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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日抵达埃及开罗。这是两国断
交 #$多年来首位访埃的伊朗领
导人。埃及总统穆尔西在机场与
内贾德举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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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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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污染 诉诸法
上世纪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针

对空气污染问题颁布多项立法和修正
案，这是美国控制空气质量的基础环节。

#$!!年，美国出台第一部空气污
染治理立法《空气污染控制法》；#$%!
年的《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指出汽
车尾气是重要的空气污染源。而国会在
#$%&年通过的《洁净空气法》则成为最
重要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案，它首次指出
空气污染是全国性问题，美国此后开始
根据该法案颁布全国空气质量标准。

'$("年，时任总统尼克松签署《国
家环境政策法》，确定国家目标，要求政
府所有部门的工作都要考虑环境因素，
成为美国最早确立的整体环境政策，也
为创立美国环保署奠定法律基础。
研究表明，美国的空气污染主要

由六大因素所致：气态污染物、温室气
体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可吸入颗
粒物（)*）以及气候影响。颗粒污染物
（)*）对公众健康影响巨大，从 '$$(

年开始，美国将颗粒物细分为细颗粒
和粗颗粒分别监测，并设立了一套专
门针对空气中直径小于等于 +,!微米
的颗粒物（即 )*+,!）含量的新标准，
因为 )*+,!属于可吸入肺的颗粒物，
对人体健康影响尤其大。

根据《洁净空气法》，环保署须定
期审查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年，
美国环保署针对 )*+,!标准进行了最
新一次修订，规定全美无论在城市还
是乡村，任一地区、任一 +-小时周期
内 )*+,!最高浓度由先前的每立方米
%!微克降至每立方米 &!微克，而年
平均浓度标准则是每立方米小于等于
'!微克。直径在 +,!微米到 '"微米之
间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标准为
+-小时周期内每立方米 '!"微克。
根据可吸入颗粒物水平，环保署

将各地的空气质量分为三类：未达标、
达标和虽然数据不足但可被认为达
标。如果某个区域被列为未达标，所在
的州和地方政府需要在 &年内制定执
行计划，列出该地如何减少导致可吸
入颗粒物聚集的污染物排放以达标。
环保署还在官网实时公布“空气

质量指数”，向公众提供有关地方空气
质量以及空气污染水平是否达到威胁
公众健康的及时、易懂信息。从表示
“良好”的绿色到表示“危险”的暗红

色，网站通过 %种颜色表示空气污染
情况。从地图上看，美国目前绝大部分
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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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立法 治“雾都”
“那是一种渗入心灵深处的黑暗，

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一个多世纪
前，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其批判现实
主义小说中反复描述的弥漫于伦敦上
空灰暗沉重的雾霾———这是工业革命
的另类“馈赠”。事实上，狄更斯并没经
历“雾都”最黑暗时刻，'$!+年 '+月 !

日的“毒雾事件”让伦敦市民至今心有
余悸。由于逆温层笼罩，伦敦连日寂静
无风，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毒气和污
染物在上空蓄积，引发大雾，整座城市
弥漫浓烈的“臭鸡蛋”气味。人们走在
街头，甚至低头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当时，伦敦正在举办一场牛展览

会，参展的牛首先对烟雾产生反应，
&!"头牛中 !+头严重中毒，'-头奄奄
一息，'头当场死亡。不久，许多市民
也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发生哮
喘、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明显增
多。从 '+月 !日到 .日，伦敦市死亡
人数达 -/""人。'+月 $日后，毒雾逐
渐消散，但之后的两个月内，又有近
."""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毒雾事件”震惊整个英国。呛鼻的
浓雾将“制造业大国”那点淡淡的骄傲
一扫而光，更多人意识到国民幸福指
数、良好的环境和健康的国民同样是国
家实力的重要指标。在付出生命的代价
后，英国人痛下决心，整治环境。

'$!%年，英国出台首部空气污染
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划定“烟尘
控制区”，规定城镇使用无烟燃料，推
广电和天然气，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
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至郊外等。
'$(-年颁布《控制公害法》，囊括从空
气到土地和水域的保护条款。
经过半个多世纪努力，现在的伦敦

“雾都”不再，到处绿色，宛若一个大公园
。虽然伦敦的空气得到很大改善，但与
欧盟其他大城市相比仍有差距。由于煤
炭已在伦敦的工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
销声匿迹，交通排放是眼下最大污染
源。伦敦空气中 !.0的氮氧化物及 %.0

的 )*#/污染物颗粒来自尾气排放。
环境专家弗兰克·凯利建议，在城

区尽量使用小排量的汽油动力汽车及
清洁的公共交通，并对使用柴油的公
交车和出租车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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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法“组合拳”
法国于 #$$%年颁布《空气与能源

合理利用法》（简称《空气法》），旨在预
防、监督、降低或消除大气污染，保护
空气质量，节约并合理利用能源。
根据该法规定，政府委托空气质

量监测协会对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进行
监测，并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信息。法
国环境与能源管理局每天在网站上发
布当日与次日空气质量指数图，并就
如何改善空气质量提供建议。

空气质量指数图包括空气中臭
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
物 )*#/四种污染物的监测数据，并
按污染程度将空气质量分成 # 至 #/

级。当污染物指数超标时，地方政府会
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并向公众提供卫生建议。

根据《空气法》，各大区政府需制
定相应的大区空气质量计划，五年后
如果未实现既定目标，需对计划进行
评估与修订。在人口超过 +!万的居民
点及污染物浓度超标或有可能超标的
地区，地方政府需制定大气保护计划，
每五年进行评估与修订。

除已被收入法国《环境法典》的
《空气法》外，法国还出台了一系列与
空气质量有关的法令、决定和通知等。
根据法国卫生监测所去年 $月发

布的一份公报，+//-年至 +//%年，巴
黎、马赛和里昂等 $个法国城市空气
中 )*+%! 年平均浓度为 #- 至 +/ 微

克每立方米不等，超出世卫组织建议
标准的上限，臭氧浓度也多次超过世
卫组织规定的 #//微克每立方米的上
限。另据数据，法国哮喘病患者人数高
达 &!/万人，&/0的人口呼吸过敏，每
年因可吸入颗粒物 )*+1! 致死人数
将近 -,+万人。

为减少颗粒物污染，法国于 +"'"

年 (月出台“颗粒物计划”，在工业、服
务业、交通和农业等相关领域建立长
效机制，通过提高大气排放标准、加强
工业排气监管、建立空气质量优先行
动区以及加强环境保护宣传等多种方
式，力争使可吸入颗粒物 )*+&! 在
+"'"年基础上减少 &"0。同年 '"月，
环境部门颁布空气质量法令，明确了
)*+,!和 )*'"的相关规定，并更新
了与大气保护计划有关的若干条文。
根据能源部最新发布的空气质量

总结，+"''年法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微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浓度保持
下降趋势，但总体来说空气中污染物
浓度并无显著变化。鉴于此，法国目前
正对大气保护计划进行大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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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 地方规
日本确保空气质量的法律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大气污染防止法》。
该法制定于工业高速增长时期的
'$%.年，规定限制工厂的生产活动和
建筑物拆除时产生的煤烟、挥发性有
机物以及粉尘的排放；制定汽车尾气
排放限值标准；当大气污染导致国民
健康受损时，需制定赔偿责任等。
《大气污染防止法》还特别规定出

现严重大气污染时的紧急措施，如都
道府县知事需通报相关情况，要求有
关方面提供合作，减少煤烟、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的排放量，减少使用汽车等。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如果没有出

现改善甚至恶化，都知事可划定污染
区域，发布“大气污染警报”，劝告减少
使用燃料、减少粉尘和有害气体发生，
并劝告汽车使用者不要通过该地区。

《大气污染防止法》是全国性法
律，在此基础上，各都道府县可以制定
独立条例。如东京都的条例包括定期、
长期的检测、限制汽车和工厂排烟和
排放尾气，支持引进环保技术等。禁止
没安装排烟装置的柴油车进入市区。
东京都环境局还制定相关实施纲

要，进一步细化相关措施。纲要提出，
在出现严重污染时，东京的 -'个监测
点要实时监测，根据污染程度发布“光
化学雾预报”、“光化学雾注意报”、“光
化学雾警报”和“光化学雾重大紧急
报”等。在出现“光化学雾注意报”以上
的严重污染时，将呼吁居民不要到室
外活动，健康因光化学雾受损的人要
与最近的保健所联系等。

为防止儿童和学生健康受损，要
纲还要求各区、市、町、村报告“光化学
雾学校信息”，通过因特网、手机、电话
服务以及传真等广泛公布。

驱霾散雾 还须立法
———各国政府综合治理空气污染经验

文 郭爽 王亚宏 黄涵 蓝建中

今年１月至今，
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
遭遇严重雾霾天气，严
重程度令人震惊。西方
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历
史上也有过“灰暗”的
天空，在饱受污染之苦
后，他们通过立法等综
合治理手段，令空气质
量大为改善。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各国的
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
些启示，走出一条“云
开雾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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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网!+++,-./01/,2/&&&34小时读者热线 563377&!!!!890:1$!#$%&;+-<=,2"0,2/!! 责任编辑 卫 蔚

!"'(年 )月 *日 星期五
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总第 +,-期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