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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南京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对 ２０１３年 ８月及亚青会期间空气质量状况进行评价与分析，并结合采取的临时管

控措施及气象条件状况，分析空气质量变化的相关原因。结果表明，８月份南京市空气质量均达到良的等级，亚青会期间空

气质量进一步改善，多项污染物浓度达到一级标准，且同比上年明显下降，这一方面与针对工业点源、机动车流动源及扬尘

面源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一定程度降低污染排放有关；另一方面与亚青会期间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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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举办了
各类大型赛事及活动，但同样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

显，如何在举办赛事及活动期间做好环境保障，尤

其是空气质量的保障显得尤为重要。２００８年北京
奥运会、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以及 ２０１０年广州亚运
会等在这方面都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成功

的实践经验。如任希岩等
［１］
以颗粒物为例，开展

了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效果评估的研究。

黄嫣等
［２］
通过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世博会同期上海市

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和特征分析，简析上海世博

会期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世博后空气污染反弹

问题的原因。吴启洲等
［３］
围绕世博空气质量保障

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了以

强化上海污染源常态长效管理为主线，与不利气象

条件下开展空气污染预警和应急减排联动相结合

的世博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构想和工作思路。吴

兑等
［４］
通过对雾霾天气分析发现，广州亚运会期

间灰霾天气明显减少，说明了区域联动、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重点工业污染源调控、严控垃圾秸秆焚

烧等减排措施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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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简称“亚青会”）已于

２０１３年８月 １６－２４日在南京举行，南京在借鉴北
京、上海及广州相关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并实施了大气污染临时管控措施，赛会期间空气

环境质量总体良好，达到预定的目标。通过研究

２０１３年８月份及亚青会期间南京市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对南京亚青会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特征及改

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１　２０１３年８月及亚青会期间空气质量状况
１．１　空气质量总体评价

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评价，２０１３年 ８月，南京市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范围介于５４～９７之间，均达到良好水平，首
要污染物多为 ＰＭ１０和 Ｏ３。根据文献［５］，南京市
空气质量在全国７４个重点城市中排第３５位（由好
到差排名），处中等水平，在江苏 １３个省辖市中排
第５位，处较好水平。

亚青会期间，南京市 ＡＱＩ指数范围介于 ５４～
８０之间，均达到良好水平。奥体中心（赛事主场馆
附近）等部分测站曾达到优秀。亚青会开、闭幕式

当天的 ＡＱＩ指数分别为 ７４和 ５５，空气质量均为
良，首要污染物均为 ＰＭ１０。
１．２　主要污染物变化特征分析
１．２．１　气态污染物（ＳＯ２，ＮＯ２，ＣＯ，Ｏ３）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３年８月，南京市 ＳＯ２日均值

范围为１５～５３μｇ／ｍ３，达二级标准；ＮＯ２日均值范

围为２１～５１μｇ／ｍ３，达一级标准；ＣＯ日均值范围
为０．５４～１．２２ｍｇ／ｍ３，达一级标准；Ｏ３日最大８小

时值范围为３１～１５６μｇ／ｍ３，达二级标准。ＳＯ２，ＣＯ
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上升 ８．０％和 ６．８％，ＮＯ２平均
浓度同比下降７．７％。

亚青会期间，ＳＯ２，ＮＯ２，ＣＯ日均值均达到一级标
准，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２２％，２７％和２２％。Ｏ３日

最大滑动８ｈ值为３４～１３６μｇ／ｍ３，达二级标准。

图 １　２０１３年 ８月气态污染物日均浓度变化曲线

　　如图２（ａ）（ｂ）（ｃ）（ｄ）所示，ＳＯ２小时浓度日
变化呈现单峰型特征，表现为夜间浓度上升，白天

浓度下降，峰值出现在清晨时段，低谷出现在傍晚

前后，一方面由于早晚逆温，高架源排放的 ＳＯ２在
近地层积累，造成夜间浓度上升，而白天阳光照射，

地面温度升高，逆温层被破坏，大气垂直湍流扩散

增强，有利于近地面污染物的扩散；另一方面可能

与白天发生光化学反应，大气氧化性增强，气态

ＳＯ２转化为硫酸盐气溶胶有关。ＮＯ２和 ＣＯ日变化
相似，均呈现双峰型特征，峰值主要出现在早 ０７：
００和晚２０：００前后，与交通高峰时段对应，除了与
早晚大气扩散条件有关外，主要受城区机动车污染

排放影响。白天 ＮＯ２浓度明显下降，午后 １４：００
前后达到最低，一方面与大气边界层变化，扩散条

件好转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太阳辐射增强，大气发

生光化学反应，需要消耗较多的 ＮＯ２。Ｏ３日变化
呈现单峰型特征，峰值出现在午后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时，夜间浓度较低。白天太阳辐射增强后，大气中

挥发性有机物与氮氧化物在紫外光照射下发生光

化学反应，产生并积累 Ｏ３，夜间由于没有太阳辐射
影响，不具备光化学反应条件，Ｏ３浓度明显下降。

对比发现，亚青会期间 ＳＯ２，ＮＯ２，ＣＯ和 Ｏ３日
变化峰值浓度均小于 ８月份平均水平，研究分析，
除了与亚青会期间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扩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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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要由于采取了大气污染管控措施，对削峰产 生了一定的效果。

图 ２　２０１３年 ８月和亚青会期间气态污染物小时浓度日变化曲线

１．２．２　颗粒物（降尘，ＰＭ１０，ＰＭ２．５）
２０１３年 ８月，南京市平均降尘量为 ５．３４ｔ／

（ｋｍ２·月），同比下降２３．３％，为近４年同比最低；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日均浓度范围分别为 ５８～１２８，２５～６８

μｇ／ｍ３，均达二级标准，同比分别下降 ４．６％和
１０．５％；ＰＭ２．５／ＰＭ１０质量浓度占比范围在 ３８％ ～
６１％，平均为 ５１％，表明粗颗粒物（ＰＭ２．５－１０）与细
颗粒物（ＰＭ２．５）贡献相当。

亚青会期间，ＰＭ１０日均浓度范围为 ５８～１０１

μｇ／ｍ３，达到二级标准，平均为７３μｇ／ｍ３，同比下降
１８％；ＰＭ２．５日均值范围在 ２５～５６μｇ／ｍ

３
，其中，８

月１６—１８日达到二级标准，８月 １９—２４日连续达
到一级标准，平均浓度为 ３８μｇ／ｍ３，同比下降
１２％；ＰＭ２．５／ＰＭ１０质量浓度占比范围在 ４２％ ～
６０％，平均为５３％（图３）。

图 ３　２０１３年 ８月颗粒物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日均浓度及比值变化曲线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小时浓度日变化均呈现双峰型特 征，峰值出现在早８：００和晚２２：００前后。亚青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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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ｓｍｘ？ｏｐ＝ＨｏｕｒＤａｔａ
◆接口说明：用于获取当前最新小时及 ２４ｈ

空气质量历史数据

◆接口参数：无

３　结语
常州市目前已经安装建设国家 ＶＰＮ、省 ＶＰＮ、

市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控）平台 ３套与空气质量实
时发布相关的系统。其中，６个国控空气自动站的
省建ＶＰＮ系统以及常州市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控）
平台已经纳入协同服务体系，通过协同服务体系的

信息发布服务接口，为常州市环保局预警平台、市

气象台、市新闻台，以及金坛、溧阳政府网站实时提

供空气质量数据，从而保证了省、市、县三级空气质

量发布信息及常州市相关部门之间数据的一致性。

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设的 ＶＰＮ系统与常州市环
境质量自动监测（控）平台相互独立，目前两套系

统处于并行采集数据、并行运行的状态，未来可通

过协同服务体系对国家 ＶＰＮ的现场部分进行整
合，更好地保障发布信息的质量。

环境监测与预警监测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

长期性的工作
［３］
。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工作须不断

改进、不断完善，建立全程控制的管理理念，强化环

境监测的预警功能，才能实现建立先进的环境空气

质量实时发布体系和预警应急体系的目标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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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扩散条件对比分析

根据气象扩散条件指数分析，２０１３年 ８月份
扩散条件达到优的有４ｄ，达到良的有１０ｄ，为一般
的有１７ｄ，未出现扩散条件较差的状况，大气扩散
条件总体好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图 ８）。其中，上
半月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大气扩散条件多为一

般；亚青会期间由于受午后雷阵雨及台风外围影

响，大气扩散条件明显好转，８月 １９－２２日连续 ４
ｄ扩散条件达到优，明显好于 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２年同
期水平；亚青会结束至８月底，扩散条件有所下降，
但仍为良至一般水平。

图 ８　近 ３年 ８月南京市气象扩散条件指数等级

天数分布对比

３　结论与思考
２０１３年 ８月份，南京市建成区空气质量均达

到良好等级，主要污染物指标均达到二级标准。亚

青会期间，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ＳＯ２，ＮＯ２，ＣＯ及

后期 ＰＭ２．５日均浓度均达到一级标准，且平均浓度
相比８月及同比上年均明显下降。同时，对比８月
及亚青会期间各污染物日变化特征，亚青会期间污

染物浓度峰值相比８月份平均水平明显降低。
各类监测结果表明，亚青会期间空气质量总体

改善，一方面与针对工业点源、扬尘面源和机动车

流动源等采取了临时管控措施，取得一定的减排效

果有关；另一方面与亚青会开幕以来出现的午后雷

阵雨天气及后期台风外围影响等气象条件，有利于

污染物的扩散和抑制 Ｏ３浓度有关。南京还将于
２０１４年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针
对大型赛事、活动期间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科学决策，优化大气污染管

控措施，准确评估措施效果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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