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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目的及流程

为全面了解江苏省空气质量状况 给公众和政府机构提供区域空气质为全面了解江苏省空气质量状况，给公众和政府机构提供区域空气质

量的信息，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推动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共同提升空气

质量服务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编制了2011年江苏省清洁空气报告质量服务，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编制了2011年江苏省清洁空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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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稿 送审 征求意见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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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环保厅大气办、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心的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编制内容及主要章节

本报告对江苏省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污染的来源 影响与气候变化本报告对江苏省空气质量状况、空气污染的来源、影响与气候变化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空气质量管理的成就与挑战，提出了

未来优先管理措施 为政府综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未来优先管理措施，为政府综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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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1 • 地理与气候

2 • 城市化与人口

经济与产业3 • 经济与产业

能源4 • 能源

• 运输5 • 运输



第一章：概况

地理与气候

江苏省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1%。属于温带向
亚热带的过渡性气候，湿度相对较高，容易促进细小颗粒物的形成，亚热带的过渡性气候，湿度相对较高，容易促进细小颗粒物的形成，
故而易形成雾霾天气。

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与人口

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2011年，江苏省常住人口
789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9％，人口密度达766人/平方公里。



第一章：概况

经济与产业

江苏省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49110.27亿元，占全国10.4%，比2006年增
长125.9%。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二。长125.9%。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二。

能 源

2011年，2011年江苏省能源消耗总量为27588.97万吨标准煤，比2006
年增加了51.5%。2011年江苏工业能源消耗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9.8%。江
苏能源结构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量按比例依次为煤炭 焦炭苏能源结构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量按比例依次为煤炭、焦炭、
原油。

焦炭
9.3%

原油
8.8%

其他
0.8%

煤炭
81.1%



第一章：概况

运输

公路 河道 铁路 机场等运输发达 汽车数量增长速度快公路、河道、铁路、机场等运输发达。汽车数量增长速度快，
2011年汽车民用汽车拥有量达到1535.17万辆，比2006年上升
48.7%。民用运输船舶拥有量4.93万艘。

综上所述，江苏土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高，产业结构

中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占主导地位，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高，机动车、船舶保有量

大 尤其是沿江地区人口 产业密集 对空气质量有重要影响大，尤其是沿江地区人口、产业密集，对空气质量有重要影响。



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1 • 空气质量监测

2 • 空气质量报告

3 • 空气污染指数趋势3

4 •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水平4



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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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质量报告
序号 报告名称 公布载体 公布指标 更新频率

江苏环保网 江苏 污染指数（API） 首要污染物

空气质量报告
现已更新为城市

AQI日报

1 江苏省空气质量日报
江苏环保网、江苏

公共新闻频道
污染指数（API）、首要污染物、

污染级别、污染状况
每天

2 江苏省空气质量预报 江苏环保网
污染指数（API）、首要污染物、

每天2 江苏省空气质量预报 江苏环保网
（ ）

污染级别、污染状况
每天

3
江苏省环境空气质量

报
江苏环境监测网

污染物日均浓度范围、超标情况、
月均浓度范围 酸雨发生率 降 每月3

月报
江苏环境监测网 月均浓度范围、酸雨发生率、降

水pH值
每月

4
年度江苏省环境质量

报告书
江苏环保网、江苏

环境监测网
污染物超标情况、年均浓度、酸

雨发生率 降水pH值
每年

报告书 环境监测网 雨发生率、降水pH值

5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预警监测快报
内部资料

污染物日变化及小时浓度变化趋
势

逢污染天
气

现已更新，除浓度外，
还加入AQI评价结果

6 实时监测数据公布 江苏环保网
污染物小时平均浓度、24小时滑

动平均浓度
每小时



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污染指数趋势

2006-2011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呈递增趋势，影响空气质

空气污染指数趋势

量的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2011年，我省好于

二级天数为330天，占全年总天数的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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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水平
2011年，全省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为SO235微克/立方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水平

米、NO233微克/立方米、PM1093微克/立方米。13个省辖城市中有

1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二级标准，盐城市受PM10影响，环境空气质

量处于三级。

PM10浓度呈逐渐下降趋势，而
统计分析2001～2011年

三项主要污染物变化
SO2和NO2浓度呈波动变化，
SO2浓度略有下降，NO2浓度略
有上升。

统计分析2001～2011年
江苏省SO2、NO2和 冬季污染最重，春季、秋季次江苏省 、 和

PM10的季均值变化规律
冬季污染最重，春季、秋季次
之，夏季污染较轻



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发布
3月份 10月份 11月16日

17个点PM2 5等试运行 17个点AQI评价结果 72个点AQI评价结果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发布

17个点PM2.5等试运行

监测数据

17个点AQI评价结果 72个点AQI评价结果

各污染物1小时、 AQI实时报、各污染物12 AQI实时报、各污染物24
小时浓度曲线 AQI日报

各污染物 小时、
24小时浓度均值。

Q 实时报、各污染物
小时浓度曲线；AQI日报 小时浓度曲线；AQI日报；

城市AQI实时报
网页

AQI实时报 各污染物24IPad、
IPhone

各污染物1小时、
24小时浓度均值

AQI实时报、各污染物24
小时浓度曲线；AQI日报；

城市AQI实时报

AQI实时报、各污染物24
小时浓度曲线；AQI日报

13个省辖城市老三项
API日报发布

电视台 13个省辖城市AQI当日
报发布



第二章：空气质量状况

数据采集与发布：分层采集、同步实施，采用网页、电视台、IPad、

IPhone等多元化的形式发布。

网页发布 电视台发布

IPAD版本发布 IPhone版本发布



第三章：空气污染的来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1 • 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2 •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

3 • 国控废气污染源3

4 •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现状

5 • 源解析

温室气体排放量6 • 温室气体排放量



第三章：空气污染的来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分别阐述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污染物

排放量 国控废气污染源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现状排放量、国控废气污染源、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现状。

SO2排放 NOx排放 烟（粉）尘排放SO2排放 NOx排放 烟（粉）尘排放

工业占比 97.33% 77.86% 92.2%

生活占比 2 65% 0 40% 1 9%生活占比 2.65% 0.40% 1.9%

机动车占比 21.71%



第三章：空气污染的来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

“十一五”期间 工业SO 和粉 烟尘排放量逐年减少 工业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

十一五 期间，工业SO2和粉、烟尘排放量逐年减少，工业

NOx排放量呈平稳趋势，2011年NOx排放量略有上升。

200

工业SO2排放量 工业粉、烟尘排放量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

100

150

万
吨

50

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第三章：空气污染的来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现状

2011年，江苏省机动车保有量为1648.9万辆，其中汽车、低

速汽车、摩托车分别占机动车总量的45.8%、1.5%和52.7%。速



第三章：空气污染的来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现状
2011年，全省机动车一氧化碳排放量为219.4万吨，碳氢化合物排放量为

吨 氮氧化物和 粒物排放 分别为 吨和 吨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现状

26.0万吨，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33.5万吨和2.9万吨。



第三章：空气污染的来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我省南京和无锡等城市的高校及环境管理部门近年来对其市区空

源

我省南京和无锡等城市的高校及环境管理部门近年来对其市区空

气中颗粒物进行了来源解析研究，另常州、苏州等市环境管理部门

也申请了相关课题 目前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中
解
析

也申请了相关课题，目前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中。

污染源对大气气溶胶PM10的贡献包括两方面，一是对PM10的直

接贡献；二是各源进入地面扬尘中，通过对扬尘造成的二次贡献。

汽车尘

冶炼

尘 其它源

接贡献；二是各源进入地面扬尘中，通过对扬尘造成的二次贡献。

建筑尘
35.45%

硫酸盐
5.43%

汽车尘
4.61%

海盐
1.91%

1.69% 8.51%

根据2005年研究成果《南京市主城区

煤烟尘
22 13%

土壤尘
20.27%

大气颗粒物来源探讨》可以看到，各

独立源中对南京市PM10的贡献率
22.13%



第四章：空气污染的影响和气候变化

1
•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 空气污染对经济的影响
2

• 空气污染对经济的影响

3
•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影响



第四章：空气污染的影响和气候变化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大气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是

多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呼吸道疾

病与生理机能障碍，以及眼鼻等

粘膜组织受到刺激而患病。



第四章：空气污染的影响和气候变化

空气污染对经济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2006年我国113个重点城市中大气PM10污染所

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高达3414.03亿元，早逝的经济损失最大（高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高达3414.03亿元，早逝的经济损失最大（高

达87.79%），其次是慢性支气管炎、内科门诊、心血管疾病和呼

吸系统疾病住院 其中 南京市健康损害折合经济损失约当年吸系统疾病住院。其中，南京市健康损害折合经济损失约当年

GDP2.9%。（陈仁杰等《我国113个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的健康

经济学评价》 《中国环境科学》2010年第3期）经济学评价》，《中国环境科学》2010年第3期）



第四章：空气污染的影响和气候变化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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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空气质量管理的成就与挑战

1 • 成就

2 • 相关方参与

挑战3 • 挑战

江苏清洁空气行动计划4 • 江苏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未来有限措施5 • 未来有限措施



第五章：空气质量管理的成就与挑战

工业污染工业污染

防治

秸秆污染其他大气污

防治染源防治 污染防治
成就

扬尘污染

防治

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 防治



第五章：空气质量管理的成就与挑战

工业污染防治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扬尘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扬尘污染防治

• 关停化工企业、小火
电机组

• 制定地方法规、出台地
方标准及相关文件 • 实施城市扬尘污染防电机组

• 优化能源结构
• 火电机组脱硫工程
• 电厂脱硝工程

方标准及相关文件
• 开展油气回收
• 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检

测

• 实施城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

• 征收扬尘排污费
• 加大了建筑施工扬尘电厂脱硝工程

• 工业除尘控制
• 环境准入

测
• 区域限行、黄标车淘汰
• 推进国IV标准实施

加大了建筑施工扬尘
控制力度

秸秆污染防治 其他大气污染防治

• 形成了省、市、县、
乡、村五级禁烧网络
体系

• 禁止在指定区域和指
定时间以外燃放烟花
爆竹体系

• 督查秸秆禁烧工作 • 试点安装油烟在线监
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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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能力环境管理能力

2010年8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的
意见》 明确了蓝天工程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蓝天工程的重点工作意见》，明确了蓝天工程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蓝天工程的重点工作。

2010年9月，省政府建立了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联席
会议由省级各有关政府部门和南京市政府组成（2012年扩大到各省辖
市政府 中 化 中 油江苏公市政府及中石化、中石油江苏公司）

2010年10月，省政府印发了《江苏省蓝天工程部门职责分工和
任务分解方案》，初步建设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以及“蓝天工
程”任务推进工作机制程 任务推进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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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3年2012年 2013年

重 先易后难

72个国控站仪器增
配、更新与备机购置

改造53个省控站

新建 个省 站 能重
点
先

先易后难
先紧后松

配、更新与备机购置

新建1个多参数站

新建1个省级质控中心

新建5个省界站

新建11个灰霾站

能
力
建先

行
新建 个省级质控中

新建26个质控站

改造10个农村站

建
设
项

• 国家投资40%，其余省级
国 控投

改造 个农村站 项
目

财政100%保障
国 控

• 省级财政按比例投资省 控
地方财政市 控

资
模
式

各级政府
共同承担

• 地方财政市 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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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参与

政府机构：参与机构包括各省辖市人民政府及省级其他政府部门。

学 监 心 学 究院 着学术机构：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及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同时承担着

大气环境科学研究工作，以及与多所高校合作课题研究。

企业：全省127家企业会员正式签订了《会员企业环保自律公约》。

公众、非政府组织：江苏省环保厅通过新闻宣传，每年在报纸、电台

、电视台、新闻网站发表稿件达2600余篇（条）。广泛普及环保知识

，吸引公众参与环保。

国际交流：多次与国际专家交流大气环境管理工作，省环保厅与美国

加州南岸空气质量管理局签署双边合作框架协议书。加州南岸空气质量管理局签署双边合作框架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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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VOCS强化观测与来源分析

蓝天工程

全省沿江重点城市空气复合污染状况研究
及灰霾污染来源初步分析

在
研

子课题

绿色青奥空气质量保障监控预警平台

研
课
题 省科技支持计划绿色青奥空气质量保障监控预警平台

基于高分辨率气溶胶监测系统的南京大气

题 省科技支持计划

基于高分辨率气溶胶监测系统的南京大气
细粒子生成演化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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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

大气污染复合型特征明显，治理难度加大。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格局短

挑 战

大气 染复合 特 明 ，治 难度加大。以煤炭为 源格局短

期难以改变，机动车保有量及成品油消费量迅猛增长，燃油品质落后；

工地、道路扬尘和秸秆焚烧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控制。工地、道路扬尘和秸秆焚烧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控制。

大气污染防治模式单一，亟待完善。大气污染治理以行政区划为单元

各自为政；SO NOx 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全面治理刚刚起，各自为政；SO2、NOx、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全面治理刚刚起

步，区域联防联控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亟待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和标准体系严重欠缺 基础研究工作严重滞后 底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和标准体系严重欠缺，基础研究工作严重滞后，底

数不清、机理不明、力度不够，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效还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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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江苏省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江苏省“十二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

《江苏省年度蓝天工程目标任务》

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年对大气污染防治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进行蓝天工程目标任务分解 年终进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进行蓝天工程目标任务分解，年终进行

任务落实情况总结，向省政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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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优先措施未来优先措施
修订机动车污染防治
条例，出台颗粒物污
染防治管 办法 改

完成南京及周边地区
大气复合污染成因及
对策研究 摸清重点

打牢政策法 打牢科学研

染防治管理办法，改
进建筑扬尘排污收费
办法，研究制订地方
标准

对策研究，摸清重点
区域的污染来源，深
度解析构成，指导治
污实践 加强污染源打牢政策法

规基础
打牢科学研

究基础
标准。 污实践；加强污染源

排放清单建设。

打牢监测监 实施八类治
以控制PM2 5为重点

打牢监测监
控基础

实施八类治
理工程

我省将根据新标准实
施要求加快完善监测

以控制PM2.5为重点，
围绕治理工业废气、机
动车和扬尘三大污染
源 实施八大类800多监控能力 源，实施八大类800多
个项目。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