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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情况综述 

截至 2015 年底，我省 17 个市州共有 107 个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站按规范对环境空气常规六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并获得了大量数据。根据相关技术规范，我站对 58 个国控

点位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价。现将结果综述如下： 

一、2015 年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特点 

全省 2015 年空气质量出现拐点呈整体改善趋势，除 O3

外，PM10、PM2.5、SO2、NOx、平均浓度均较上年有较大降幅。

具体呈现以下特点。 

1、优良天数仍然总体偏少 

2015 年，全省 17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66.6%，

不足七成。其中神农架和恩施排在最前，达标天数比例在 80%

以上；后三名为鄂州、襄阳和武汉，达标天数比例不足 60%。 

2、PM10、PM2.5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5 年全省 PM10 平均浓度为 99 μg/m³，与去年同期

相比整体下降 4.0%，但仍有荆门、孝感、天门和神农架 4

个城市 PM10 年均浓度上升，同比增长比例分别为 3.6%、6.8%、

38.6%和 56.8%。 



PM2.5 全省平均浓度为 65 μg/m³。由于其它城市 2015

年才开始监测 PM2.5，可比较的武汉、宜昌和荆州等 3个城市

年均值较 2014 年同比下降 20.2%。 

3、臭氧污染开始凸显 

2015 年，全省 17 个城市的 SO2 平均浓度为 18μg/m³，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6.4%；NO2 平均浓度为 28μg/m3，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4.1%。SO2和 NO2呈现整体稳步下降趋势，

这主要得益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工业相关脱硫脱硝

措施的落实。但 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平均

浓度为 146μg/m3。目前，可与 2014 年比较的武汉、宜昌和

荆州 3个城市年均值，平均同比上升 13.2%。 O3已成为我省

环境空气继 PM2.5之后的另一首要污染物。 

4、传输通道地区受外来污染影响较大 

2015 年，我省中部传输通道出现重污染天气影响 8 次。

北方污染物在北风的影响下通过南阳盆地进入襄阳，进而影

响到我省周边地市。从实际监测情况来看，当有北方污染南

下时，AQI 从襄阳—随州—荆门—宜昌—荆州依次升高，进

而影响到整个湖北大部分地区。 

另外，我省 1+8 城市圈人口密集，工业发达，污染排放

更为集中，环境承载容量有限，在不利的扩散条件下容易发

生重污染天气。2015 年共出现 5次重污染天气影响。 

5、重污染天气冬季居多 

我省春季空气质量易受北方沙尘活动影响，冷空气南下

时 PM10浓度由北向南有迅速升高然后下降的过程。同时，夏



秋两季受秸秆焚烧影响极大。 

我省夏季 3个月空气质量良好，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

80%以上。但夏季气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易受臭氧、氮氧

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相互作用的影响。 

我省冬季空气质量优良率不足 30%，2015 年 1、2 月我省环

境空气优良率仅分别为 17.24%和 29.45%，呈现出冬季污染

严重的显著特征，应重点应对。 

6、重污染天气成因复杂 

从重污染发生类别来看，2015 年我省受沙尘影响 3 次，

秸秆焚烧影响 4次，扩散条件不佳影响 2次，外来传输影响

6次。 

沙尘影响主要集中于春秋两季，首要污染物为 PM10，一

般 2到 3天左右清除。 

秸秆焚烧影响多集中于夏秋作物收获时段，首要污染物

为 PM2.5。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地区，持续时间根据

实际情况不等。 

扩散条件不佳导致本地污染积累引发的重污染天气大

多集中在秋冬两季。影响范围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和襄阳市。 

外来传输影响主要发生在秋冬两季。此时我省自身的污染排

放相对稳定，当发生区域性污染传输活动时，污染物通过南

阳盆地经襄阳进入我省，对我省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如遇本

地扩散条件不佳叠加，往往会产生大范围、长时间、高强度

的污染，严重时会持续了 3到 5天左右。 

二、对策及建议 



为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预警预报，积极防治污染，

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措施。 

1、优化点位布局 

目前我省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基本都位于各地市原城区中

心，在重要传输通道、边界区域还未建立监测点位，不利于全

面分析掌握全省空气质量变化形势及区域污染成因分析。除配

合国家完成区域站的建设外，应在襄阳、荆门、荆州、随州、

黄冈、黄石等重要传输通道及边界区域建设 6-10 个通道站、

边界站，完善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功能。各地市原监测点位

由于周围环境变化已不能满足监测代表性要求的，应根据国家

对点位变更的统一要求按相关程序申请点位变更，使空气自动

站监测数据更能代表城市空气质量实际状况。在重污染区域和

时段可以利用移动监测车进行高频次密集监测，既能及时排查

本地污染排放源，还可以作为自动监测站点地面补充数据，为

重污染成因分析及源解析提供有力支持。 

2、深化源解析 

逐步拓展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深化源解析工作。在对武汉

市进行源解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省大气污染源解析，深

化源解析技术，运用解析结果对城市治霾“对症下药”。要采

取天地一体的手段，开展多种形式源解析，为精准治霾提供支

撑。要建立我省大气污染物源谱库、受体谱库、源排放清单及

其动态更新机制，定期开展重点城市颗粒物滤膜采样及组分分

析，逐步完善颗粒物源解析方法体系，并探索挥发性有机物、

臭氧等气态污染物源解析研究方法体系。要利用源解析结果，



定期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效果，为全省空气质量预测

预警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3、加强质控管理 

要建立完善的环境空气监测质量管理体系，细化工作要

求，强化质量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各地方站点质控考核，强

化质控责任，督促地方站点进行规范化管理。要从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加强基层技术人员专业培训，提高地方站点设备管理、

运行水平，提高监测数据有效性。要充分发挥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省级质控实验室的作用，全面强化质控措施，确保监测

数据准确可靠。 

4、因地制宜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要根据大气污染的时空变化特点因地制宜，因时施策，

采取有针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我省东部“1+8”城市圈的颗粒物污染主要受本地排放

和本地气象条件影响，而中部地区颗粒物污染受区域传输影

响更大，我省在夏季污染物主要是臭氧，秋季污染主要由于

秸秆焚烧，春冬季的重污染更多源于扩散条件差的本地源累

积，要根据污染的这些时空变化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提高联防联控机制的快速响应能力 

从省级到各城市之间应统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建立有

效的联防联控机制。 

在省级层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积极与周边区域的省

份协调一致，各尽其力，联合布控。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制度，加强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污染会商、联合执

法、信息共享、区域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及应急联动等工

作，解决重污染天气准确预测难、应急响应慢、联动水平低

等问题。 

在城市之间，应加强重点区域（如传输通道城市、1+8

城市圈城市）空气质量监测和协同控制。要加强重点区域空

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推动区域监测信息共享。各城市应根

据本地空气质量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措施降低本地排

放。当重污染发生或有重大活动应对时，各城市应快速响应，

积极行动，互相支援。 

6、高度关注臭氧污染的防治工作 

2015 年，在全省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物的背景下，我省东

部地区臭氧污染现象逐渐显现。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臭氧

污染，应加强湖北省东部和中部地区臭氧观测和研究积累，

辨别其前体物来源及贡献，以便适时提出相关防治建议。 

7、积极应对社会对重污染天气的广泛关注 

加强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的多方面合作，充分发挥各自

专业优势，联合开展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会商工作，共同研

判空气污染形势，提升预测预报准确度；建立首席预报员和

专家回应制度，及时分析和解读重污染天气形势，回应公众

关切，并为受影响区域公众提供合理的健康防护指导和出行

建议。要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信息产品开发，深度解读大

气污染防治措施及其成效，增强公众防霾治霾的信心，增强

防治大气污染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