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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全国
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生态环
境部官方微博9日发布消息
称，未来三天（6月10日至12
日），我国华北中南部将出现
臭氧轻至中度污染过程。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
测司司长柏仇勇日前表示，臭
氧已成为影响夏季空气质量
的首要污染物。数据显示，
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臭氧浓
度同比上升6.5%。

事实上，随着污染程度加
深和范围扩大，几年前还鲜为
人知的臭氧污染，已经与
PM2.5污染一起被列入“蓝天
保卫战”需要重点攻克的两大
污染。

臭氧已成为影响
夏季空气质量“罪魁祸首”

臭氧是一种有鱼腥味的
淡蓝色气体。在高空中，臭氧
具有吸收紫外线保护生物的
功能，但在接近地面时，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因此被称
为“高空卫士、低空杀手”。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王跃思说，臭氧对人体
健康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呼
吸系统的刺激和损伤上；其
中，65岁以上老人、学龄前儿
童、运动人群及女性所受影响
更大。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
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主任冯银厂说，除了给人体健
康带来危害，臭氧浓度过高还
会影响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利
用，导致农业减产，不利于粮
食生产安全。

据悉，地面臭氧大部分由
人类活动排放的氮氧化物和

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在高
温、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条件
下通过光化学反应生成。

近年来，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环境空气PM2.5年均浓度
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臭氧浓
度却逐年上升。生态环境部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
城市臭氧平均浓度为148微克
/立方米，全国以臭氧为首要污
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
数的41.8%。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臭氧日
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一级
为100微克/立方米，二级为
160微克/立方米。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
司长刘炳江此前表示，2019年
7月至9月，全国多个省份出现
高温少雨的气象条件，导致臭
氧浓度同比大幅提升，超标天
数明显增加。今年夏天如果
再出现类似气象条件，将对完
成优良天数比率目标带来较
大影响，绝不能掉以轻心。

王跃思说，在某些时间段
和区域，臭氧已超过PM2.5，成
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首要污
染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
宇表示，近几年，臭氧污染的
整体发展，集中表现为浓度持
续升高、轻度污染为主、区域
性特征明显。

臭氧污染日趋严重的原因

为什么近年来臭氧污染
愈发严重？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
应登表示，形成臭氧的氮氧化

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来源复杂，
前者主要来自机动车、发电
厂、工业窑炉等排放源，而后
者的排放源包括喷漆、餐饮油
烟、机动车排放等。

刘炳江称，近年来，高架
源的氮氧化物治理有一定成
效，但移动源和大量工业炉窑
排放下降不显著。而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来源多、分散，尚
未得到有效控制，且治理基础
薄弱，成效不是很明显。

此外，强日照、高气温、少
云量、弱风力、少降雨等不利
气象条件，会加速光化学反
应，造成臭氧浓度超标。

值得关注的还有全球臭
氧背景值的提升。柏仇勇解
释称，近年来，全球臭氧背景
浓度呈增长趋势，年均上升1
微克左右，这主要与全球气候
变暖、人为污染排放，以及区
域大范围传输等因素有关。

另外，王跃思说，当大气
中PM2.5浓度显著下降时，会
导致光辐射增强、臭氧消耗减
少，也会加剧臭氧污染。

控制臭氧污染要做到
时间、空间、行业“三精准”

据了解，对于控制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各地存在源头控
制力度不足、无组织排放突
出、治污设施简易低效、运行
管理不规范、监测监控不到位
等问题。

在氮氧化物减排方面，彭
应登认为，应尽可能减少机动
车的使用。“特别是应减少柴
油车的使用量。不过，如何在
百姓出行需求和环保之间找
到最佳平衡点，需要加强探
索。”

针对治理中的难点问题，
生态环境部日前表示，将会针
对臭氧污染开展2020年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攻坚行动。

刘炳江表示，控制臭氧污
染要做到时间精准、空间精
准、行业精准。时间上聚焦臭
氧污染严重的夏季，即6月至9
月；空间上聚焦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行业上聚
焦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
印刷和油品储运销。

记者了解到，各地已开始
采取应对措施。如广东省通
过对重点企业现场帮扶、遥感
监测超标柴油车等方式，加强
重点区域氮氧化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的减排；山西通过防范
泄漏、强化执法、合理作业、加
强监测等举措，推进臭氧污染
治理工作。

彭应登表示，城市与城
市之间存在传输影响，仅靠
控制一个城市不能达到区域
臭氧污染治理的明显效果，
必须形成区域联动和协同防
控机制。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张永波说：“一方面要
加强与PM2.5的协同治理；另
一方面，也要加强氮氧化物与
挥发性有机物的协同治理。”

普通公众该如何防范臭
氧污染对身体的损害？柏仇
勇说，臭氧超标时段一般集中
在午后气温较高、阳光较强
时，在此期间应尽量减少外出
及室外活动。王跃思建议，患
有呼吸道或基础性疾病、运动
人群尽量不要在臭氧污染严
重时段外出活动。夏季跑步
最好选择早晨6时至8时，开窗
通风也尽量不要选择中午。

城市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 但臭氧浓度却逐年上升

警惕夏季空气首要污染物：臭氧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
电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
局、农业农村部10日共同发布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
报》。国务院新闻办当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赵英民介绍，广东、浙
江、江苏、山东和河北五省污
染 源 数 量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52.94%。

赵英民介绍，2017年底，
全国各类污染源数量358.32万
个（不含移动源）。其中工业
源247.74万个，生活源63.95万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37.88万
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8.4万
个；以行政区为单位的普查对
象数量3497个。

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数据同口径相比，2017年二
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
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
分别下降了72%、46%和34%。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的标准时点是2007年12月31
日，此次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7
年12月31日。污染源整体情
况有哪些变化？

赵英民在国务院新闻办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
下降。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数据同口径相比，2017年
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
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
年 分 别 下 降 了 72%、46%和
34%，体现了近年来污染防治
取得的巨大成效。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成效
显著。一方面重点行业产能
集中度提高，和2007年相比，
全国造纸、钢铁、水泥等行业
的产品产量分别增加61%、
50%和71%，企业数量分别减
少24%、50%和37%。另一方
面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大幅下降，造纸行业化学需
氧量减少84%，钢铁行业二氧
化硫减少54%，水泥行业氮氧
化物减少23%。

“经济发展质量在提升。

企业数量少了，但是产能集中
度高了，在产品产量增加的同
时，污染物排放量在大幅度下
降，也就是单位产品的排污量
在大幅下降。”赵英民说。

三是污染治理能力明显
提升。工业企业废水处理、脱
硫、除尘等设施数量分别是
2007年的2.4倍、3.3倍和5倍。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
污染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如城
镇污水处理厂的数量增加了
5.4倍，处理能力增加1.7倍，实
际污水处理量增加了2.1倍，城
镇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去除
率由2007年的28%提高到了
2017年的67%。

赵英民说，普查也反映出
当前环境污染存在的问题。一
是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颗粒
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这四项污染
物的排放量都超过了千万吨，
而这四项污染物对当前大气和
水环境质量改善都至关重要。
这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二是农业源、生活源对水

污染物排放贡献比较大，机动
车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贡献大，
工业、生活和机动车对挥发性
有机物的贡献大。这些污染
源涉及的主体多，很多是无组
织排放或者是面源排放，因此
治理和监管的难度都比较大。

三是农村和西部环保基
础设施相对全国或者相对东
部地区仍然滞后，需要进一步
加大投资力度。

四是重点流域和重点区
域的排放强度大，这些流域区
域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任
务艰巨。

五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

赵英民说，本次普查摸清
了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掌握
了各类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
理情况，健全了重点污染源档
案和污染源信息数据库。普查
成果对当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支撑今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布

广东等5省污染源数超全国总数五成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
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2.4%，涨幅比上月回落0.9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10.6%，涨幅回落4.2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
月相同。

统计显示，食品中，猪肉价格
同比上涨81.7%，涨幅比上月回落
15.2个百分点；牛肉、羊肉、鸡肉和
鸭肉价格上涨4.4%至19.4%，涨幅
均有所回落；鲜果、鸡蛋和鲜菜价
格同比分别下降19.3%、14.5%和
8.5%，降幅均有所扩大。

非食品中，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2%
和2.1%，交通和通信、居住、衣着
价格分别下降5.1%、0.5%和0.4%。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5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下降3.7%，环比下降0.4%。

5月份CPI
同比上涨2.4%

国内油价调整
大概率“六连停”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经
济参考报》6月10日刊发题为《国
内油价调整大概率“六连停”》的报
道。文章称，6月11日，国内成品
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经济参
考报》记者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
解到，由于本计价周期内的原油均
价难以突破40美元/桶的地板价，
本次大概率将不作调整，迎来“六
连停”。

隆众资讯油品分析师李彦表
示，截至6月8日原油综合变化率
为13.54%，对应上调幅度为430元
/吨。目前测算的挂靠国际原油均
价为38.35美元/桶，依然低于40美
元/桶，且最近国际油价走势转跌，
本轮调价或将继续搁浅。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
也预计本周期原油均价或难以突
破40美元/桶的地板价限制，6月
11日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上
调的可能性较低。

据新华社香港6月10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警务处10日凌晨发布
新闻公告表示，警方于9日晚至10
日凌晨共拘捕53人，包括36男17
女，他们涉嫌参与非法集结及参与
未经批准集结。

有大批非法示威者9日晚在
香港中环一带聚集，不断叫嚣并多
次堵塞马路。香港警方说，自9日
晚6时起，非法示威者先在遮打花
园集结，无视路上正在行驶的车
辆，走上德辅道中、雪厂街等多条
马路，并以杂物堵塞行车线。

警方在公告中说，警方多次进
行驱散及执法行动，要求人群返回
行人路，但仍有人拒绝听从警方指
示，在警察离开现场后，再度走上
多条马路堵塞行车线。警方遂使
用最低所需武力作出驱散行动。

涉嫌参与非法集结及未经批准集结

香港53人被拘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