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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A7
线索一旦采用

即付稿酬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点题!报料邮箱"!""#$%!&'()*!()+

专家解读

! ! !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国际
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高峰
论坛上，由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专家教授指导、!%&$级硕士
生丁亚婕负责，周韶华、孙小凤等完
成的《上海市环境健康现状调查报
告》获“绿色未来奖”。
该研究团队通过查阅上海市环

保局、环境监测站等官方网站文件
及上海市健康状况相关文献，结合
对杨浦区环保局和上海气象局的实
地调研，对上海市的水环境、大气环
境、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境要素进
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客观
反映了上海近年的环境健康现状。

空气"!"#$%是首要挑战

()!*' 是市民关注的环境热
词。上海市民呼吸的空气状况如何？
报告显示，!%#$年上海市环境空气
质量较上年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为 ../，较上年提高 ##

个百分点，其中，优 $0 天，良 !11

天，轻度污染 '0天，中度污染 !!

天，重度污染 $天，未出现严重污
染；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天数分别
比 !%#1年减少 #.天和 !天。
污染天数虽减少了，不过空气

质量形势依然严峻。报告指出，上海
大气环境的首要污染物仍以细颗粒
物和臭氧为主，复合型污染问题较
为突出。!%#$年，上海 ()!*'年均
浓度为 '!微克2立方米，较 !%#1年
下降 #3*#/；()#%、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年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 .#

微克、#0微克、$'微克，较 !%#1年
分别下降 #1*$/、!'/、3*1/。其中，
()!*'、()#%、二氧化氮未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年均二级标准。

报告认为，当下，()!*'是上海

首要面对的挑战。()!*' 比 ()#%

的危害更大，()#% 可以被鼻纤毛
挡住，而 ()!*'可以穿透鼻纤毛进
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
发哮喘、支气管炎、心血管病，甚至
会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如
颗粒上沾有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
等，对人体危害则更大。从这个角度
看，上海治理大气仍是一场攻坚战，
任重而道远。

水质"优质水供应仍紧缺

临江临海的上海缺水吗？水质
状况如何？报告给出的答案不容乐
观。报告指出，近年来上海水环境质
量基本持平。水资源需求与优质水
供应之间矛盾突出，上海水质性缺
水面临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年，上海市地
表水环境质量氮磷污染问题仍突
出。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达到 ---类的
仅占 !$*./，-4类占 #3*5/，4类占
5*#/，劣 4 类占 $5*1/，主要污染
指标为氨氮和总磷。由于人口增加、
工业发展，上海市废污水排放量不
断增加，河网中污染物越来越多，尤
其是氨氮（67186）、溶解氧、化学
需氧量（9:;）和石油类等不断积
累，已远远超出水体自我净化能力。
传统工业发展总是与土壤的重

金属污染如影随行。报告指出，上海
土壤重金属的早期污染可追溯至上
海工业初期的作坊，如电镀、化工、
印染、皮革、搪瓷、制药、冶炼、仪表
厂等，这些作坊对土壤环境造成潜
在的重金属污染。随着经济发展，这

些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二三十年来
的积累效应，增加了重金属在土壤
中的含量。上海土壤重金属污染区
域主要有近郊蔬菜区、川沙污水灌
区、松江锌厂附近、黄浦江疏浚底泥
地区、某些乡镇企业排出重金属地
段以及交通道路两侧。

垃圾#噪声"得到较好控制

垃圾问题近几年在上海处理得
较好。上海市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工
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以及建筑垃
圾。其中生活垃圾中以有机垃圾为
主。近年来，上海市的垃圾总产生量
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且 !"&$年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5'/，进入
了城市效率逐步提高的阶段。
报告指出，上海的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量从 !"&"年开始呈减少的
趋势，综合利用率整体却呈现出增
加的趋势，表明近年来上海市的固
体废弃物防治工作还是比较成功
的，且效率逐年提高。在工业产生的
固体危险废物中，其产生量每年略
有增加，但对危险废物的综合处置
量一直呈增加的趋势，!"&$年全年
对危险废物的处置量相比 !"&1年
明显提高。!"&$年，本市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为 &5!$*.5万吨，综合
利用量 &0.3*03万吨，综合利用率
达 5.*$0/，全年工业固体废物实现
零排放。
报告同时介绍，经过多年的努

力，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声
环境有所改善。近 '年的监测数据
表明，上海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
段平均在 ''<=（+）左右，夜间时段
平均在 $0<=（+）左右，均达到相应
功能的标准要求，总体保持稳定。

报告还透露，从 &55" 年到
!"&1年，上海市城市绿地面积和公
园绿地面积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绿
化覆盖率由 &!*$/提升到 10*$/。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同济研究团队最新发布!上海市环境健康现状调查报告"

蓝天日子增多“水问题”较严峻

! ! ! !“伴随经济发展、人口变迁及生
活方式改变，人类的环境问题也发生
变化。面对环境挑战，我们更要未雨
绸缪”，作为《上海市环境健康现状
调查报告》的指导教师，同济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方萍接受
记者采访时认为，治理环境不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注意长远。
关于环境问题的变化，最典型

的例子就是大气。十多年前，人们对
大气污染的认识就是黑烟囱、工业
排气。方萍介绍说，“十一五”以来，
上海在传统大气环境问题治理方面

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效，根据上海市
历年环境统计年鉴，!"""年到 !"&$

年大气中主要污染物 >:!、6:!、
()&%、污染物排放在近年来都有所
下降。可是，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改
变，传统大气环境污染物浓度不断
下降的同时，()!*'、挥发性有机
物、臭氧、恶臭等新兴大气环境问题
凸显。

方萍透露，!%&$ 年上海市
()!*'来源中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
3$/80$/，平均约为 .$/左右；本
地排放源中，主要是流动源，包括机
动车、船舶、飞机、非道路移动机械
等燃油排放。很明显，人多了，人口
流动多了，交通工具多了，是 ()!*'

增加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水污染。方

萍说，很多人以为，治理河道，只要
花力气禁止排放、绿化即可，其实，
我们的河流污染还存在新的因素。
比如，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多，上海
的水环境还受到暴雨径流的污染。
方萍解释，上海市排水系统市

中心城区下水管道多为合流制排
水，不下雨时，管道污水流经污水处
理厂后排放入河，每遇暴雨，为防止
积水影响交通和居民生活，污水来
不及送到处理管道就要预抽空，雨
污水就通过同一根管道先排放入
河，加之城市的商业区、街道、停车
场等，聚集了一系列降雨径流污染

物，如油类、盐分、氮、磷以及城市垃
圾，也随着初期雨水通过排水渠道
或者直接进入江河湖泊，从而造成
部分河水黑臭，影响到总体水环境。
方萍同时认为，有些环境问题

不能光看表面的数据，还要分析实
际情况。比如近年来，上海人发现，
地处远郊的大公园越建越多了，宝
山、外高桥、松江、奉贤各区，一个个
大型植物园相继落成，给了市民多
种选择。统计显示，上海市绿化覆盖
率已经提升到 10*$/。但是，绿化率
增加了，普通市民感受并不明显。值
得注意的是，上海公园的利用程度
连年降低，游园人数2公园绿地面积
自 &55% 年的 0*3! 下降到 !%&1 年

的 &*!。
何以公园利用程度如此低下？

方萍说，一句话，是因为那些远郊的
大公园对普通市民来说遥不可及。
而在中心城区如静安区，虽然有较
大的公园绿地服务范围覆盖率，但
由于人口较多，人均一下就少了，中
心城区公园绿地服务压力较大。
方萍认为，对于上海这座特大

城市来说，整治环境是一项系统综
合工程，不仅要考虑到未来的环境
变化因素，还要考虑各环境要素间
的关系。比如，我们建大型垃圾处理
厂，垃圾问题解决好了，同时要分析
建设垃圾厂对大气的影响；又比如，
我们提高整个城市的绿化率，也要
顾及区域的相对均匀，郊区绿地多
了是好事，中心城区也要尽可能新
建公园绿地。我们提高总覆盖率的
同时，要降低中心城区单位面积公
园绿地服务的人口数，这样才能提
升市民游憩公园绿地的舒适程度。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同济大学环境专家解读上海环境状况

“应对环境治理挑战，要未雨绸缪”

最新调查报告显
示，通过逐年治理，上
海总体的环境质量正
在改善，上海的居住生
活环境正越变越好。研
究团队发现，上海的空
气质量趋向好转，污染
天数明显减少；上海垃
圾总产生量得到了较好
的控制；区域环境噪声
达到相应标准。但是，
上海水环境问题较为突
出，道路交通噪声夜间
时段未达标，上海绿地
总量占比仍然过低，且
舒适度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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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人员在漕河泾港河道的

生态浮床上养植水生植物!这些

水生植物的发达根系能吸附水

体内的悬浮物 肖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