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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中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形势

二．中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现状

三．下一步工作展望



主要内容

一．中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形势

（一）形势严峻

（二）成因复杂

（三）标本兼治



（一）形势严峻

来源：百度

空气重污染分布广



序
号

城市 pm2.5

(ug/m3)

1 邢台河北 213.48

2 石家庄河北 209.29

3 保定河北 182.00

4 宜昌湖北 163.28

5 邯郸河北 157.02

6 衡水河北 150.20

7 宝鸡陕西 142.14

8 平顶山河南 141.03

9 廊坊河北 140.88

10 荆州湖北 140.87

2014年第一季度
pm2.5排名



来源：国家气象中心

频发、持续时间长



形成雾霾的气象原因：

一是相对湿度比较大，空气中水汽含

量比较高；

二是大气处于静稳状态，不利于大气

中悬浮颗粒物的扩散稀释，容易在

城区和近郊区周边积累；

三是垂直方向上出现逆温，空气中悬

浮颗粒物难以向高空飘散而被阻滞

在低空和近地面；

四是要有降温等气象条件。

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产生霾。如春季北

方的沙尘暴、夏季的光化学反应、

秋季秸秆焚烧等都会引起霾，冬季

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更容易形成

霾。

（二）成因复杂



天灾

• 降水日数总体程减少趋势（中东部地区-4d/10a）；
• 平均风速呈减小趋势（-0.5 ～ -0.1m/s/10a）；
• 静风日增加（长江流域10d/10a，东北、华北、华南0-10d/10a）；
• 大风日减少（北方10d/10a，南方0-5d/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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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加速

排放急剧
上升

霾日数为中国东部区域（110oE以东）

城市化、工业化、机动化

能源消费量大幅度增加

城市通风廊道减少，大气

污染物易在城市内部聚集

“成霾的门槛降低了”，

原本应该成雨的天气过程，

因细粒子数增多分散了雨

滴，转而成霾

人祸



（三）标本兼治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年9月）

• 经过五年努力，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 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

——通过应急为治本措施赢得时间

明确目标 由上到下全力推进 重点区域先行 标本兼治



《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2012年10月）

建立区域大气污染预警应急机制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年9月）

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

新修订《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

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稿

重污染天气应对：应急职责、应急预案、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公民义务、

应急监督



主要内容

二、中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现状

（一）逐步规范管理

（二）积极探索实践

（三）效果初步显现

（四）问题依然突出



序号 文件 印发时间

1 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2013.5.7

2 关于做好大气污染源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 2013.6.26

3 关于发布《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 2013.8.14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2013.9.10

5 关于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2013.9.13

6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2013.9.18

7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方案 2013.9.27

8 关于做好2013年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2013.11.1

9 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3.11.18

10 关于做好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 2013.12.6

11 关于做好重污染天气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 2014.1.20

12 关于春节期间加强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 2014.1.23

13 关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 2014.3.25

（一）逐步规范管理

1、印发相关文件



《指导意见》五部分11条：

 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

 因地制宜，强化应急准备

 快速反应，做好预警和响应工作

 依法进行信息公开，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严格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２、重点区域预案备案、评估



研究制定预案

要素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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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预案落实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



2013年11月1日-2014年3月31日京津冀地区预警情况

预警级别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保定 邢台 廊坊 邯郸 衡水 唐山

红色
次数 0 0 0 0 0 0 0 0 0

发布天数 0 0 0 0 0 0 0 0 0

橙色
次数 1 0 2 1 3 0 1 2 0

发布天数 6 0 11 5 12 0 5 11 0

黄色
次数 2 2 8 10 7 6 5 4 2

发布天数 6 8 17 39 16 28 10 21 9

蓝色
次数 7 0 2 0 0 1 1 0 1

发布天数 7 0 2 0 0 2 1 0 1

合计
次数 10 2 12 11 10 7 7 6 3

发布天数 19 8 30 44 28 30 16 32 10

跟踪调度京津冀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情况



4、开展调研、交流、培训



1. 构建领导组织架构——区域协调小组、应急指挥部

2. 编制完善应急预案体系(16省级,102个城市) 

3. 提升监测预警能力（161个城市884点位）

4.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启动预警方案;执法检查）

5. 积累了经验
北京：宣传小册子、提前介入预报工作

天津：一厂一策

河北：分污染区域

保定市：长期应急、建立监测预报预警和评估治理的大气质量智能管理平台

上海：强大的科研力量支撑

（二）积极探索实践



削峰降频；以治标促治本、以应急促管理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减排——工业、城市扬尘、道路扬尘、油烟治

理、露天焚烧、烟花爆竹

应急体系初步建立——应对相对有序

初步形成了预案体系——预案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

预警监测体系初步建立——重点区域具备了预警能力（）

应急响应深度广度不断扩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广大公众、城市

和农村

推动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建、交通、规划、卫生、教育

促进了农村环保工作的开展——秸秆焚烧、垃圾焚烧

促进了环境监管水平的提高——部门合力、齐抓共管

提高了公众认识水平——专家、公众、企事业单位

（三）效果初步显现



1. 认识、概念不统一

2. 组织机构的权威性不够高

3. 预案体系不健全

4. 预警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善

5. 预案文本质量不够高

6. 应急响应措施实施支撑不足

7. 总结工作不深入、应急效果底数不清

8. 预案管理不够规范

（四）问题依然突出

急事不急、效果不明显



主要内容

三、下一步工作展望

（一）提高思想认识，准确定位应急管理

（二）强化政府组织协调力度，完善工作机制

（三）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提高应急预案质量

（四）加强演练、评估和应对实践，提高管理水平

（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技术、人才队伍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