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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乔艳丽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Ǔ安徽Ǔ合肥Ǔ230000

摘Ȟ要：本文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展开探讨。首先分析大气污染成因，包括自然因素如地理、气象条件，以及

人为因素如工业排放、交通污染、能源结构不合理等。接着提出防治对策框架，涵盖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和末端治理

策略。最后阐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合理的策略可以有效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与生物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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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

严重影响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其成因复杂多样，既涉

及自然地理、气象条件等不可控因素，又与工业、交

通、能源等人为活动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加速，大气污染问题愈发突出，引发广泛关注。探寻

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对于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公

众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分析污

染成因，并提出相应防治策略。

1��大气污染成因分析

1.1  自然因素
地理条件对大气污染有显著影响。例如盆地地形，

四周高、中间低，空气流通不畅，污染物容易在盆地内

积聚。像四川盆地，周围山脉环绕，风速较小，大气扩

散条件差，导致污染物难以扩散到其他地区，容易形成

高浓度的污染区域。气象条件也是大气污染形成的重要

自然因素。逆温层的出现会阻碍空气的垂直对流。正常

情况下，对流层中气温随高度升高而降低，利于空气对

流，近地面的污染物能与高处新鲜空气交换。但逆温层

出现时，气温上高下低，冷空气在下方，暖空气在上方，

空气无法形成对流，近地面污染物难以稀释，从而导致污

染。静风天气同样不利于污染物扩散，风速小，污染物水

平输送缓慢，会在局部地区积聚，加重污染程度。

1.2  人为因素
工业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钢铁、化

工、水泥等重点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污染

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这些污染物进

入大气后，会改变大气的化学组成，降低空气质量，对

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1]。交通污染问题也不容

忽视。机动车尾气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汽车燃

烧燃料时会排放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等污

染物。道路扬尘也会增加大气中的颗粒物含量。特别是

在交通繁忙的路段，车辆行驶过程中扬起的灰尘会对空

气质量产生不良影响。能源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大气污

染的重要因素。对煤炭的依赖使得大量的污染物在煤炭

燃烧过程中被排放到大气中，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等。生物质燃烧，如农村地区的秸秆焚烧、居

民生活中的柴草燃烧等，也会产生大量的烟尘和有害气

体，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农业活动中的一些行为也会

造成大气污染。秸秆焚烧会释放出大量的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不仅会污染当地的空气，还

可能影响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化肥和农药的挥发也会

对大气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们释放出的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等，会参与大气中的化学反应，形成二次

污染物，加重大气污染。

2��防治对策框架

2.1  源头控制策略
源头控制策略对防治环境污染意义重大，从产业、

能源、交通领域着手，减少污染物排放。

产业结构调整中，推动高污染行业绿色转型，淘汰

落后产能。传统高能耗、高排放制造业，经政策引导与

技术支持，开展技术改造或转型升级。政府出台税收

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促使企业采用环保生产方

式，实现绿色发展。发展清洁能源为关键，太阳能、风

能、核能等新能源应用，降低对化石燃料依赖，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天然气、电能等清洁

能源占比。天然气燃烧清洁，相比煤炭，污染物产生

少。在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中推广，可显著减少大气污

染物排放。电能零排放，广泛应用利于改善空气质量，

需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资，提升电网稳定性与可靠性。

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如超低排放改造，对现有燃煤

电厂燃烧过程精确控制，结合脱硫、脱硝、除尘设备，

使污染物排放达甚至优于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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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治理方面，发展公共交通与非机动车系统

可减少交通污染。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公交专用

道、优化线路、提升车辆舒适度与服务水平，吸引更多

人选择公交、地铁出行，降低私人汽车使用频率。建设

自行车道网络、提供共享单车服务，鼓励步行和骑行，

方便市民短途出行，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推广新能源

汽车及配套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零排放或低排放，是

未来交通趋势，加快充电桩、换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用户“里程焦虑”问题。

2.2  过程管理策略
过程管理策略聚焦工业污染控制、扬尘与挥发性有

机物（VOCs）治理及农业污染防控，借全过程监管与技
术创新，最大程度削减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工业污染控制，以强化企业环保标准为核心。制定

严苛排放浓度与总量控制指标，督促企业依相关法规生

产，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针对重点污染源，实施在线

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排污状况，及时调控。推广循环经

济模式，在钢铁、化工等行业构建废物循环利用体系，

对废渣、废气、废水二次处理再利用，降低原材料消

耗，减少废弃物产生[2]。

建筑工地与道路扬尘是城市空气污染重要源头。施

工时，采取洒水降尘、覆盖裸露土方等措施减少扬尘；

道路扬尘则通过增加清扫频次、喷洒抑尘剂治理。挥发

性有机物（VOCs）治理从两方面发力。源头替代使用低
VOCs含量的涂料、胶黏剂等材料，降低排放；末端治理
运用吸附、催化氧化等技术，处理已产生的VOCs，使其
达标排放。

农业污染防控，秸秆综合利用是关键。秸秆可饲料

化用于畜牧业，也能能源化转化为生物质能发电或取

暖。精准施肥与农药减量技术同样重要，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生物防治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和农

药使用量，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风险。

2.3  末端治理策略
末端治理策略主要涉及大气污染物净化技术和区域

联防联控等方面，通过先进的净化技术和协同治理机

制，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工业废气处理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环节。针对不

同的污染物类型，可以采用相应的净化技术。例如，脱

硫技术可以有效去除二氧化硫，常用的工艺包括石灰石-
石膏法、氨法脱硫等；脱硝技术主要用于去除氮氧化

物，常见的方法有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和选择性非催
化还原（SNCR）；除尘技术则用于去除颗粒物，常见的
设备包括静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等。

机动车尾气催化转化技术也是末端治理的重要手

段。通过安装三元催化器等装置，可以将机动车尾气中

的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

的影响。

跨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是应对区域性大气污

染的有效途径。由于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单一地区的

治理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跨区域的合

作机制。例如，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通过统一规划、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式，实现了区

域内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

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与预警系统的建设也是区域联防

联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布设密集的监测站点，实时

获取空气质量数据，并结合气象条件进行分析预测，可

以提前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指导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减

少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3��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持续完善与推进

3.1  政策评估与调整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紧密跟

随环境形势的动态演变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实时反馈，

进行持续且深入的评估与灵活调整。这一过程要求构建

一套科学严谨的政策评估体系，作为政策优化与调整的

基石。

在评估环节，需全面考量政策的多元实施效果。空

气质量的改善情况是直观反映政策成效的重要指标，它

关乎民众的健康福祉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污染

物排放量的变化则从源头揭示了政策对污染源的控制力

度，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参数。公众满意度作为政

策社会影响的一面镜子，能够直观反映政策是否契合民

众需求与期望。基于评估结果，应敏锐洞察政策中潜藏

的问题与不足，并迅速作出针对性调整。若某项政策在

执行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导致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便

需深入剖析原因，考虑是否需要调整政策的实施方式，

以降低执行难度，提升政策可操作性。

监管力度的加强也是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强化监

管，确保政策得以严格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

差与漏洞。增加政策激励措施，能够激发各方参与大气

污染防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

好氛围。通过这样的持续评估与调整机制，大气污染防

治政策将更加贴合实际，更加富有成效，为改善空气质

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政策保障。

3.2  政策创新与协同
政策完善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进程

中，政策创新是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前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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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要积极探索并引入更为有效的防治手段与措施，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大气污染问题。

一方面，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将市场机

制巧妙融入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之中。例如，排污权

交易制度便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举措，通过经济手段巧

妙引导企业主动减少污染物排放。企业若能成功降低排

放量，便可在市场上出售多余的排污权，从而获得经济

收益；反之，若排放超标，则需购买额外排污权，这无

疑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至关重要。大

气污染防治并非孤立的工作，需要与能源政策、交通政

策等多个领域紧密结合。通过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这

些政策有机结合，能够从源头控制、过程监管到末端治理

等多个环节形成全方位的政策合力。如此一来，便能从多

个方面共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

化，为改善空气质量、守护蓝天白云奠定坚实基础。

3.3  公众参与与监督
公众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参与者和监督者。加强

公众参与和监督，能够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公信力，保障

政策有效落地。可通过多元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

大气污染防治的认知，激发其参与环保行动的主动性[4]。

同时需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如设立举报渠道、开展公众

满意度调研等，及时收集公众对政策实施的反馈意见，

针对问题迅速整改，形成“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治

理格局。

得益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为例，空气质量的关键指标展现出积极的

转变：从2018年至2023年，这三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实
现了“优良天数增加、污染浓度下降”的双重目标。特

别是在颗粒物（PM2.5/PM10）和燃煤相关污染物（SO2/
CO）的治理方面，成效尤为显著。这不仅彰显了“打赢
蓝天保卫战”政策的成效，也反映了公众参与和科学治

理相结合的协同效应，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向精准

化、高效化方向稳步前进。这些成就为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数据可参见表1。

表1��2018年-2023年三大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关键污染物治理对比

指标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 汾渭平原 共性特征

优良天数比例 上升12.6% 上升9.6% 上升13.1% 均显著增加，汾渭平原增速最快

PM2.5/PM10 下降28%-31% 下降22%-27% 下降25%-26% 颗粒物污染全面改善，京津冀PM10降幅最大

SO2 下降55% 下降36% 下降67%
均与燃煤控制直接相关，汾渭平原因能源结构调整幅度
大，降幅最高

O3 下降9.0% 下降5.4% 下降7.2% 降幅相对较小，成为当前区域污染治理共性挑战

NO2/CO 下降30%-41% 下降25%-31% 下降28%-44% NO2与机动车排放相关，CO反映低空污染控制效果

结束语

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从污染

成因出发，综合运用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和末端治理等

多方面策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加

强工业污染控制、推进农业污染防控以及运用先进净化

技术等措施，可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成效显

著，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应持续

加强政策执行与技术创新，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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