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前重点城市力争
率先开展PM2.5监测；目前9
个已监测灰霾的试点省市，
PM2.5监测超标状况较为严
重。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
召开期间，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站长罗毅做出上述表示。

罗毅介绍，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从 2007 年起就布置
开展了对灰霾及PM2.5的长
期监测，选取了天津、上海、
重庆、广东、深圳、广州、苏
州、南京等 9 个已有监测工

作基础和监测能力的省市，
自2008年1月1日开始开展
试点监测工作。

2010 年灰霾试点监测
的结果表明，2010 年各试点
城市发生灰霾天数占全年天
数 的 比 例 介 于 20.5% 至
52.3%之间，城市灰霾天气出
现频率较高，各地灰霾天数存
在的差异主要受气象因素影
响。总体而言，试点城市的
PM2.5超标状况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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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公布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
北京市环保局表示，将实时发布包括PM10在内三项常规污染物的每小时浓度

本报讯 昨天，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
记刘淇与来京调研的环保部
部长周生贤一行座谈。刘淇
强调，北京市将在空气质量
持续好转的基础上，顺应人
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以降低PM2.5（细颗
粒物）为重点，打一场提升空
气质量的攻坚战。北京市委
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参加。

当天，北京市环保局表
示，计划在春节前，首先开始
实时发布包括 PM10 在内三
项常规污染物的每小时浓
度，并同时公布 PM2.5 的研
究性监测数据，供市民参考。

刘淇
以降低PM2.5为重点

刘 淇 说 ，从 1998 年 至
今，北京连续实施了 16 个阶
段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空
气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刘淇强调，北京市将在
空气质量持续好转的基础
上，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加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降低
PM2.5 为重点，打一场提升
空气质量的攻坚战。

他说，十几年来，北京
大 气 治 理 取 得 了 积 极 进
展。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
北京的空气质量与首都科
学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相比，还存在
着不小的差距。为此，北京
市提出了今年主要污染物
浓度下降 2%、“十二五”末
实现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
比例达到 80%的目标，面临
艰巨任务，需要我们进一步

做好大气治理工作。以降
低 PM2.5 为重点，打一场提
升空气质量的攻坚战，是一
项民生工程。要主动发布
PM2.5 等相关大气污染物监
测数据，主动制定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我们将加快出台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2 年 大 气 污 染 控 制 措
施）》，从调整经济结构、调整
能源结构、减少工地扬尘、严
控工业挥发物等方面入手，全
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
一步提升空气质量水平。

周生贤
政策支持北京治PM2.5

关于北京以降低 PM2.5
为重点提升空气质量工作，
周生贤指出，PM2.5 的扩散
和传输有其自身规律，涉及
内因和外因，还有极端天气
等复杂因素。北京的气候条
件、地理环境，以及人的生
产生活方式等都会对 PM2.5
的产生、扩散产生影响，需
要对其复杂成因进行具体分
析。环保部将从经济政策支
持等方面支持北京打好治理
PM2.5的主动仗。

郭金龙
扎实做好监测准备工作

郭金龙指出，北京将在
2013 年提前实施国家新的
空气质量标准，这就对首都
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提出了
更高、更严的要求。北京将
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表倒排工
期，扎实做好开展 PM2.5 和
臭氧监测的前期准备工作。

■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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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何时启动PM2.5监测？PM2.5监测如何发布？针对公众关心
的关于PM2.5监测的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北京是否已开始监测PM2.5？

PM2.5研究性监测已有5年

如何完善PM2.5发布方式？

各站点实时发布每小时数据北京市环保局表示，北
京市在 1984 年完成了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的初期建设并
投入运行，当时有 8 个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子站，主要分
布在当时的城八区。2000年
以后，北京开始逐步扩建完
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至奥
运会前，建成了27个环境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分布
在全市各个区县，开展例行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按照国家关于空气质量

监测的有关规范要求，监测
空气中的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
粒物（PM10）等，24 小时连
续自动监测。并于 1998 年
开始周报，1999 年开始发布
空气质量日报信息，2001 年
开始发布预报信息。

本报记者 金煜

北京已建27个空气监测站

PM2.5监测数据如何公布？

力争年底前建成全部监测站

■ 背景

北京市环保局表示，目
前，北京市还没有全面系统
地开展PM2.5常规监测。

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
防治进程，北京市环境保护
监测中心自 2006 年起，已
经开始利用综合观测实验

室对 PM2.5 进行研究性监
测。奥运会后，选择部分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在不
同 时 段 开 展 了 阶 段 性 的
PM2.5研究性监测。

对于 PM2.5“研究性监
测”的概念，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因为国家尚未出台
标准，在站点选择、仪器认证、
质量保证等一系列监测系统
中都尚无统一规定，因此只能
是“研究性”和“参考性”的。

启动 PM2.5 监测要从
四个方面做准备。一是申

请资金，订购监测设备；二
是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建设
站点、单机和系统调试；三
是升级市环保监测中心的
网站，调整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收集分析信息系统；四是
进行人员培训。

北京市环保局表示，将
按照国家新标准和监测技
术规范，从 5 个方面完善空
气质量信息发布方式。

一是发布纳入常规自
动监测范围的各项污染物
监测信息，包括PM2.5和臭
氧的监测数据；

二是借鉴国际通行做
法，将过去侧重发布全市一
个平均数据，改为发布各个
监测子站的数据，使市民能
够了解到自己生活区域的
空气质量情况；

三是由每天只发布一
个 24 小时平均值改为发布

各监测子站各项污染物的
每小时的数据；

四是以市环保监测中
心网站为依托，增设空气质
量信息专业发布平台；

五是改进空气质量信
息发布的提示语言，使之更
贴近市民生活，更好为市民

服务。
目前，北京市如同全国

其他城市一样，每日公布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和 PM10
可吸入颗粒物的日均值，但
尚未有城市实时地滚动公
开每小时浓度值。

本报记者 金煜

北京市环保局表示，
现在已经启动了 PM2.5 监
测网络建设，计划年底前
全 部 完 成 。 根 据 建 设 进
度，完成一个点站建设就
发布一个点站监测信息，
同时完善整体空气质量信

息发布方式。计划在春节
前，首先通过监测中心网
站等实时发布各监测子站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
氮（NO2）、可吸入颗粒物

（PM10）3 项常规污染物每
小时的浓度数据。同时公

布 综 合 观 测 实 验 室 的
PM2.5 研究性监测数据，供
市民参考。

国家新标准和相关监
测规范发布后，将按照监测
规范，利用现有仪器设备先
在 6 个 监 测 子 站 开 展

PM2.5 监测，同时发布实时
数据；根据监测设备采购、
调试工作进展，会逐步增加
PM2.5 监测子站，力争年底
前完成全市的 PM2.5 监测
站点建设并发布实时监测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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