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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回顾性评价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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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价了 ２０１３年南京亚青会期间环境质量临时管控措施落实及绩效情况，分析了对改善空气质量产生的影响及存

在的主要问题。结果表明：南京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临时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较好，空气质量保持良好。环比 ７月份，８月份

减排 ＳＯ２、ＮＯｘ、颗粒物分别达到 ７１５，５２８与 ２０２９ｔ。环比上年同期，２０１３年 ８月份 ＳＯ２、ＮＯ２、ＰＭ１０与 ＰＭ２．５浓度分别下降

２２．２％，２６．８％，１８％与 １１．６％。企业停、限产优势在于能协同控制多种污染物，但成本较高，操作难度大；工地停工控制一

次颗粒物非常有效，且易于操作。最后总结了亚青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成功经验，并提出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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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参
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评价，
２０１２年１１３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
标比例仅为２３．９％［１］

。中国大气环境问题成为国

内外学者、官员、普通市民都关注的焦点问题。南

京接连成为亚青会、青奥会举办城市，赛会期间空

气质量备受关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 ２０１３年
访问南京时表示，如果空气质量不达标，青奥会可

能延期举行
［２］
。

为保障良好空气质量，兑现申报时对国际奥委

会关于良好空气质量的承诺，南京充分借鉴北京奥

运会、广州亚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空气质量保障经

验
［３－６］

，实施了一系列“蓝天工程”，并针对亚青会

保障出台了《２０１３年第二届亚青会举办期间环境
质量保障临时管控措施》，采取了最严格的管控措

施，有力保障了亚青会期间的空气质量。

１　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及绩效评价
１．１　临时管控措施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９日，南京市政府出台《２０１３年
第二届亚青会举办期间环境质量保障临时管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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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宁政发〔２０１３〕１３９号），适用时间为 ２０１３年 ８
月１日到 ８月 ３１日。其中关于空气质量保障，包
括点源管控、面源管控、流动源管控、区域联防联控

共４个方面２０条措施。临时管控措施具有范围广
（包括点、面、线、区域），强度大（涉及 ６０多家企业

停限产、３０００多家工地停工），时间长（８月 １日开
始到３１日截止）等特点，是南京史上最严厉的环
境临时管控措施。临时管控措施颁布后得到有效

落实，有力保障了亚青会期间环境空气质量。措施

要点及落实情况见表１。

表 １　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临时管控措施要点及落实情况

类别 主要内容 落实评价

点源 提高燃煤电厂减排设施运行效率；使用优质低硫煤；控制发电量；停

用社会燃煤锅炉；重点废气排放企业压产、限产；重点废气排放企业

停产；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不稳定排放企业停止生产；实施应急

性限产停产

部分企业低硫煤储备不足；发电量受夏季高峰影响不受

控；应急性措施（实施应急性限产停产）未启动；其余措

施落实较好

面源 停止各类工地相关作业；增加道路保洁频次；实施应急性停工；强化

餐饮油烟排放控制

除应急性措施（实施应急性停工）未启动外，其余措施均

落实较好

线源 严格高污染车辆限行；严格路巡执法；限制外地高污染车辆进入主

城；重点区域配置清洁能源车辆；停止使用未治理涉油作业；实施应

急性限行

除应急性措施（实施应急性限行）未启动外，其余措施均

落实较好

区域 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联防联控 周边城市环境管控属自愿行为，缺乏监督机制

１．２　临时管控措施绩效分析
１．２．１　成本及减排效益分析

企业停限产及工地停工等非常规措施取得减

排成效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为明确措施的减排费用效益，对重点废气排放企业

及大型工地（土方２万 ｍ３以上）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企业（工地）名称，亚青期间采

取的措施，ＳＯ２、ＮＯｘ、烟粉尘减排量，工地停工面

积，经济成本（以货币计）等信息。问卷发放后，根

据全市２２家市管企业及８１家大型工地填表信息，
进行了统计汇总分析（表２）。从表２可知，企业停
限产与工地停工均能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工业

企业减排的污染物种类较多，包括常规气态污染

物、颗粒物以及各种特征污染物，但成本较大。工

地停工减排颗粒物效果优于企业停限产，且成本

小，是控制一次颗粒物的最有效途径。

表 ２　临时管控措施下主要企业、工地管控费用效益汇总

名称
ｍ（减排量①）／ｔ

ＳＯ２ ＮＯｘ 尘
成本／亿元 优点 缺点

２２家市管企业 ７１５ ５２８ ７４ ２② 协同控制多种污染物 涉及行业多，工艺多，控制成本高

８１家大型工地 ０ ０ １９５５ １．０４ 一次颗粒物控制效果明显 易操作，但控制污染物较单一

①环比７月；②企业成本为估计值，部分企业以涉密为由，未反馈管控成本，表中按实际填报企业推算。

１．２．２　空气质量改善分析
２０１３年８月份南京市空气质量总体保持良

好，ＡＱＩ指数在 ５８～９７之间，未出现污染天气。６
项主要污染物中，ＳＯ２、ＮＯ２、ＣＯ日均值达到国家一
级标准，Ｏ３日最大 ８小时值、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日均值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部分时段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这

一方面由于当月南京市气象扩散条件总体比往年

较好，扩散条件达到优的有 ４天，良的有 １０天，一
般的有１７天，未出现扩散条件较差的状况；另一方
面也与临时管控措施的执行密切相关。

从降尘量指标来看，８月份全市 ９个国控点平
均降尘量为 ５．３４ｔ／（ｋｍ２·月），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３．３％，环比同年 ７月下降 ３６．７％。由于降尘主
要为粗颗粒物，说明工地停工对于减少降尘效果明

显。从主要污染物指标来看，除 ＳＯ２小幅波动外，
其余３项指标同比下降明显，这是工业企业减排效
益的体现，同时也与较好的污染扩散条件有关。值

得注意的是赛事期间（０８．１６—０８．２４）各项指标比
当月月均值有较大幅度下降，除了较好的扩散条件

（赛事期间扩散条件 ４天优秀，３天良好，２天一
般），还与赛事期间企业、社会自律加强，自觉减少

污染排放有关（表３）。从污染空间分布来看，８月
草场门站附近空气质量较差，这主要与城西干道改

造道路拥堵及地铁施工有关。奥体中心站（代表

—２—

第 ６卷　第 ２期 谢放尖等．南京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回顾性评价及启示 ２０１４年 ４月



亚青会比赛场馆及周边环境）空气质量最佳，这主 要与局地污染源尤其是工地得到有效控制有关。

图 １　２０１３年 ８月南京市空气质量逐日变化情况

表 ３　２０１３年 ８月及赛事期间主要污染物指标浓度同比上年分析 μｇ／ｍ３

指标 ８月份 ２０１２年同期 变化幅度／％ 赛事期间 ２０１２年同期 变化幅度／％
ＳＯ２日均值 ２７ ２５ ８．０ ２１ ２７ －２２．２
ＮＯ２日均值 ３６ ３９ －７．７ ３０ ４１ －２６．８
ＰＭ１０日均值 ８３ ８７ －４．６ ７３ ８８ －１８．０
ＰＭ２．５日均值 ４２ ４７ －１０．５ ３８ ４３ －１１．６

１．３　临时管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亚青会临时管控措施总体落实较好，但由于经

验不足，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临时管控措施出

台较晚。２０１３年 ４月底措施才正式出台发布，而
企业生产运行计划一般在年初就已经制定，因而临

时管控措施中停、限产措施对企业生产干扰较大。

二是工地停工令发布较晚。停工令７月２４日才发
布，距离８月份仅１周时间，对施工单位进度安排、
人员调度计划也产生了一些干扰。三是限电等措

施难以执行到位。夏季受电高峰影响，在外用电难

以保障供应的情况下，电厂生产负荷不受控，机组

负荷、发电量减少措施难落实。四是区域联防联控

措施难以有效执行。区域联防联控涉及２省８市，
目前签订的《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区域联防联控

协议》由南京市牵头组织，缺乏省、部高位协调机

制及必要的监督机制，措施缺乏刚性要求，执行力

度打折扣。

２　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经验及启示
２．１　高度重视是根本前提

省、市政府对亚青会环境保障工作高度重视，

把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列为全市重点工作。南京

市环保局成立了亚青会环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设

空气质量保障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完整的保障组织

架构，为全面落实各项管控措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２０１４年即将举办的青奥会规模更大、关注度更高、
影响力更大，应抓住机遇，积极争取环保部、江苏省

政府的更大支持。

２．２　周密部署是重要基础
亚青会保障工作筹备期间（６月份），保障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点源、面源、流动源管控落实的工

作方案，明确了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及联络人员，形

成完整的通讯体系。临战阶段（７—８月份）每周制
定工作计划，赛前冲刺阶段（８月份）２天 １个工作
计划，赛事期间每日 １个工作计划，充分准备和周
密部署使得各项保障工作推进有条不紊，涉及到的

６０多家企业停限产、３０００多家工地停工等执行到
位。由于青奥会增加了室外项目，面对可能出现的

紧急情况，应加强演练，周密部署。

２．３　协作共管是根本保障
全市上下统一思想，主动加强跨部门衔接、跨

领域配合、跨地区协作。各有关部门、各区政府、各

园区管委会都制定了临时管控措施实施的细化方

案，相关污染排放企业、工地、社会公众充分自律，

确保了亚青会保障工作的高效运行。同时，周边兄

弟城市特别是上风向的镇江、扬州、泰州、常州等市

也积极开展了企业限产、错时生产等有力措施。而

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是一项更庞大的系统工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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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重视全社会共同参与保障的力量。

２．４　环境科技是有力支撑
高度重视临时管控措施制定的科学性。经分

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每年 ８月份，南京受副热带高
压与台风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较佳。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中 Ｏ３分担率最高（３０％左右），然
后是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均为 ２０％左右），其次 ＮＯ２
（１５％左右）、ＣＯ（１０％左右），ＳＯ２分担率最低（５％
左右）。根据大气污染源清单研究初步成果，南京

市 Ｏ３主要受 ＶＯＣ控制，一次颗粒物与二次颗粒物
比例约为 ４∶６。石化是主要的 ＶＯＣ排放企业，钢
铁、电力、施工扬尘是主要颗粒物来源。空气质量

主要制约因素及主要污染物来源分析，确保了亚青

会临时管控措施制定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同时，为

科学应对赛事期间突发状况，亚青会保障工作邀请

了大气、环境、气象、监测等多个领域知名专家坐镇

指导，形成了每日专家会商制度，科学研判空气质量

趋势，提出针对性对策措施。会商期间全程应用了青

奥（亚青）空气质量保障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具备环

境基础数据（环境监测数据、气象观测数据、污染源数

据）的集成展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调控方案、信息

发布等功能，为专家会商提供决策辅助。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应继续加强大气科学研究，全面、深入掌握南

京空气质量变化规律，充分依赖科技力量，确保青奥

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科学有效。

３　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对策建议
３．１　继续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挂帅的青奥会环境保

障与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统筹实施青奥会环境质量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在市环保局设办公室，承担青

奥会环境保障与应急指挥的组织协调、任务分解、

督促检查、评估考核等职能。各级政府、各部门相

应成立青奥会环境保障小组，建立高效有力的协调

机制和工作机制，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高效完成保障任务。动员全社会力量为青奥会

保障献计出力，形成市、区、镇街联动，各部门协同

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３．２　优化临时管控措施
一是临时管控措施要尽早出台。建议在 ２０１４

年初出台青奥会环境保障临时管控措施，管控时间

适当延长，工地停工令的发布应提前 １个月以上。
二是增强临时管控措施可操作性。在充分调研各

地区、各污染源可控水平基础上，广泛征求各相关

方意见，充分沟通协商，确保提出的各项管控措施

具备可操作性。三是增强临时管控方案的科学性，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抓住 Ｏ３与细颗粒物两个主要
的制约因素，重点强化石化、钢铁、电力及扬尘管

控。四是继续加强专家会商制度，充分发挥环境科

技支撑，实时指导赛事期间每日的环境管控。

３．３　切实解决制约问题
一是解决好低硫煤储备问题。市发改、经信等

部门应积极协助企业提前储备优质煤炭，各企业提

前做好设备检修与维护，确保青奥会期间生产装置、

污染处理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二是部门联合执

法问题。市环保局协调市公安局与交通运输局，争

取青奥会期间多部门联合上路执法常态化。建议在

市排气中心设立警务室，确保上路检查时警力支持。

三是提前制定青奥会期间调休、限行方案，鼓励企事

业单位弹性休假。四是充分依靠环保部与省委省政

府力量，确保区域联防联控真正有效落实。

４　结语
大型赛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

区域、领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南京亚青会

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取得成功，得益于夏季较好的气

象条件，但更加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２０１４
南京青奥会是近期国内举办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综

合赛事，亚青会环境遗产是青奥会保障的重要财

富，相信通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２０１４南京青奥
会必将是一次精彩的绿色青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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