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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尾气污染及防治对策

罗 瑞

河北尚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 石家庄市 050091

当前，中国的经济飞跃式发展，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基础设施体系正在逐步的完

善，交通网路纵横交错，机动车成为了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机动车尾气污染，无形中对生态环境，民众生活造成

了严重的影响。而如何有效的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对相关监管单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本文围绕机动

车尾气污染排放的问题及防治措施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力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贡献出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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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由机动车引发的尾气污

染问题也日益严峻，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与生活，

生活便捷度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活质量却受到了影响，

这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保持现有生活便捷度的同

时，加之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机动车保有量还

会持续增加，如何处理好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问题，这

是当前社会的一大研究热点，也是难点，尤其是在城市

中，机动车保有量更多，也是人口高度聚集地，对成千

上万的人身体健康有着直接、广泛的影响，事关重大。

1 机动车尾气的主要污染成分及其危害

一氧化碳（CO）污染和危害

因机动车燃油燃烧不充分而产生的CO气体，是机动

车尾气的一个主要成分，也是机动车尾气对人体产生较

大危害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作为常见的有毒有害气

体，CO与人类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具有很好的亲和力，当

人类吸入机动车尾气后，尾气中的CO气体会迅速与人类

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发生化学反应，使之转化为碳氧血红

蛋白，携氧能力显著下降，无法正常进行氧气交换，从

而导致人体血液中的含氧量大幅度减少。若短期内吸入

少量的CO气体，则会导致人体产生乏困、头痛、恶心、

眩晕等症状，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若持续性吸入少

量的CO气体，则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引发记

忆力衰退或其他类型的神经性疾病；若短期内吸入大量

的CO气体，则会导致人体因严重缺氧而昏迷，若不能及

时救治，则会引发脑损伤、窒息性死亡等严重后果。

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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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尾气对人类身体健康及生活环境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机动车尾气中的二氧化硫是一种具有强烈刺

激味道的气体，不仅使人闻起来不舒服，而且当它达

到一定浓度时还会导致“酸雨”的产生，当“酸雨”过

多时极有可能造成人类及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和土壤酸

化，影响农作物和花草树木的生长，最终还是会反作用

于人类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不良影响。机动车尾气中所

含的二氧化碳是现代城市产生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1]。

二氧化碳能够吸收太阳光及其产生的热能，而阻止能量

反射，从而实现保温、升温的作用。一定量的二氧化碳

是地球能够适宜人类居住的基本条件之一，但过多的二

氧化碳则会产生温室效应，使地球加速升温、过热，导

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现象的发生，对

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十分严峻的问题。此外，机动车尾气

中其他有机化学气体和悬浮颗粒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直

接影响。机动车尾气中还含有一些强致癌物，容易使接

触到的人患上肺癌，以及其他如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

等呼吸系统疾病。一些悬浮颗粒物还可能对人体的生殖

系统、神经系统、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等产生不可逆的

危害。总而言之，机动车尾气对人体健康有着不良的影

响，且影响是多方位、不可逆的。机动车尾气不仅影响

着人体健康，对植物也有着毒害作用。机动车尾气中的

过氧乙酯基硝酸酯会导致植物叶片出现枯斑和病斑，影

响植物开花结果，甚至导致植物基因病变，一些农作物

被人类当做食物食用后，也会反作用于人体。

铅(Pb)污染及危害

汽油和柴油是机动车所需的燃油，汽油和柴油的物

理化学稳定性差，容易挥发和燃烧爆炸。为了钝化汽油

和柴油使其变得相对稳定，通常会按照0.2%～0.5%的浓

度在机动车燃油中加入四乙基铅。四乙基铅在发动机燃

烧室燃烧后会产生氧化铅并在燃烧室中沉积形成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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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灰的存在会增大发动机部件摩擦系数引起燃烧室过热

和磨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常会同时在燃油中加入

导出剂将燃油中的Pb转变为含Pb的挥发物随着尾气排入

大气中。Pb属于国家认定的5种严重有毒重金属之一，机

动车尾气中的Pb元素进入人体会直接抑制人体血红素的

形成导致人体出现贫血，而且Pb元素会随着血液循环进

入人体全身器官，危害人体末梢和中枢神经系统、也会

危害人体免疫系统，严重时会引起铅型肾病。

2 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存在的问题

机动车尾气污染法律法规及管控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中国关于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不

多，与之相关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各地区结合实际所

指定的地方性法规，如《广州市机动车排期排气污染防

治规定》、上海市《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总的来说，中国及各地方已有一定的关于防治机动

车尾气污染的法律法规，但操作性不强，国家层面的法

律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规范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并规定

具有由省级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然而环保部门要想做好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督管理还

需要其他如公安部门、工商部门、交通部门等部门的配

合，而各部门又相对业务独立，环保部门与各部门也是

平级关系，没有一个有效的部门或组织可以将各部门协

调好，由此造成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问题难以真正落到

实处，制约了机动车尾气排放防控工作的开展[2]。此外，

还有很多地区没有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致的

有关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控法规，对机动车购买登记、检

测、环保问题管理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无法

可依的情况下，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控工作推动困难。

当前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

当前城市发展对于大气造成的污染，主要包括工业

企业排放、煤炭资源燃烧以及机动车尾气排放。随着城

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呈现出逐年增长

的趋势。城市大气污染中较大的污染来源就是机动车尾

气，且机动车尾气在大气污染中的比重逐渐发生着结构

性变化。比如，上海市在中心地区进行机动车尾气排放

检测，发现大气污染物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

合物的分担率达到了86%、57%、95%；北京市进行机动

车尾气排放检测后发现，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

合物的分担率分别为64%、47%、74%。在我国一二线城

市中，大气污染程度大致都差不多。2019年，全国机动

车保有量达到3.48亿辆，比2018年增长6.4%，其中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到281.0万辆。全国机动车四项污染物排放

总量为1603.8万吨，其中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

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771.6万吨、189.2万吨、635.6万

吨、7.4万吨。由此可见，必须要加强机动车尾气尾气污

染治理，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防治策略

定期进行机动车保养

机动车在出厂之前虽然能够达到国家制定得排放标

准，但是随着机动车使用年限的增长，机动车发动机功

能性组件性能会因为长期磨损、老化、腐蚀等因素逐渐

降低。与此同时，车主开车习惯和保养意识不足也是导

致机动车整体状况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要对机

动车开展定期维修保养工作，对于发动机要定期进行机

油机滤更换，让机动车能够有良好的运行工况，将机动

车尾气排放大大降低。

严控燃油质量，改善燃油处理技术

我国从本世纪初开始严控机动车燃油质量，全面禁止

含Pb燃油在机动车中使用，今后有关部门仍然要严格按照

国家规定开展执行燃油质量把控工作，防止不达标燃油流

入市场[3]。同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燃油添加剂的科研

支持力度，研发新型的燃油添加剂以降低燃油的挥发性和

Pb排放。例如：近年来出现的甲基叔丁基醚可以有效降低

燃油挥发性并提升辛烷值使得燃油的燃烧变得更加充分从

而降低尾气量。今后我国应持续对燃油质量进行严控，还

要加大对燃油添加剂的科研支持力度，不断改善燃油质量

和燃烧效率，从而减少尾气的排放量。

采用先进技术促进机动车尾气排放状况改善

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除了要严控生产、销售、使

用、维修全过程外，还要不断创新技术，用技术促进机

动车尾气排放状况。首先要设定合理的技术政策，给企

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或其他方面的扶持使企业不断研发、

改进、创新工艺技术，使车辆在生产源头便做好尾气的

控制和管理工作，提高企业自觉进行尾气控制的积极性

和环保意识。其次，大力支持燃油喷射技术和净化技术

的改进，进一步提高机动车尾气净化效率。同时还要在

规范机动车检修保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机动车检测和

维修技术，通过维修和保养技术确保机动车保持良好状

态，以控制和减少尾气排放污染。

改善燃油处理技术和健全机动车环境

管理的体系从实际情况来看，相较于新能源汽车，

国人依然更青睐燃油汽车，因此，改善燃油处理技术仍

是短期内应对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基于对

燃油成分、污染物产生机理的深入研究，科研人员认为

“降硫、降烯烃、优化燃油组分”是改善燃油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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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通过选择性裂化控制、

氢转移反应控制、催化裂化原料加氢预处理、选择性脱

硫、研发燃油清洁剂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实现燃油的降

硫、降烯烃处理，以此提高燃油品质，减少燃油燃烧后

的污染物排放量，达到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的目的。此

外，从机动车环境管理体系构建与完善的层面出发，还

可以通过健全机动车油品、油耗、排放标准，加强非标

燃油销售、使用的管理力度，加强机动车维修保养的监

管力度，运用遥感检测技术手段强化机动车尾气路检力

度等措施，进一步构建系统、完善的机动车环境管理体

系，全面提升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防治力度[4]。

总结

总而言之，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问题一直是影响环

境的重要因素，必须要采取措施有效控制。当前对于健康

理念的不断深入，社会大众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不管是

从自身做好健康维护还是从治理大气污染的角度减少污染

源排放，都要求要认清当前形势，并采取不同方法和措施

解决这类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相关

情况及其对人体健康的相关危害，从多个方面提出优化建

议，希望能够实现对机动车污染的有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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