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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大气污

染日益加剧 ,空气污染特征由单一型向复合性转

变 ,灰霾成为近年来空气污染的又一特征。统计表

明 ,从 20世纪至今 ,上海市区的灰霾天数日渐增

多 [ 1 ]
,建立新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 ,预防和评估环

境风险亟待加强。

1　建立城市新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

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已有 30

年 ,只有 SO2、NO2、PM10 ,不包括细粒子气溶胶 ,对

全面描述国内的新型复合型污染 ,特别是细粒子污

染凸显不足。影响灰霾天气能见度恶化的多是

0. 3μm～0. 8μm的超微粒子 ,而目前利用能见度

来评价灰霾天气是一个重要途径 ,国外已多采用

PM1、PM0. 5来描述。国内亟待建立新的空气质量评

价体系 ,逐步完善灰霾天气数值预测、预报 ,以及对

灰霾天气下生态效应等环境风险的评估。

建立城市灰霾的数值预报模式 [ 2 ] ,可利用模

拟 PM2. 5中主要成分硫酸盐、有机碳、黑碳和硝酸盐

等气溶胶的浓度分布 ,根据气溶胶浓度分布计算城

市大气能见度 ,从而预测城市灰霾天气。

环境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对颗粒物及其附

着毒物对生态效应的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系统的源

与汇等。可通过评估灰霾污染的形成、化学组分来

预测生态毒理学效应 ;通过限制地区的汽车流量和

工业气体排放 ,动态调控污染源的排放 ;提高汽车

尾气的排放标准。

2　目前现状

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体系规划设计中 ,监

测项目在最初的 SO2、NO、CO基础上 ,增加了 TSP、

PM10、PM2. 5、O3 指标 [ 3 ] ,并开展 PM1 监测。在未来

的设计中 ,研究开发气体 - 气溶胶在线监测技术 ,

开展细颗粒和超细颗粒的粒径和组分监测 ,配合辐

射、湿度、能见度等气象参数进行灰霾等复合型空

气污染监测。目前上海作为国家灰霾试点监测的

城市之一 ,已展开增设灰霾监测试点点位工作 ,以

进一步完善灰霾的监测基础调研和方案设计。

3　对灰霾的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的思考

建立环境空气颗粒物污染化学模式及灰霾消

减控制对策研究。加强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联

合 ,进行监测资源共享 ,力争实现跨界输送点位 ,实

现区域联动 ,为跨地区防、控、治一体化打好基础。

建立灰霾监测数据的日报、预报制度 ,完善灰霾污

染性监测技术指标体系 ,从气象现象 ,更从环境污

染的层面加以技术监测、研究。控制空气中细尘颗

粒的排放 ,是减少灰霾形成所需核心物质的有效方

法。加强对灰霾的浓度预报、趋势等预报的模型研

究以及对灰霾单个微粒的研究 ,分析灰霾的特性。

建立一支具有完备的监测仪器 ,高素质 ,技术过硬

的监测队伍 ,积累大量原始的灰霾数据 ,为建立灰

霾预报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与流行病学等其他

领域学科紧密联系 ,对灰霾成分在呼吸系统、血液

系统等处的吸收、代谢、排泄进行研究 ,建立 PK模

型 ,针对灰霾颗粒在化学成分和物理方面对人体的

危害 ,采取防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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