人出现“雾霾症状”。从

1月12日开始，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江

苏等地都笼罩在雾霾中，污染程度高。在

全国73个监测城市中，33个城市的部门监

测站点监测数据显示，空气质量指数超过

300，北京PM2.5一度超过900，空气质量

达到严重污染。

雾霾并不鲜见，但此次在中东部持续

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却是近年来最为严重

的。专家认为，PM2.5数值创“新高”与生

产方式的改变、生产结构的调整不到位、能

源结构过度依赖煤炭有很大关系。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一家国际环

保机构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2011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年增长7％，全年

煤炭消费总量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40％

以上，远高于欧盟和世界水平。

以北京市为例，PM2.5约60％来源于

燃煤、机动车燃油、工业使用燃料等燃烧过

程，23％来源于扬尘，17％来源于溶剂使

用及其他。

“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在今后相当

长的时间内，燃煤机组装机容量还将增长，

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

仍将增加。”北京大学教授潘小川说，火电

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若得不到有效控制，

将直接影响空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数据显示，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

能行业投资正在不断加快。2012年高耗

能投资延续了2011年年初以来的加速增

长态势，1月至10月累计同比增长21.7％，

较上年同期加快3.4％。

因此，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

构、调整能源结构是降低 PM2.5 的必由

之路。

“企业是PM2.5 的主要制造者，按照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就是要‘倒逼’

企业转型升级。”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

理论研究所所长王毅武认为，企业要推

进清洁生产，使用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少排放或不排放废气，从而实现节

能减排。

“生产方式的转变还要靠科技的投

入。”潘小川说，提高煤炭液化技术、通过兼

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防治低水平重复建

设等，减少有污染气体的排放，这是今后预

防PM2.5数值过高的措施之一。

此次大范围雾霾天气的重要特征是

“区域性污染”，一地很难“独善其身”。

近几年，北京在城区作了煤改气、搬迁

工业企业、扩大集中供暖范围等减排努力，

但是郊区污染物排放仍然严重。而河北、

天津等地的燃煤量远远高于北京。据了

解，北京每年燃煤量为2000多万吨，而天

津达7000万吨，河北的燃煤量则达到2亿

多吨。

而且，北京周边如唐山、天津、石家庄、

邯郸等地重化工业密集，如钢铁、建材、火

电、化工等等，产业分布还有继续扩展趋

势。

“这些都导致一刮偏南风，北京的空气

就容易受到周边相邻地区的影响。”北京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此前，河北、

山东等地雾霾天气已持续一周。12日一

早，北京部分地区天还是蓝的，中午转为南

风，浓雾立刻弥漫全城。

尽管北京、广州等城市已经成为煤炭

总量绝对削减的先行者，但一个城市的单

打独斗已不足以应对区域空气污染扩散的

严峻现实。

“基于空气污染的开放性传染性混合

性，治理起来必须区域协同作战。”马军认

为，以华北地区而言，需要京津冀以及山

西、河南、山东、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市协

作，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实现多项污染

物协同控制。

PM2.5超极值：企业生产方式应该怎样调整？

“区域性污染”：环境治理模式如何适应新要求？

“毒雾”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哪些改变？

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记者 张淼

淼）虽然阳光透过雾霾令北京城明亮了许

多，但污染依然严重。10日开始到14日，

北京的空气质量已连续5天严重超标。

北京市气象局14日8时50分继续发

布最高级别的霾橙色预警，14日北京仍维

持能见度小于2000米的霾，空气污浊。北

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4日

10时，城区和南部地区PM2.5小时浓度仍

在每立方米250微克以上。

记者查阅14日13时北京空气质量时

时监测结果显示，空气中各项污染物浓度

在缓慢下降中。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主

任张大伟表示，这是一次全国中东部地区

整体大范围污染，华北地区尤为明显，多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预计

北京的整个污染过程持续时间将达到 6

天。

张大伟认为，造成此次重污染过程的

原因，一是污染物排放量大。北京各类污

染物排放量大，当污染扩散条件不利时，

空气污染随之加重。2012年12月以来华

北地区的极端低温导致采暖燃煤排放增

加，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是扩散条件极端不利，10日到 13

日，北京风速减小，湿度加大，逐渐形成静

风、逆温、大雾的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各类

污染物难以扩散。

三是区域与本地污染贡献的叠加。

近期，北京市的西南部、东南部及周边地

区污染水平明显高于市区及北部地区，大

区域范围内的污染物输送与北京本地的

污染物排放积累相叠加。

据北京市经信委副主任李洪介绍，在

污染过程最严重的上周末，北京市建材、

冶金、化工等58家企业停产，完全切断污

染排放源，41家企业通过采取措施减排

30％，28家施工工地停止了土石方作业。

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记者 张辛

欣 徐扬）中央气象台14日预计，新一轮冷

空气将于16日“光临”我国大部地区，届

时，笼罩中东部地区多日的雾霾或将消

散。

中央气象台14日继续发布雾霾黄色

预警：预计14日白天到夜间，京津地区、河

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中西部、辽东

半岛、苏皖大部、浙江中西部、福建西北

部、江西大部、湖南中南部、湖北中部、四

川盆地西部和北部、云南南部、贵州东南

部以及广西中北部等地有能见度不足

1000 米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 200

米。

“从16日开始，有一股冷空气将影响

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将会自北向

南逐渐消散或者明显减弱。”中央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

雾霾天气使空气质量明显降低。气

象专家提醒居民需适当防护，尽量减少室

外暴露的时间，减少开窗。由于能见度较

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

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也要采取措施，保

障交通安全。

北京严重污染进入第５天

继续发布
最高级别霾预警

中东部地区雾霾
16日或将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