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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了南京市机动车尾气对道路环境污染的状况,分析了城市道路建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指出,从 1991 年

以来,南京市机动车总量和道路车流量持续快速增长,但由于城市道路条件的改善, 道路通行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道路两

侧污染物 NO x, CO浓度均有所下降,但仍分别高于对照点 212 倍、312 倍, 道路汽车排气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容忽

视。提出, 随着道路车流量的不断增加, 要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必须推广清洁燃料以及低污染车和零污染车, 同时进一

步加强道路建设,提高车辆通行能力, 增加植树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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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otor Vehicle Exhaust to Roadc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Quality in Nanjing

XU Zhen-tao, ZHANG Yu-yan

( Nanj ing M unicip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 Nanj 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pollut ion of motor vehicle exhaust to roadc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quality in Nanjing was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urban road constr uction to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qualit y w as analyzed. Since 1991, although the amount of motor ve-

hicle and ro ad traffic had been developing constant ly and fast, the concentr ation of pollutants NOx and CO in road were decreased

becau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road condition. But these concentration w ere 21 2 and 31 2 times more than the control sites, which

indicated t hat the impact of motor vehicle exhaust to urban atmospheric env ironment quality can not be ignored yet. It suggested to

use cleaner fuel, low-pollution motor vehicle and zero-pollution motor v ehicle, and to streng then road constr uction and to plant tree

in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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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与机动车发展概况
近年来, 南京市机动车辆以每年 10%左右的

速度迅猛增长。据市车管所统计, 至 1999年底,全

市机动车拥有量约 23万辆。其中汽车约 13万辆,

摩托、轻摩约 3万辆(不包括在宁部队、武警用车)。

南京城区开发速度明显加快, 到 1999年底建成区

面积已达 194139 km
2
, 市区道路长度提高到

1 641 km,形成了/ 经五纬八0城市道路骨干网架,

人均道路面积增加到 911 m2。

虽然机动车总量在不断上升, 但由于城市道路

条件的改善,道路通行能力大大提高,堵车现象除

高峰期间已很难看到,市区道路平均车速高峰期为

15 km/ h ~ 20 km / h, 平均 可达 到 25 km/ h ~

40 km / h。据对建成区 124 个路段监测表明: 平均

车流量已从 1991年的 777辆/ h 提高到 1999年的

1 679辆/ h,通过市区主要路口的车流量高峰小时流

量达到 2 000辆/ h~ 4 700辆/ h。

2  机动车尾气对道路环境污染状况
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会排出大量的废气,对道

路环境构成污染。据有关资料介绍,汽车排出废气

中含有 100种以上的不同化合物,对人体危害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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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为 CO、NOx、HC、PM10和 Pb等。

随着机动车总量和道路车流量持续快速增长,

机动车尾气污染日益威胁城市空气质量。南京市的

机动车尾气污染分担率 CO为 70%, NOx为 33% [ 1] ,

全市空气污染已从煤烟型转向石油煤烟混合型。

机动车尾气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已越来越

被人们所关注。为了解机动车尾气污染对道路环

境的影响, 从 1991年起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开

展了对道路空气质量监测,获得的有关道路空气质

量数据,见表 1。

   表 1  南京市道路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mg/ m3

年份
道路
长度
l / km

车流量

Q / (辆#h- 1
)

CO 日均值

道路 对照点

NO x 日均值

道路 对照点

1991 979 777 711 116 01191 01046

1992 1 001 951 919 311 01112 01031

1996 1 332 1 272 1216 - 01178 -

1998 1 591 1 754 511 115 01192 01030

1999 1 641 1 679 411 113 01118 01028

由表 1可见,从 1991年以来, 随着道路条件的

改善, 道路通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道路两侧污染

物NO x、CO 浓度均有所下降, 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42%和 38% ,但仍分别高于对照点 212倍、312倍,

因此道路汽车排气对全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

容忽视,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是保障城市空气环境

质量达标的关键。

3  道路建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311  道路宽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排出的废气随着车辆行

驶向道路两侧扩散, 虽然车辆本身状况决定了尾气

排放浓度的大小,但道路条件是决定污染物扩散快

慢的一个关键性的外部因素。例如纬一路机动车

流量比汉中路多, 基本上是机动货车和长途客车,

尾气排放量大, 但道路两侧 NO x、CO 等污染物浓

度普遍要低于汉中路,见表 2。这是由于纬一路宽

达 60 m,有 8个车道, 行人稀少,车速较快,路两侧

是开阔地,没有高大的建筑物,污染物扩散快;而汉

中路是 4车道, 路宽仅 40 m,行人较多,车速较慢,

路两侧高楼林立,污染物扩散不易。

表 2  道路宽度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mg/ m3

点  位 车流量
Q / (辆#h- 1 )

NO x NO2 CO Pb

纬一路 1 803 01 060 01034 21 0 01 000 490

汉中路 1 655 01 090 01039 41 1 01 000 497

道路拓宽可以改善空气扩散条件。以三山街

测点为例 : 道路拓宽前为2车道, 路幅为12m , 车

流量较少, 但由于扩散条件不好,因而污染物浓度

较高,且 CO 是所有测点中最高的; 拓宽后为 4 车

道,路幅为 22 m, 尽管车流量有较大幅度上升, 但

由于扩散条件变好,污染物浓度明显降低, 见表 3。

  表 3  三山街道路拓宽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mg/ m3

项  目 车流量
Q/ (辆#h- 1)

NOx NO2 CO Pb

改造前 868 01214 01 053 818 01 000 452

改造后 2 811 01078 01 040 312 01 000 376

312  高架桥建成通车对道路空气质量的影响
由于高架桥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进入,所以桥

上机动车行驶速度都较快, 一般在 60 km/ h 以

上[ 2]。根据测试, 汽车在高速行驶中排放的 NOx

要高于低速行驶排放, CO排放却低于低速行驶排

放。从表 4可看出, 虽然桥上车流量仅为桥下的

40% ,但是污染物浓度不低, NOx 浓度甚至超过桥

下,这是因为汽车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比空气轻, 桥

上污染物浓度一是来自桥上汽车行驶排放,二是来

自桥下汽车行驶排放。因此建设高架桥对改善地

面道路空气环境质量是有益的,但是要注意桥周围

的环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表 4 汉中门高架桥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mg/ m3

监测点位 车流量 Q/ (辆#h- 1) CO NOx NO2

汉中门 3 060 614 01100 01 052

汉中门桥 1 224 410 01113 01 048

313  市民广场的空气质量状况

南京市近年来建设了不少市民广场,其中鼓楼

市民广场建成于 1996 年, 占地约 1万 m2, 绿化面

积在 80%以上, 广场西部种植了草坪, 南边是松树

和白杨树,地势开阔, 扩散条件较好。监测结果表

明,尽管广场四周车流量较大, 但污染物浓度较附

近的北京东路监测点位的污染物浓度低, 见表 5,

广场中央各种污染物浓度要比广场周边低,因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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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休闲应尽量在远离马路的广场内部。

314  隧道出口空气质量状况

鼓楼隧道于 1995 年底建成通车。隧道长

750 m,两头高中间低,为双洞 4车道。由于采取自

然通风的效果不是很好,在隧道出口处形成高浓度

污染区,其出口处污染物浓度是一般道路的数倍多,

对周围的环境构成严重影响, 见表 6。尽管有关部

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监测结果表明,隧道出口周围

空气污染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必须进一步

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隧道出口周围的空气质量。

表 5  鼓楼市民广场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mg/ m3

监测点位
车流量 Q / (辆#h- 1)

1998- 06 1999- 05

CO

1998- 06 1999- 05

NOx

1998- 06 1999- 05

NO2

1998- 06 1999- 05

市民广场边 3 452 2 569 21 2 31 3 01052 01089 01013 01 068
市民广场中央 01 7 11 7 01035 01053 01012 01 045
北京东路
(对照点)

2 974 31 8 01147 01 034

     表 6  鼓楼隧道出口空气质量 mg/ m3

时间 车流量 Q / (辆#h- 1) CO NOx

1996年 4月 1 493 31 05 01979
1996年 7月 1 556 31 66 01876
1997年 1月 1 477 21 73 11113
1999年 5月 1 236 21 34 01940

315  绿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文献[ 3]表明, 汽车排放尾气中铅污染范围主

要在道路两侧 40 m 以内, 在 100 m 以外几乎无明

显影响。绿化能有效地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有林

土壤中铅含量明显低于无林土壤中铅含量。

当绿化覆盖率达到 10% 和 40% 时, 空气中

SO2、TSP 和苯并芘 3 种污染物的净化率分别是

20%、1517%、2316%和 80%、6218%、9415%。由
此推论,当城市的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以上时,空

气质量比较适宜。尽管南京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已达到 41% ,但道路两侧绿化,特别是新建道路的

绿化不尽人意, 树木稀少且弱小, 起不到降低空气

污染物浓度的作用。因此, 必须栽大树, 提高道路

两侧绿化覆盖率。

4  结论

汽车尾气排放对南京市区空气环境质量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 道路环境空气质量的好坏, 取决

于汽车发动机排气污染状况、行驶状况、道路车流

量和气象扩散条件。从监测结果看,近年来虽然道

路空气中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 但是,欲使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达标,必须从车辆本身、油料质量、推广

清洁燃料和低污染车、零污染车以及加强交通管理

等多方面着手,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同时要进一

步加强道路建设, 提高车辆通行能力,增加植树绿

化, 保护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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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浮标式油污染监测装置

日本开发出一种浮在水面上的浮标式油污染监测装置 , 浮标上有3个传感器可作360度监测 , 减少了只测一点的

误差。

浮标一接触油,信号灯亮, 同时通过有线和无线数据传送系统使监测室立即发现油污染。监测数据记录在 RAM 卡上,

通过卡片读出器传到电脑,可用于水源地和河流湖海油污染监测及工厂排水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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