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程项目管理·

137

浅析移动源污染及防治对策

孙彬峰

荆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中心 湖北 荆门 448124

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科技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这对他们的栖息条件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其中最直接的感觉便是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日益改善，机动车

保有量以及其他道路移动机械数量呈现出高速上升趋势，机动车发动机的废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环境品质改

善的最主要原因，而移动电源对大气环境污染的作用也更加突出明显，所以做好移动移动源污染防控，将持续提升海

洋生态环境品质，并成为市民幸福生活的重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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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移动源污染的重要成分主要有道路移动源污

染和非道路移动源污染，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对移动源污

染的核心治理，就必须先“开源节流”从源头上有效控

制污染排放量，然后再对现在移动源污染实施有效的控

制与整治。

1 移动源排放污染物的有害性

移动污染源分为以车辆为主的路面污染源，和和以

中国建筑和农业机械企业为主的其他路面移动源，燃料

动力则主要来自于汽车、柴油和燃气等。排放废物主要

包括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

和颗粒物(PM)等。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

物质，带有强放射性，在吸入体内时会与血浆中的血红

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从而使血红蛋白无法和

氧融合，进而导致机体组织发生缺血，造成人体的窒息

或者死亡[1]。氮氧化物主要是指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

它对人类呼吸系统有一定损害，并能引起病人的呼吸系

统功能障碍等。当碳氢化合物与氮氧化物在阳光紫外线

的共同影响下，会形成一层带有刺激性的淡蓝色烟雾，

即为光化学烟雾，些光化学烟雾对人类最明显的影响就

是刺激了眼部的上呼吸道黏膜，从而导致以眼部红肿为

宜的咽部炎症。微粒作为大气中PM2.5的主要贡献者，具

备着很大的吸收功能，可吸收各类金属尘埃、高致癌因

子苯并芘以及致病的细菌等，随呼吸道气体进入机体肺

部，导致呼吸系统的病变，还可直接触及皮下和眼部，

并堵塞了皮下的毛囊和汗腺，导致皮炎和眼结膜炎，甚

至引起角膜损害。而且，移动源污染的各种污染物间或

与空气中的其他组分结合，并产生耦合反应时，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也会呈指数型上升。

2 移动源污染的防治现状

移动源污染简介

移动缘污染可以在污染来源上可以被分为两种：道

路源污染还包括非道路源污染，其中道路源污染指的是

所有运行于一般公路、二级路、乡村或小道路上的客

车、火车、三轮车和摩托车等运输工具，而非道路源污

染则指的是所有航空器、船舶、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

以及不在高速公路上运行的移动源污染。一些运输工具

和设备，在运输过程中随着燃料的燃烧而产生了废气污

染，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微

粒等有毒有害物质，而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经排放后进

入了环境中，将给人的呼吸系统和植物的生长繁殖过程

带来巨大伤害[2]。

移动源污染防治范畴

从2018年国务院要求的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整治攻坚

战开始，移动源污染防控重点由原先的机动车领域，将

移动源环境污染整治重点由单纯的对机动车淘汰工作，

变为对“油、路、车”全生命周期管控工作，非道路的

交通及移动设备也开始作为移动源环境污染防控的重点

领域。

就监管对象而言，在车辆方面，从燃料种类上分为

柴油车和汽油车，从汽车种类上则分为货车和客运车辆;

其中，柴油货车同时也是我市的PM(颗粒物)和NOX(氮

氧化物)，其排放量分别达到机动车排放总量的90%和

80%。而老旧机动车PM和NOX则达到汽车排放总量的

50.63%和387.8%。

非道路交通的移动机具领域，重点涉及工程机械、

农业机具、中小型通用机械、轮船、航空器、轨道机车

等，而监管重点则是中国建筑工程机械(挖掘机、起重

机、推土机、叉车等)，其PM和NOX的排放量都将超过

于普通机动车。

移动源污染防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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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本市机动车总量的与日俱增，对车辆排

污贡献率也愈来愈高。按照对我国大气环境及主要污染源

分析的统计结果，在北京等发达国家都市，机动车废气排

放污染物已占据全国大气污染来源的40%以上，在本市却

达到了25%以下。尤其是经历"蓝天保卫战"洗礼后，我市

工业污染源排放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减排空间愈来愈

小，机动车污染矛盾由于"跷跷板"的效应而突出。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省机动车保有量由903.2万辆

增加到1280.7万辆，车辆年均增长率为9.1%；荆门市机动

车保有量从2018年的43.1万辆增加到2020年的52万辆，

年均增长率为1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据省生态环境

厅反馈数据，2020年我市转入二手车2.9万辆，转出仅为

0.7万辆，老旧车净增长2.2万辆，入出比例远高于其他

市州，呈现只进不出的态势。非道路移动机械（按国家

环保部推算方法，占机动车七分之一，不算农用机械预

估8、9千台）实际编码登记7233台（今年新增编码登记

664台）[3]。

3 移动源污染防治对策

构建移动源综合监管体系

移动源污染的来源复杂性决定了仅仅依靠某一层面

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依靠科技的力量，通过互联

网+监管模式推动移动源污染治理，同时还需要全社会共

同参与，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例如我市通过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在全国率先

建立了功能最全、监管覆盖面最广、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天地车人"机动车综合管控系统，即"智慧荆门"移动源综

合监控平台体系。借国家和我省规划建立的固定遥感检

测设施契机，包装设计并实施"智慧荆门"系统监控工程，

系统中包含:5套固定车辆尾气遥感检测系统，5套黑烟抓

拍监控系统，2001套柴联车实时排放在线监控系统，500

套非道移动设备实时污染在线监测系统，以及128台运

输车辆管控门禁系统。软件平台主要包含:固定式遥感技

术监测、柴联车网络监测、非道在线监测、车辆环检监

测、汽车燃油回收网络监测、黑烟抓拍监控、I/M闭环控

制、企业车辆人脸识别门禁监控等八大功能，以及一车

某档、非道抽测、企业车辆入户监测、处罚监管、路审

道查、数据分析等六大功能(包括电脑端和手机APP)。

构建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体系

逐步健全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检查取证、公安交管

部门实施查处、道路运输部门监管维护的统一监督执行

模式，并实施了常态化路检路查和联动执法。形成了

环保部门、公安部门机动车路检路查联动执法的常态化

机制，每年年初出台行动计划，在重点污染物天气时增

加频次。基本上每周一次，如果有特殊天气或与其他事

件发生冲突就跳过检查，不做集中式、运动型的执法检

查。从去年至今，我们已实施了联动执法检查38次，共

派出执法276人次，共检验了柴油车11056辆，对1469辆

疑似超标柴油车全部责令整改维修，对52辆确认超标柴

油车罚款10400元。

建立超标车辆非现场执法常态机制

建立超标车“取证、提醒、移交、处罚、维修、溯

源”全流程监管制度。印发《关于启用荆门市中心城区

道路行驶柴油车尾气遥感监测和黑烟抓拍电子监控设

备的通告》《荆门市公安局荆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移交

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案件证据规

范》，固定式遥感或黑烟抓拍设备抓拍到的超标车辆，

首先是通过平台短信提醒，两次超标提醒后纳入“黑名

单”倒逼维修，如果十五日内未维修或出现第三次超标

将移交给公安交管处罚，同时对超标车辆检测站进行溯

源。如果是外地车辆将上传国家平台，实现跨区域联合

奖惩机制。

建立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

据了解各地市现在都没有自己独立的“黑名单”

库，只是通过各地机动车环检平台上传省厅，形成省级

黑名单库，然后各地进行共享，一旦全国各地都不进行

访问，"黑名单"就不能起到任何限制作用，这就为I/M制

度的贯彻执行留下隐患。同时，因只有检测站的检测信

息，省级"黑名单"资料库来源单一，所以无法最大限度

的反映I/M管理制度的效果。《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行动计划》中明确了各地政府要全面建立并落实I/M管理

体系，而其中的所谓的"全面建立实施"，个人觉得并不

单指地理空间上的，还应当涵盖了监测信息来源的全面

性。即监测信息的来源既不能只局限于对车辆定期监测

信息，还应当涵盖了包括路检路查、入户抽测、遥感检

测，乃至向公众通报等所有可能的超标污染检出渠道。

也只有如此，I/M系统才能达到最佳的实施作用。荆门除

了定期检查不符合要求机动车之外，还把途审路查、遥

感检测、网络监测、异地执法、入户抽检和民众投诉等

从多种方式渠道找到的超标排放和黑烟机动车一律列入"

黑名单"，关入I/M制度管理的"笼子"中，倒逼车主对超标

机动车实施维修处理。同时，将我市系统与外省市场无

缝隙衔接，在全国率先做到了对外地的超标机动车未经

维修检查合格，均不能通过本地的检验测试部门检查。

系统运营至今，本市共有29个环检单位(I站)和64家维修

机构(M站)，基本满足群众需求。同时，利用"智慧荆门"

移动源综合监管平台，实现机动车环检、维修信息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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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动处理，避免了人为干扰，有效杜绝了作假[4]。

严格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制度

2018年11月7日，生态环境保护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印发了《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

及简易工况法)》(GB18285-2018)和《柴油车污染物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

2018)，标准于2019年5月1日正式实施。2012年12月27日

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了《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将自

2022年7月1日起执行。标准、技术规范相继颁布实施，

代表着我国对车辆排放标准的高度重视。我市通过的国

标标准，要求车辆污染检测机构以严格工况检验方式进

行检测业务，并严禁私自更改检验方式。若由于汽车技

术及安全原因，无法使用工况法检测的汽车，检测组织

须建立内部审核程序，并详尽记载无法使用工况法检测

的原因，经组织技术总监及授权签字人签名同意后，方

可使用双怠速法(汽油车和燃气车)或自由加速法(柴油车)

测试，审核记录将随检测报告一起保存。目前经过管控

后，我市工况技术使用率已超过98%，远高于全省其他

地市的。对所有黑烟车外部检测不合格的一律提交汽车

排放检测不合格通报，并禁止企业上网开展测试。根据

“黑烟车上线检测”的情况，对四家单位领导干部开展

了约谈，并要求全部黑烟车对现场进行了检验，同时对

四家单位停网整顿，在整改到位后进行了恢复。经过全

面管控，目前，荆门综合检测所站首检结果及格率已从

2020年底的77.9%提高到了现在的91%，首次检测结果不

合格率已减少15.9个百分点，黑烟车现象已明显下降；

13003台机动车被列入"黑名单"，倒逼维修合格12370

辆、推动淘汰9648辆。通过核算，全年实现NOX减排约

一百六十九点九吨，颗粒物减排零点九八吨，为"荆门蓝"

奠定了基石。

建立健全用车大户企业监管体系

按照《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制

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用车大户企业(日进出柴油车超

过十辆的企业)车辆维护、燃料和车用尿素添加使用台账

的通知》，对用车大户公司进行了清单化管理，并要求

公司内部设置基本信息、维护信息、燃料和尿素添加剂"

四个台账"，并利用信息网络定期向公司所在地的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传递。建设环境、交通入户监测执法机制，

针对具体的管控状况，政府不定期进行入户督查抽检，

共责成六家公司整治，将18辆不合格车辆全部停产。同

时，还对中心城区五家渣土车公司135辆和14家商砼公司

的321辆商砼车辆进行“过筛行动”，共清除了35辆不合

格汽车。截止目前，共抽查用车大户企业60余家，共抽

检柴油货车194台，责成54辆超标的柴油货车立即停产维

修整顿。另外，我们也成立了环保内部的联合执法检查

制度(机动车监管中心、综合执法支队)，去年对全国16六

家重点工业企业和重要工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执法

检查，今年又对全国九家重要工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

行执法检查，共责令27台非道路移动机械、19辆无牌内

部转运车辆封存或退场。

结语

近年来，由于各种防治措施实施得当，我国的环境

质量在不断的提高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像个人拥有汽车的数量也在不断提高，所以进行移动源

污染的必要性也在大大加强，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

企业的角度或者是人民的角度，毕竟环境关系到我们每

个人的切身利益，相信由于各种有效措施的实施，移动

源污染一定可以在我国被合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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