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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的对策思考

罗 瑞

河北尚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 石家庄市 050091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机动车保有量日益增多，但由此带来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问题也日益严

重。机动车尾气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对人类、动植物以及地球生存环境有着不可逆的不良影响，使人类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阐述机动车尾气污染所产生的危害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控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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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就目前来看，汽车已经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

具，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机动车的普及，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自2002年以来，汽车销售市场不

断升温，其数量呈现指数式增长，但是就我国机动车尾

气污染控制水平而言，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

距，例如，城市乡村公路道路的规划仍存在不完善的地

方，上下班时间段与春节假期，道路发生拥堵情况仍旧

极其严重，机动车的拥堵不仅会导致燃料消耗增加，也

会加剧环境污染，如此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提醒

人们必须提高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重视，同时采取积极

有效的治理措施，为人民生活、社会生产创造更加良好

的环境。

1 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危害

碳氢化合物（HC）污染和危害

因燃油燃烧不充分、燃油挥发、油路系统泄漏等原

因而产生的HC，也是机动车尾气的一个主要成分。受机

动车发动机运行状态的影响，机动车尾气中的HC浓度也

存在明显的波动性：若发动机保养较好且处于高速运转

状态，此时燃烧室内的燃油将会得到充分燃烧，尾气中

的HC浓度较低；若发动机未能定期保养且处于发动或怠

速状态，此时燃烧室内的燃油便无法充分燃烧，尾气中

的HC浓度较高 [1]。目前，机动车尾气中的HC主要为甲

烷、乙炔、丙烯、丁二烯、醛类、多环芳烃、苯类及其

衍生物等。这些物质随汽车尾气排放到大气中，将会对

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例如，甲烷过量

排放会加剧温室效应，从而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大部分HC都具有明显的刺激性气味，会对人类呼吸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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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定的危害，引发一系列呼吸道疾病；HC会在紫外光

的作用下，经过光化学反应生成具有一定毒性的淡蓝色

光化学烟雾，光化学烟雾会对人体的眼睛、呼吸系统造

成一定的损害，引发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疾病，若长期

大量吸入还会出现慢性中毒反应、免疫系统病变、细胞

畸变或癌变等严重问题。

氮氧化合物(NOx)和硫氧化合物(SOx)污染及危害

NOx和SOx也是机动车尾气含有的主要成分，机动车

尾气中的NOx主要是一氧化氮(NO)和二氧化氮(NO2)，其

中以NO为主，NO大约是NO2的9倍，NOx主要来自于燃油

燃烧产生的副产物。NO对人体的危害机理与CO相似，都

会与人体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破坏人体正常的血氧循

环危害人体健康。同时，NO还具有刺激性，被人体吸入

后会刺激人体上呼吸道粘膜、支气管粘膜和肺部引起炎

症。与CO不同的是，NO在自然界稳定性很差，会被空气

中的氧气氧化成为NO2。机动车尾气中的硫氧化合物主要

是二氧化硫(SO2)，其主要来自于燃油中的硫(S)燃烧时与

氧气(O2)反应生成。SO2是导致酸雨的元凶之一，会对建

筑物，农作物等造成危害，同时，SO2会在机动车尾气净

化装置催化剂的表面发生吸附堆积，造成催化剂无法与

尾气充分接触导致机动车尾气净化装置的功能降低。

颗粒物污染及危害

机动车尾气中含有大量直径在0.03～0.50μm的可吸

入性固体颗粒物。机动车尾气中的可吸入性固体颗粒物

是成分比较复杂的复合物，主要包括：含碳颗粒物、高

分子化合物以及其他未知的成分，其中高分子化合物对

大气中的细菌、病毒、挥发性物质和重金属具有吸附作

用。由于机动车尾气排放位置与人体呼吸带高度基本相

当，因此人体呼吸系统就成为了此类污染物最直接的侵

害对象。当人体吸入此类污染物质后会直接危害人体呼

吸系统，导致人体上呼吸道和肺部出现急性炎症，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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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造成肺水肿、肺细胞损伤等。此类污染物质不但会长

期存留在人体肺部，还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人体其他器

官。由于其吸附着较多细菌、病毒、挥发性物质及重金

属等，会大大增加人体患病的风险。

2 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存在的问题

车辆生产源头控制尾气污染方面缺失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缺乏相应的、具体的、

契合本地实际的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控法规和统一有效的

协调部门或机制，导致产生机动车尾气污染的一系列过

程都缺乏监管，包括车辆生产源头[2]。机动车尾气污染防

控应从生产、销售、使用、维修等系列环境进行控制，

目前中国的机动车在生产和进口环节主要由国家环境保

护部门进行尾气防控。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省级环保

部门就忽视了这一环节，没有从机动车生产环节进行有

效监督，导致新的机动车生产尾气排放污染控制这一环

节缺失。

碳氢化合物污染

机动车尾气排放中，碳氢化合物也是其中主要的污

染物种类。碳氢化合物中主要成分包括苯、醛类、丁二

烯、多环芳烃及醛类，这些物质经过呼吸系统进入到人

体内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的损伤。比如，人体吸

收过多的苯会对神经系统造成麻痹，人体会有头晕、恶

心等症状。碳氢化合物出现在机动车尾气中的原因是油

箱出现泄漏，挥发性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有气体释放，还

有就是燃烧室内的燃料释放导致。碳氢化合物浓度大小

主要受到机动车辆发动机运行状态影响，发动机在怠速

情况下没有充分燃烧气体，就会导致大量高浓度碳氢化

合物释放。

可吸入颗粒物污染和危害

除上述有毒有害物质外，机动车尾气中还含有大量

的、粒径在0.03～0.50μm的可吸入固体颗粒物。这些固

体颗粒物多为组成成分较为复杂的复合物，如高分子化合

物、含碳颗粒物等。其中，高分子化合物对空气中的重金

属、挥发性有毒气体、病毒、细菌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因机动车尾气悬浮高度与人类呼吸带高度相近，所以，汽

车尾气中的可吸入固体颗粒物极容易被人体吸入体内。此

时，吸附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大分子化合物就会对人体

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引发一系列的呼

吸系统疾病，如呼吸道或肺部急性炎症、肺泡损伤、肺水

肿等。此外，大分子化合物上附着的有毒有害物质还会随

着血液循环散布到人体各个器官当中，对器官的生理机能

造成危害，增大人体的患病概率[1]。

3 机动车污染防治的有效措施

使用机动车排气后处理技术

目前绝大多数汽油机的排气后处理系统采用三效催

化转化器，该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应用已经成熟。然而

随着汽油机稀薄燃烧技术开始得到应用，带来了如何在

富氧条件下降低NOx排放的新问题。其中一种技术是选择

性催化还原，即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剂在富氧条件下还

原NOx，但这种方法转化效率低，耐水及热稳定性差，

不利于大规模推广应用。另外一种技术是采用吸附还原

催化方法，该方法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能够保持较高的

NOx转化效率，但对于燃油中的含硫量比较敏感。由于

我国的油品品质普遍不高，因此对于稀燃汽油机的后处

理技术还有待继续开发完善。与汽油机相比，柴油机油

耗较低，温室气体排放也少。现在新型柴油机排出的二

氧化碳比汽油发动机要低20%，排出的CO、HC也较少，

但是，柴油机的NOx排放和微粒排放比汽油机严重，也成

为其发展的阻碍。相比汽油机，柴油机排放升级的技术

难度更大，从发达国家的使用经验来看，柴油机的后处

理技术主要有两种：EGR+DPF，或者SCR[3]。其中前者

对于柴油中的含硫量非常敏感，因此短期内不被业内看

好。而后者除了选择性催化还原转化器意外，还包括一

套独立的还原剂喷射系统，结构复杂且涉及多个零部件

以及供应商，对于系统集成的能力要求较高。如对于一

套完整的SCR系统来说，催化剂企业将催化剂涂敷到外购

的载体上以后，交给封装企业进行封装后再提供给主机

厂，主机厂再将催化系统和还原剂喷射系统集成。而喷

射系统本身包括了尿素罐、管路、传感器、喷射泵、喷

嘴以及控制器等诸多部件，因此整套系统是一个非常繁

杂的集成过程。和发动机的控制器发展趋势相似，部分

主机厂也开始倾向于采用独立或协作开发的后处理控制

策略，从而保证了自身技术的安全性及独特性。

逐步淘汰高排放车辆

对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控制应贯穿于生产、销售、检

测、维修全过程，那么在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

上，还可以通过年检、路检、抽检等方式来强化对机动

车的监管[4]。强化检查就需要建立适合各地区的、明确的

排放标准，建立环保标准分类管理，对超标机动车实行

逐步淘汰制度，同时对高排放机动车分区、分时限行，

以保证空气质量。

机动车制造企业应担负起环保责任

一方面，在机动车生产环节对机动车项目的技术申

报和加工生产等流程进行监管，确保机动车质量达到国

家规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另一方面，由国家环保部门对

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对机动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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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机构的日常工作进行严格规范，杜绝第三方机构从事

相关检测工作，同时，国家环保部门可派人入驻检测机

构协同开展检测工作，提升检测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检测

能力。最后，国家环保部门应积极牵头构建机动车环保

信息化系统，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对机动车尾气和发动

机检测信息的共享，在行业中逐渐淘汰老式发动机，鼓

励新型高效发动机的应用，提升发动机的燃烧效率。

结语

综上所述，机动车尾气的危害性主要来源于CO、

HC、NOx、SOx、Pb、可吸入颗粒物等对生态环境及人体

健康的危害。随着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日渐凸显以及人

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面对机动车数量不断增长的时

代发展趋势，国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通过完善制度，规

范法律、法规，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提升公众的环保

意识，强化新能源的开发及利用，强化城市街道绿化程

度，改善燃油处理技术和健全机动车环境管理的体系等

措施，全面提升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防治力度，以此促进

生态、经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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