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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克斌表示，重污染
天气并不是不可防、不可
控的。比如近期这次重
污染天气，四川充分利用
了这些年积累起来的科
技力量，对污染预警服务
范围变得更精准、更科
学、更有效，同时又充分
利用应急管控机制，加大
了短期内减排力度，以此
来重新适应下降的环境
容量，把一部分污染天变
回了优良天，把部分重污
染天转化为了轻污染天。

四川冬季空气质量为何反复？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解答原因及对策

11月24日、25日，根据四川省污染
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
于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全省已有
14市分批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及橙色
预警。

为何一到冬季四川空气质量就会
出现反复？有什么好的对策和建议
吗？11月25日，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解答。

冬季空气质量差
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贺克斌表示，冬季空气质量相对
于其他季节会变得更差一些，这是全
国都存在的问题。某种程度来讲，全
世界都有这样的特点，但程度有所不
同。具体而言，对于空气质量，特别是
关于今年PM2.5颗粒物的污染，它的核
心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污
染物排放量，另一个是气象条件，而这
两个因素发挥的核心作用是有所不同
的。

贺克斌解释，内因是排放，外因是
气象，冬季更容易形成静稳天气，使环
境容量降低。比如说四川近期遇到的
重污染过程，与夏季相比，环境容量仅
有夏季的1/5左右，也就是说能够消纳
污染排放的总量与夏季相比只有1/5左
右。因此，在气象条件下形成了一个特
殊困难时段。而在冬季，人们的正常生
活生产还要开展，以现有的结构性排放
和治理技术水平综合看，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将污染全部降下来，所以这就是冬
季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产生区域性污染，
甚至在短期时间范围里产生重度污染
的原因。

四川独特深盆地形
易形成污染积累

贺克斌表示，虽然冬季空气质量差
是全国都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四川处在

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岭、大巴山等山
脉环绕而成的盆地内，形成了全国独一
无二的深盆地形，和其他地区相比更容
易出现静稳、小风等独特的不利气象条
件，不利于消除污染物，但是有利于污
染积累。

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起到了两个
作用，一是增加污染物二次转化化学反
应的速度，二是湿度的增加、增湿过程
也会使颗粒物吸湿增长，造成的雾霾能
见度进一步降低，使公众在感官上会有
很差的感受。一到冬季，盆地内就出现
大范围的持续污染过程，这证明虽然大
气环境质量一直在改善，但污染物还未
减排到与不利气象条件完全脱钩的程
度，因此还需继续努力。

贺克斌表示，根据现在的研究，如
果要消除这种一定时段持续的污染过
程，污染物排放量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
进一步减少50%左右。如果要彻底消
除这种污染天气，排放量至少要在现有
基础上减去70~80%，并且还要结合一
定的空间布局和系统设计。众所周知，
在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
推进过程中，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一
些时间和过程。

重污染不是不可控
要重视减污降碳

贺克斌表示，重污染天气并不是
不可防、不可控的。比如这次重污染
天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年积累起
来的科技力量，对污染预警服务范围
变得更精准、更科学、更有效，同时又
充分利用应急管控机制，加大了短期
内减排力度，以此来重新适应下降的
环境容量，把一部分污染天变回了优
良天，把部分重污染天转化为了轻污
染天。

贺克斌认为，11月这次污染过程逆
温强度大，边界层已降低到200-300
米，风速减少到1米每秒以内，而相对湿
度部分时段、部分地区超过了90%，在
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提前减
排、共同减排、加大力度减排，管控起到
了削峰、延时的效果。

对未来四川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
贺克斌提出建议，考虑四川的自然条
件，在减排上还需继续下苦功夫，一定
程度上也体现四川大气污染防治的艰
巨性、复杂性以及长期性。因此，在未
来应该更加重视和充分利用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实际上在“双碳”目标的引
领下，更要进一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
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四川
在清洁能源上的优势。在结构调整方
面，要不断优化空间产业布局，结合“十
四五”严控“两高”项目。在移动源方
面，大力推动轨道化、电动化、清洁化，
增加新能源车辆的比例。在未来污染
减排方面，要推动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
改造和深度治理。在污染物方面，氮氧
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协同是
重点方向，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应
加大VOCs的减排力度，实质性使VOCs
大幅度下降。通过长期的基础性减排
和短期内提升应对能力，逐步地消除重
污染，就不会出现一到冬天空气质量就
反复的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
霏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11月
25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召开11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四川应对秋冬季重
污染天气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会上介绍，近几年，四川持续开展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应对重污染
天气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措施。
主要还是围绕“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
依法治污”。科学治污方面，每年印发
秋冬季攻坚方案，不断修订完善大气污
染源排放清单和应急减排清单，持续更
新完善“作战地图”。加密会商研判，提
前启动预警。精准治污方面，以PM2.5
浓度降低和重污染天数减少为目标，以
成都平原、川南和川东北地区为重点区
域，加强联防联控，实施规划、应急、环
评、执法、标准、监测“六统一”。持续开
展监督帮扶，帮助地方发现和解决问
题。大力实施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
管控，“奖先惩后”，坚决不搞“一刀
切”。依法治污方面，制定大气污染防
治法四川省实施办法，制定挥发性有机
物固定源、建设工地扬尘等地方标准，

采取明察暗访和“四不两直”现场执法
方式，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会上表示，虽然重污染天气形势在
不断发生变化，但关键还是抓预警、抓
减排。抓预警，就是打提前量，通过加
密会商和研判，及早启动应急预警，及

早开展应急减排，减缓污染物累积的速
度，减轻污染发生的程度，努力做到“削
峰延时”。抓减排，就是减排放总量，结
合应急预案和应急减排清单要求，依法
依规抓工业源停产、限产，依法依规抓
机动车禁行、限行，依法依规抓施工工

地停工、错峰施工等减排措施，减少社
会排放总量，减轻污染影响。

四川采取的新举措，主要突出“三
个聚焦”。一是进一步聚焦重点区域。
在三大区域基础上，从重点关注主城区
向郊区延伸，从以城市为主，向传输通
道县、市延伸。二是进一步聚焦重点领
域。工业领域，做好绩效分级，实施差
异化管控，标杆企业重污染天气期间放
心生产；工艺水平低、治理设施落后的，
要从严管控。鼓励引导企业加大治污
减排力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扬尘
源方面，推进精细化管控。移动源方
面，聚焦轨道化、电动化、清洁化，加强
老旧车淘汰、新能源车替代，进一步优
化交通运输结构，逐步推动降低公路运
输占比。三是聚焦优化执法，规范执
法。实行正面清单制度，实施分类监
管，轻微违法整改不处罚，故意违法严
厉打击、绝不姑息。进一步提升执法效
能，加大科技执法力度，推广非现场执
法手段，持续开展暗查暗访，保持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四川应对秋冬季重污染天气有新招

污染防治关注重点从主城区向郊区延伸

成都用洒水车洒水降尘。（资料照片）

贺克斌院士通过视频连线解答四川冬季空气质量反复的原因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