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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津石源解析论证
会的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
近期频繁前往河北省城
市，他介绍，尽管环保部并
没有强制部署，但保定、沧
州、秦皇岛、邢台等河北省
城市也在积极开展源解析
工作。

源解析工作需要大量
人力、财力和物力。北京
市环境监测总站进口的一
台重金属分析仪器高达数
百万元，每周需要采样数
次进行分析，每做一个样
品分析需要花费数万元，
这样的研究周期至少要持
续一年。据记者了解，石
家庄和天津在源解析工作
上也花费了数百万元。

一般的地方环保部门
很难有足够的财力、人力
进行源解析工作，此外，地
方环保部门也缺乏足够的
技术。目前，各地环保部
门大多采取和科研机构合
作的方式进行源解析，大
体由环保部门负责采样，
科研单位进行分析。

相关官员表示，地方
政府热衷开展源解析工
作，一方面是为了解污染
来源以进行相应减排治
理，另一方面，也有如受区
域传输影响较大的话，在
最终考核未通过时多个理
由解释的考虑。

正因如此，源解析的
专家论证会也会请外地专
家参加，如北京市的源解
析报告评审，邀请了河北
或天津的专家参与，这样，
可以对源解析报告，特别
是区域传输的内容进行把
关、制衡，以防地方夸大了
区域传输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初步估
算，石家庄和天津的区域
传输受影响比例在 20%到
30%左右。

刘舒生表示，源解析
不光只能可以单独一个城
市做，也可以在区域层面
进行。

他表示，下一步工作
中，也将开展区域性的源
解析工作，如联合中科院
和工程院的专家，综合开
展针对京津冀区域的源解
析，以更为科学地掌握区
域传输的问题，以便于各
地更好地开展减排，并为
生态补偿提供依据。

(据新京报)

近日，石家庄、天津上交雾霾源解析报告，成为继4月份北京公布雾霾源解析结果后第二批上交报告城市，记者从环保部
获悉，石家庄、天津的源解析报告将待国家批准后对外公布。

根据部署，今年年内，除拉萨外的30个省会城市以及5个计划单列市都需公布源解析的初步或阶段性报告。河北多市
虽未被强制要求，也在积极开展雾霾源解析工作。环保部监测司表示，下一步将在各城市公布源解析基础上，展开区域源解
析工作。北京市环境监测总站的七层综合大楼内，几乎每一层都有实验室用来追溯雾霾来源，一些水样则被移出实验室，搁
置在走廊上。工作人员称，自从去年开始展开大规模的雾霾源解析专项课题之后，工作重点都放在了雾霾源解析上。

“雾霾源解析”是目前中国重点城
市的环保部门最热门的工作词汇，全
称叫“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简单来
说，就是对采集到的大气颗粒物的成
分进行分析，反推出到底哪些污染源
造成了雾霾污染。

今年 4月 16日，北京正式发布了
PM2.5来源解析报告，其中，区域传输
贡献约占 28%-36%，本地污染贡献

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和扬尘分
别占了31.1%、22.4%、18.1%和14.3%，
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
等其他排放约占PM2.5的14.1%。

环保部监测司副巡视员刘舒生介
绍，去年开始，全国环保系统开展了第
一阶段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的安排，根
据部署，要求今年6月底前，北京、石家
庄、天津三个城市首先公布源解析结

果，今年年底前，除拉萨之外的30个省
会城市，外加宁波、青岛、厦门、深圳和
大连 5个计划单列市，共 35个城市需
公布源解析结果。刘舒生近期频繁在
天津、石家庄等地开会，他表示，目前，
天津和石家庄已完成并上报了源解析
报告，由环保部、中科院和工程院三家
建立的联合工作评审小组对报告做了
预审，待国家批准后，将对外发布。

对于公众而言，最后发布的源
解析结果主要是两个饼图，PM2.5成
分百分比饼图和 PM2.5来源比例的
饼图，而对于环保部门来说，得到结
果的过程就如同医生做手术一般，
工作量大，且不允许失误。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综合大楼
内，数个实验室可检测采集到样品
的 PM2.5成分，这些大部分为自动
化的仪器，有着像家用洗衣机、微波
炉一样的“Start”按钮，而工作人员
则穿着白大褂，拿着镊子，像外科手
术一样精准地操作着各种程序。

虽然是自动化的仪器，但要分析
PM2.5成分，却远不像按“Start”键那么
简单。

重金属组分分析仪器里，可以搁
60个“杯子”，每个“杯子”中带有一张
采样膜，工作人员将样品分批检测，每
次集体检测 10个样品。机器预热两小
时后，激光照射 14分钟，这 10个代表
10天的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就会得出。
每做一批分析，只能做 6个样品，耗时
近两小时。

过去一年，北京在全市布了 11个
采样点，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取样。目前

北京市的源解析转为常规例行化工
作，从位于该大楼楼顶采样点取样，每
天白天晚上采两次。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
介绍，先采样，然后对不同膜进行分
析，得出PM2.5的组分后，这就得出不
同污染物的浓度，成为结果中的

“PM2.5主要成分质量百分比”的饼图。
之后，还要将这些浓度数据放入

受体模型的验算公式中，通过数模计
算，最后反推出不同污染来源的不同
比例，这就成为第二张饼图，即PM2.5
来源综合解析结果。

负责天津和石家庄源解析研
究工作的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
城市环境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
验室主任冯银厂说，源解析是一个
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
的目的设计出不同的研究方案，
整体研究系列有多个层次，结合
了多种方法，最终才能准确知道
城市污染的来源，也正因为其复
杂性和系统性，其结果也可以认
为是最权威的，并能为政府减排
决策奠定基础。

但并非每个城市都必须做源
解析，“全国来讲，主要就是燃煤、
工业、扬尘和机动车四种主要来
源。”刘舒生说，对于有的城市来
说，即使不做源解析，也可以很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儿。“头戴三尺帽，怎么削都没有
问题，不会伤到脑袋。”他打比方

说，如石家庄，有

大量水泥厂、建材厂和工地，对这些污
染来源治理是绝对没问题的，并非要
等到源解析结果出来才能进行治理。

但反过来，刘舒生说，源解析的一
个好处是可以对治理的效果进行评
估，“你要把工厂、燃煤削了一半，我可
以用源解析回过头来看看这样做到底
效果好不好，是否最经济。”

从北京的源解析结果可清晰看
出，北京市郊区的 4000万吨散烧煤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很大，“治理散烧煤，
是效果最大，也是最经济的做法”，刘
舒生说。

冯银厂也表示，即使是污染源较
为清楚的城市，也需要做源解析，比如
对京津冀来说，都知道削减燃煤很重
要，“但问题在于削减哪种燃煤，是老
电厂换成燃气呢，还是散煤削减，这完
全不一样。”

而对于一些减排已到一定程度城

市来说，则更需用源解析的工具来寻
找污染的“元凶”。刘舒生介绍，犯罪现
场通过指纹、血液DNA等唯一特征可
以追溯到犯罪嫌疑人，源解析同样可
以通过不同燃煤、扬尘的唯一特征物
追溯到具体的污染来源。

参与广州市源解析工作的中科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新明做
了一个比喻，“就像打仗一样，以前就
像大的运动战，知道哪儿是敌人，上去
迎战就可以了，现在污染减少了之后，
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了，变成打巷战了。
这就需要更精确的方式寻找敌人。”

作为很可能成为我国最先实现空
气质量达标的珠三角城市广州，经过
多年减排和结构转型，灰霾天已经从
200天左右减少到 60天左右，但大气
颗粒物浓度近些年浓度下降速度变慢
了，“距离达标越近，越难治理，”王新
明说。

“源解析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环
节，你要打敌人，拿着再好的枪，不知

道敌人在哪儿也没法打。”冯银
厂说。

何为雾霾源解析？

采样分析反推出污染源

源解析怎么做？

“精密手术”得到两张饼图

源解析有何用？

寻找“元凶”有助减排决策

年内35城市
将公布雾霾“元凶”
石家庄、天津源解析报告已完成并上交
源解析有助于制定更为精准减排措施，并可评估治污效果

下一步做什么？

开展区域性
源解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