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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数据使用还有
哪些方式？

马军：现在有了较全面
的PM2.5数据，可借助这些
数据更清楚、细致地判断污
染源头是哪儿，制定有针对
性的措施，最后安排减排。

北京制定了到 2020 年
的减排行动方案，希望这
一方案最终不只是图纸，
而是有着更多公开透明内
容的方案，让公众也参与
进来。

新京报：公众怎么参与
到政府的减排行为中来？

马军：作为公民，可以
监督方案执行的效果，但需
要政府的减排过程更透明。

新京报：PM2.5数据怎
么促进减排？

马军：PM2.5 的监测、
信息公布的方式等等，最终
都要落实到减排上。减排
是公布 PM2.5 数据的最终
目的，因此我们不是了解空
气有多差就够了，而是应该
通过这些数据，实现污染一
天天减少，直到对生活没有
很大的影响。

新京报：你们所做的污
染源随手拍和污染源定位
工作，目的是什么？

马军：对于减排来说，
识别污染源格外重要，我们
利用微博让市民随手拍大
街上的渣土车遗撒行为和
工地扬尘行为，此外，也在
和天津及周边地区的环保
组织一起合作定位污染源，
并形成社会压力。

【谈应用】

应完善灰霾预警体系

“PM2.5数据公布要通俗易懂”
环保人士马军称，数据公布应让公众容易理解、学会使用，最终实现减排目标

新京报：北京已公布了
35 个站点的 PM2.5 数据，
你如何评价政府在数据公
开上的行为？

马军：这是重大的进
展，是北京在环境信息公开
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真正
体现了保护公众健康放在
第一位的理念。现在公布
的是每个点，每小时一报的
数据，这种实时数据可以更
好地成为公众保护自己健
康的参考，当然也会反映一
些严重问题。前两天，良乡
等一些地方的 PM2.5 数据
都到了 440 了，是非常危险
的程度。但这些高的数据
体现了通过信息公开保障
公众健康第一位的原则。

新京报：现在全国各大城
市PM2.5发布的情况如何？

马军：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的城市群已经取得
了不错的进展，而且各个城

市的发布都各有特色。
广东省很突出，多个城

市都实现了在地图上公布
多个点，广州和深圳也都有
超过 10个、11个点的发布，
这些点的小时播报结合了
电子地图，当时是走在全国
最前的。

上海后来也发布了 10
个点，但有些指标还不够全。

新京报：北京的数据发布
和其他城市相比有什么特色？

马军：北京发布了 35
个点，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也
没那么多，而且北京公布了
交通污染站点和区域站点
的数据，这些特色站点的标
注非常重要。北京有 500
多万辆机动车的尾气排放，
因此，交通站和区域站的数
据对公众可以有参考，也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有利于找
到大气污染扩散规律，制定
相应的治理方案。

新京报：北京尚未描述
PM2.5浓度意味着什么，普
通市民是否会看不懂？

马军：的确，数据的用户
友好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
期待能用新标准解读数据，
让公众知道什么样的日均值
浓度对应了什么污染级别。

在美国等国家，有全国污
染实时颜色变化图，它公布的
是整个区域状态，每小时演变
用动画的形式演化出来。

北京公布了很多点的
数据，可以制作颜色实时变
化的地图，希望能在这块研
发，让数据通俗易懂。

新京报：普通市民该如
何阅读这些原始数据？

马军：普通市民要关心
空气质量的话，可以点击自

己生活工作区域的站点。
国标是根据 24 小时平均值
算的，75微克以下为达标，因
此，如果日均值在75微克立
方米以上的话就要注意了。

新京报：你们是否跟踪
了北京最近发布的 PM2.5
数据？有什么特点？

马军：我们简单地看了，
也发现了一些特点。比如之
前有人说，PM2.5的分布是均
匀的，没必要做那么多点位
监测，但我们发现点位间数
据差别很大，有时达好几倍。

此外，交通站和区域站
也很有特点，一些区域站点
的污染程度甚至比市内还要
高，而当地没有那么密集的
车流人流，到底是什么因素
起作用，可以进一步研究。

新京报：PM2.5数据已
经公布了，接下来该做什么？

马军：一种数据在使用
前，数据本身是没有用的。
既然政府投入了这么大的
精力发布监测数据，那就必
须要为大家广泛使用才有
意义。对于政府来说，下一
步应在用户友好性上扩展，
从现在的点位发布到下一
步的颜色标注甚至区域变
化模型图示，也可以开发手
机的应用程序，或者微博等
各种新媒体平台使用数据。

关心环境问题的市民、
机构、NGO等，应现在开始
学习使用这些数据，合力推
动这些数据更好地利用。

新京报：除了友好性外，
今后能公开更多的内容吗？

马军：全国没有统一的
PM2.5 发布平台，各地制作
了自己的发布系统，这就形
成了两地数据对比上的困

难，这个要在政府层面加以
协调。

数据对比有很大的研
究价值，巴黎提供了几十年
来的PM2.5历史数据，不光
政府系统下的研究人员，社
会上有研究能力的人都可
以研究这些数据，但我们前
一天的内容已经看不见了。

新京报：在数据使用
上，政府该做的就是完善发
布系统？

马军：对于政府来说，
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监测
发布系统；另一方面，应制
定相应的警示系统，类似暴
雨预警一样，在灰霾严重时
发出警报，倡导人们在灰霾
天时绿色出行等，此外中小
学生的体育课应该在室内
上，现在一些国际学校已经
在做了，他们自己借用数据
在预防，但我们的教育体系
要有教委的文件才行。

近日，北京已公布了所有35个站点的PM2.5数据的
实时浓度和滚动日均值。

这些 PM2.5 数据意味着什么？该怎么使用这些数
据？北京市在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方面处于全国什么位
置？数据公开如何促进减排？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
对话了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环保人士，公众与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 对话动机

■ 对话人物

马军 非盈利环境机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曾组织开发并运行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
染地图”两个数据库，汇集全国各省市水和大气数据，排
放及污染源信息，以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谈作用】

实时数据公众可参考

【谈解读】

均值超75微克应注意
【谈目的】

公布数据最终为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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