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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绿皮书称雾霾天气影响生殖能力，同时对比分析年霾日数看出

绿皮书提出，我国的大气污染
呈现地区污染抱团的趋势，为了有
效解决该问题，必须实施区域联防
联控。例如，北京的强霾污染治理
不仅要考虑市内污染源，还必须考
虑天津和河北地区的污染源。

大城市霾日数明显多于小城镇

□据 新华网

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气
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
化报告（2013）》（以下简称

“绿皮书”）指出，近 50 年来
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
趋势。其中，雾日数明显减
少，霾日数明显增加，且持
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雾霾
天气成因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
化。1981年至2010年，霾天
气出现频率冬半年明显高于夏
半年，冬半年中的冬季霾日数
占全年的比例为42.3%。

从时间跨度来看，1961
年至2012年，中国中东部地区
（东经100°以东）平均年雾霾
日数总体呈增加趋势。近52年
来，年雾霾日数最多的是1980
年，有35.8天。20世纪80年代
以前，中国中东部地区平均雾
日数基本是霾日数的3倍以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雾日数呈
减少趋势，而霾日数呈增加趋
势，雾霾日数比例逐渐减小，特
别是2011年和2012年霾日数
均超过雾日数。

绿皮书称，中东部地区连续3天以上
霾过程站次数在20世纪虽然略有增加，
但总体变化不大，进入21世纪后，连续霾
过程站次数增加显著。

数据显示，持续3天以上的霾过程站
次，2001年至2012年的监测平均值，均
为1961年至2000年监测平均值的两倍
以上。其中，持续6天霾的过程，监测数

据是对比数据的3.1倍。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中东部地区雾

霾呈现高发态势。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
霾日数为4.7天，较常年同期(2.4天)多2.3
天，是52年（1961年至2013年）来最多的
一年。其中，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山
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重
庆、天津均为历史同期最多。

从空间分布看，雾霾日数变化呈东增
西减趋势。东北、西北和西南大部地区
雾霾日数每年减少 0 天至 0.5 天，除新
疆北部外，西部地区年雾霾日数基本都
在5天以下。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
地区呈增加趋势，其中珠三角地区和
长三角地区增加最快，广东深圳和江
苏南京平均每年增加 4.1 天和 3.9 天。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年雾霾日数为25 天

至100天，局部地区超过100天。
绿皮书选取了中东部地区6个典型大

城市（北京、石家庄、郑州、南京、杭州、广州）
和附近的6个小城镇（遵化、饶阳、西华、高
邮、慈溪、增城），对比分析年霾日数变化可
以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大城
市和小城镇年霾日数差别不大，但自20世
纪70年代末期以来，大城市霾日数明显较
小城镇偏多，大部分年份超过50天。

绿皮书称，中国雾霾天气增多最主要
的原因是社会石化能源消费增多造成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增加。这些污染
的主要来源是热电排放、工业尤其是重化
工生产、汽车尾气、冬季供暖、居民生活(烹
饪、热水)，以及地面灰尘。此外，人类活动
产生的光化学产物、局地烹饪、汽车尾气
等造成的挥发性有机物转化为二次有机
气溶胶，也会使雾霾情况频繁发生。

气候变化导致的气象条件也是造成

雾霾天气增多的原因，具体包括静稳天气
加上高湿、混合层薄、降水日数减少等。

雾霾天气现象会给气候、环境、健
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例如，引起城市大气酸雨、光化学烟雾
现象，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阻碍空中、
水面和陆面交通；提高死亡率，使慢性
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
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
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

环保部：做好今冬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

11月1日，环保部发布的通知指
出，近年来，冬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
区进入采暖期后，季节性燃煤造成污
染物排放量剧增，同时逆温、静风等
不利气象条件频繁出现，造成部分地
区雾霾天气频发，各地要做好2013
年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8岁娃患肺癌被指与雾
霾有关

雾霾会导致肺癌，华东地区最
近查到了肺癌最小的患者，年仅 8
岁。江苏省肿瘤医院医生冯冬杰表
示，这名8岁女童患肺癌的原因是家
住在马路边，长期吸入公路粉尘，导
致癌症的发生。雾霾主要是因为
PM2.5会沉积在肺部引起炎症，从而
引起一些恶性病变。

据了解，南京一家医院的胸外
科有120张病床，肺癌患者就占据
了50张。其中，有不少患者都是三
四十岁的壮劳力人群，这些人患的
大多不是吸烟引起的病症。

（均据中新网）

【【雾减霾增雾减霾增】】
霾天数
已超过雾天数

【【霾天连续霾天连续】】持续6天霾，是过去的3倍

【【东增西减东增西减】】中东部局地雾霾超过百天

【治理建议】
建立跨地区联防联控机制

【雾霾危害】给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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