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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优良率下降约一成
为什么说!"#$%超标的天数为约&'天，不

是个确切的数字呢？
由于目前试点监测发布数据只有小时浓

度，而不包括日均浓度，所以记者选取了每天
下午(时这个非高峰时点作为代表，并参考#'

小时图表作出估判。另外，由于各监测站全部
为自动监测并发出数据，而目前仍是试点监
测发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进行校零、校
标或遇到通讯故障、电源故障、仪器故障等影
响的状况较多，此时该点位相应时点的!"#$%

会显示为无数据。分析数据时会选取同时点
有数值站点的数据，取均值时则忽略不记。

根据下午(时的数据显示，)#天里，!"&*

数值在&%*微克+立方米限值以下的有,,天，
优良率达-($-./；而!"#$%值在,%微克0立方
米限值以下的为1)天，优良率为)#$-(/。也就
是说，如果将!"#$%值纳入新的空气质量标准
中，那么申城的空气质量优良率将会下降一
成左右，并不会像许多市民所猜测的那样明
显下降。

同一时点PM2.5相差64倍
将)#天里上午-时、下午(时两个时点里，

由两个监测站发布的所有!"#$%浓度值取平
均值，得出的结果为约%'微克0立方米。根据
环保部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
稿》，!"#$%的年均浓度限值为.$.(%毫克0立方
米，即(%微克0立方米。

而根据上海市环保局提供的#..12#.&.

年试点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浓度年均值
在.$.''3*4.%(毫克+立方米之间。按照这#个
多月来的平均值，今年上海!"#4%年均浓度限
值继续超标概率极大。

)#天里，普陀和张江监测站监测到的
!"#4%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微克+立方
米和(微克+立方米，分别出现在%月&%日的下
午'时和%月#-日的下午(时。记者注意到，下
午(时这一时点的!"#4%值最高和最低分别为
&-#微克+立方米和(微克+立方米，相差1'倍！

PM2.5评判空气质量更客观
此前，不少市民觉得，用老标准评判的空

气质量等级与实际身体感觉有一定差异。霾
污染将整个城市笼罩在灰堆里了，可当天的
空气质量日报显示只是“轻度污染”，甚至还
是“良”。环保部门将!"#4%纳入新的空气质量
标准内，就是希望能够减少数据与体感之间
的差异。那么，试点监测数据有没有体现这种
进步呢？

记者统计了)#天里以老标准所评判的空
气质量：空气污染指数!!"#"在%.以内的达
“优”天为#'天，超过&..的超标天为)天，且全
部为轻度污染。而以新标准来衡量，只要有一
项污染因子超标，全天空气质量即为超标。因

此，只要!"#4%数值超标，当天空气质量指数
!!$#" 肯定超标。)#天内，!"#4%浓度值达到
(%微克+立方米限值以内的达“优”天为#%天，
超过,%微克+立方米限值的有&'天，其中&&天
轻度污染 !%&'()*微克+立方米之间"，#天中
度污染!))&')*,微克-立方米之间"，&天达重
度污染!)*)'.*,微克-立方米之间"！

超标天数增加，且污染程度加剧。毋庸置
疑，!"#4%评判空气质量更为客观。

污染天并不全是PM2.5造成
自去年!"#4%成为市民关注热点以来，每

逢空气质量日报为污染时，市民就会将此归

咎于!"#4%。其实，污染天并不全是!"#4%惹的
祸，污染天里!"#4%也可以不超标，甚至浓度
比较低。比如(月#'日上午-时，!"&.的小时
浓度为#.-微克+立方米，普陀和张江站监测
到的!"#4%小时浓度值分别为1#微克+立方米
和'#微克+立方米；'月#日上午)时，!"&.的小
时浓度为#.)微克+立方米，普陀和张江站监
测到的!"#4%小时浓度值仅为(-微克+立方米
和'%微克+立方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这就说
明当时的污染物是以粗颗粒为主，而不是
!"#4%这种粒径小于等于#4%微米的细颗粒
物。像上两种情况，!"#4%占!"&.比值只有不

足(./和#./。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浓度高时，

!"#4%也随之升高，因为!"#4%是直径小于等
于#4%微米的颗粒物，而!"&.是直径小于等于
&.微米的颗粒物。也就是说，!"&.中包含了
!"#4%，以及其他直径大于#4%微米但小于&.

微米的颗粒物。根据记者对#个多月数据的分
析计算，!"#4%占!"&.的平均比值为1(4.#/。
这与环保部门所发布占比%./31./的数值较
为一致。有不少时候!"&.浓度并未超标，但
!"#4%已经超标。因为!"&.限值为&%.微克+立
方米，而!"#4%则为,%微克+立方米，!"#4%要
求明显比!"&.更高。

上海发布PM2.5试点监测数据已近3个月，记者
从3月16日起每天记录同一时点数据———

82天里，PM2.5超标不到两成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本报率先报道本市开始
发布PM2.5试点监测实时数
据以来，因为网站只显示当
前24小时的数据，无法查询
之前数据，所以从3月16日
起，记者每天记录上午9时和
下午3时两个时点，普陀和浦
东张江监测站的PM2.5和
PM10的小时浓度数据，并初
步整理和分析数据。

经统计，3月16日至6月
5日的82天里，约14天PM2.
5超标，占总天数不到两成。

! ! ! !记者从市环境监测中心最新了解到，
目前本市共有,(个监测站点，包括%1个环
境站点、&个农村点和&1个化工区站点。%1
个环境站点中&.个为“国控点”，其余为区
县站点。
“国控点”是环境空气质量国控自动监

测站的简称。“国控点”必须监测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
和细颗粒物，还可以选择监测总悬浮颗粒
物、铅、氟化物等污染物。

!国控点"设置有何要求#

首先，国家环保部对国控点有严格的
设置数量要求。对应不同的城市人口和建
成区面积，都有不同的数量要求。建成区城
市人口超过(..万人，建成区面积超过#..

平方公里，监测点数要求按每#%!(.平方
公里建成区面积设&个监测点，并且不少于
)个点。
其次，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周围环境

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监测点周围*,米范围内不应有污

染源#

!二"点式监测仪器采样口周围$监测

光束附近或开放光程监测仪器发射光源到

监测光束接收端之间不能有阻碍环境空气

流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从

采样口或监测光束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

的水平距离$ 应为该障碍物与采样口或监

测光束高度差的两倍以上#

!三"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保证.%,"以

上的捕集空间$ 如果采样口一边靠近建筑

物$ 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有)/,"以上的自

由空间#

!四"监测点附近无强大的电磁干扰$

周围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 通信线路容

易安装和检修''

!五"监测点周围应该设有合适的车辆

通道&

采样口位置怎样设定的#

!一"对于手工间断采样$其采样口离

地面的高度应在)0*!)*米范围内#

!二"对于自动监测$其采样口或监测

光束离地面的高度应在1!)*米范围内#

!三"针对道路交通的污染监控点$其

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在.!*米范围内#

!四"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

前提下$若所选点位周围半径1,,!*,,米范

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米以上$ 无法按

满足!一"!二"条的高度要求设置时$其采

样口高度可以在)*!.*米范围内选取#

!五"在建筑物上安装监测仪器时$监

测仪器的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 屋顶等支

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米#

!六"使用开放光程监测仪器进行空气

质量监测时$ 在监测光束能完全通过的情

况下$ 允许监测光束从日平均机动车流量

少于)万辆的道路上空%对监测结果影响不

大的小污染源和少量未达到间隔距离要求

的树木或建筑物上空穿过$ 穿过的合计距

离$不能超过监测光束总光程长度的),2#

!七" 当某监测点需设置多个采样口

时$ 为防止其他采样口干扰颗粒物样品的

采集$ 颗粒物采样口与其他采样口之间的

直线距离应大于)米&若使用大流量总悬浮

颗粒物!34""采样装置进行并行监测$其

他采样口与颗粒物采样口的直线距离应大

于.米#

!八"对于空气质量评价点$应避免车

辆尾气或其他污染源直接对监测结果产生

干扰$ 点式仪器采样口与道路之间最小间

隔距离也针对不同日平均机动车流量作出

了限定),!)*,米不一的要求&

!九"污染监控点的具体设置原则根据

监测目的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针对道路交通的污染监控点$采样口距

道路边缘距离不得超过.,米''

10个“国控点”是怎么出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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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表格中无数字代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进行校零%校

标或遇到通讯故障%电源故障%仪器故障等影响时$该点位相应

时点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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