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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刺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闷

咳嗽、引发支气管炎和肺气肿；

●造成人体神经中毒，导致头晕头痛、视力下降、记忆力衰退；

●破坏人体皮肤中的维生素E，致使人的皮肤起皱、出现黑斑；

●破坏人体的免疫机能，加速衰老，致使孕妇生畸形儿。

臭氧层吸收紫外线辐射

臭氧层是指大气层的平流层中臭氧浓度相对较高
的部分，自然界中的臭氧层大多分布在离地20千米至

50千米的高空，其主要作用是吸收短波紫外线。
臭氧层保护地球不受紫外线的过度辐射。如果臭

氧层被大量损耗，吸收紫外线辐射的能力就会大大减
弱，从而导致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明显增加，给人类
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多方面的的危害。

近地面的臭氧污染空气

大气中的臭氧，尤其是近地面的大气中的臭氧聚
集过多，对人类来说，反而是个祸害。

臭氧污染，与铅污染、硫化物等一样，也是源于人
类活动，机动车、燃料、石化等都是臭氧的重要污染
源。市民在车水马龙的街上行走，常常看到空气中略
带浅棕色，又有一股辛辣刺激的气味，这就是通常所称
的光化学烟雾。臭氧就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它
不是被直接排放的，是转化而成的，比如汽车排放的氮
氧化物，只要在阳光辐射及适合的气象条件下就可以
生成臭氧。

保护臭氧层和防臭氧污染两码事

为应对臭氧污染，我国今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首次增加了臭氧8小时浓度限制值监测指标，且标准直
逼国际发达国家水平。环保业内专家指出，臭氧污染被纳
入环保治理视野，是大气环境治理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太原市环保局局长陈继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
国大气环境治理经历了3个阶段。治理对象从最初的粒
径100微米以下的总悬浮物到2000年左右的粒径10微米
以下的PM10，再到近两年提出的PM2.5，进而到普通公众
感知不到的臭氧，说明治理的程度在不断深化，但治理的
难度也越来越大。

提出治理臭氧污染，是大气环境治理到一定程度的必
然要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
空气质量状况。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环保部门和公
众首先关注的是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霾污染，元凶是
PM2.5。随着PM2.5的治理，臭氧污染问题将会逐渐浮出
水面。从大气污染的治理历程来看，随着PM2.5的降低，
臭氧将会逐渐上升。原因是我国生成臭氧的前体物在大
气中的浓度处于深度“过饱和”状态。从发达国家治理大
气污染的历程分析，臭氧也的确是一种难以治理的污染
物，因而我国把臭氧作为一种环保指标性污染物治理，也
在情理之中。

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温彦平：臭氧对监测能力
的要求比较高，以前我国达不到这个水平，现在监测设备、
监测方法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开始进行臭氧监测也就成了
顺理成章之事。

治理臭氧污染是大气环境治理的必然阶段要求

它“低调”隐蔽，一直被人们忽视，却逐渐
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大气污染的元凶——

臭氧污染悄然来袭
当人们还在普遍关注PM2.5的时候，另一种大气污

染物正悄然来袭。与“张牙舞爪”的雾霾相比，它“低调”
得多，悄悄地“隐藏”在万里晴空中，却成为今夏许多城市
大气环境污染的元凶，这个污染物就是臭氧。专家认为，
臭氧这种看不见的污染不容小视，应像重视雾霾一样，采
取综合措施加以防治。

“通过多年综合治理，太原市的空气环境质量有了
很大改善，但半道杀出的臭氧给我们增添了新麻烦。”山
西省太原市环保局局长陈继光说。

监测表明，进入 5 月后，太原空气质量首要污染
物由 3 月、4 月的 PM2.5 等颗粒物转变为臭氧。空气
质量 5 月至 6 月超标天数为 42 天，占 68.89%，其中 6
月超标天数高达 24 天。上半年，该市臭氧污染程度
在全国首批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城市中排名
第三。

“事实上，臭氧污染已成为困扰全国的环保新课
题。”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说。目前，从

全国来看，北方臭氧污染一年有1个峰值，而南方则每
年有2个峰值，甚至新疆、西藏等地区也面临臭氧污染
问题。

环保部公布的数据也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74个
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45.2%，主要污染物
是PM2.5和臭氧。6月、7月，臭氧甚至成为影响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

陈继光说：“相对于颜色发黑的水污染、发黄发黑且
有刺鼻气味的烟污染以及夹杂着细小颗粒的雾霾污染
等有形污染，公众乃至环保部门对无色无味的臭氧污染
一直‘掉以轻心’。”

众多环保专家告诉记者，臭氧污染是一个国际性话
题。美国洛杉矶经过几十年治理，情况大有好转，但每
年仍有几天臭氧超标。与美国单一的臭氧污染不同，我
国是臭氧与PM2.5交织，相互作用，再加上刚刚起步，
因而治理难度更大。

针对臭氧持续污染问题，太原市已经开始研究、
监测等防控工作。陈继光说：“此前，环保部门和公
众对臭氧确实缺乏认知和心理准备，相关研究和监
测工作也明显滞后。”

同时，对臭氧的监测也不是件容易事。太原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站长温彦平说，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臭氧的
重要前体物之一，但现在刚启动监测工作，对其来源、排

放量等尚处于研究分析和调查研究阶段，对其控制也处
于“国家无标准、技术不成熟、企业靠自觉”的状况。

此外，臭氧监测不像二氧化硫那样有标准气体，可
以方便地检验监测设备的误差，只能拿着设备跑到上海
等城市“用设备来检测设备”，以至于影响对臭氧的监
测。

臭氧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尚需进一步研究探索。王
跃思说，臭氧的形成机理是非线性过程。治理臭氧需先
治理前体物，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等能够
促发臭氧生成的物质，但只有按比例降低时才会有效地
减少大气臭氧浓度，而目前这个比例还不好拿捏。如果
单纯降低一种，有可能臭氧浓度反而增加。

国务院近日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
提出，要“加强灰霾、臭氧的形成机理、来源解析、迁移规
律和监测预警等研究，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支撑”。业
内专家认为，对臭氧污染这一环保新课题，各级政府必
须高度重视，应在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顶层设计的基础
上，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环保专家表示，臭氧防控首先需要顶层设计。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等人认为，应将臭氧
前体物纳入国家减排指标，制订针对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氮氧化合物的总量控制规划。柴发合说，臭氧前
体物也是 PM2.5 二次颗粒物前体的一种，臭氧与
PM2.5 治理应该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不能“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此外，鉴于臭氧污染是一种光化学污
染，气温高时污染加剧，因而在考虑全球变暖问题时
也要加入对臭氧的考量。

王跃思还建议实行区域大面积综合治理。臭氧前
体物是流动性很强的物质，一个地区产生的氮氧化合

物可能本地人感觉不到，反而飘到其他地方形成臭
氧。单个城市治理臭氧效果不会太明显，应在华北五
省、长三角、珠三角等臭氧污染严重的地区建立区域
防控机制。

柴发合说，臭氧前体物在不同地方比例不同，即便
在同一个城市，城区与郊区的比例也有差别。各地要
把不同地方的臭氧形成机制搞清楚，通过监测摸清楚
臭氧前体物的具体比例、排放源的位置，这样才能“对
症下药”。而这方面工作需要环保部门与科研机构的
通力合作。

专家还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说，治理臭氧前体物
的重点应放在“车、油、路、厂”4 个方面：提升汽车尾
气排放标准，改善汽车尾气装置，减少排放；提升燃
油质量；逐步实现公交车、出租车改用燃气；治理
交通拥堵；淘汰落后产能，控制燃煤电厂、水泥、涂
料 、油 墨 印 刷 厂 等 企 业 排 放 的 氮 氧 化 合 物 、挥 发
物。

臭氧成今夏许多城市主要污染物

治理臭氧污染尚面临三大难题

强化基础和顶层设计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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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浏览保护大气层知识的宣传展板（资料图片）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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