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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有了规范的中文名称
  PM2.5是指悬浮于空气中粒径小于等于2.5

μm的颗粒物,由于对大气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而备受关注。但是PM2.5是字母词,一直没

有统一的中文名称,媒体和学界使用的名称较混

乱,大多直接用 “PM2.5”,也有用 “细颗粒物”
“可入肺颗粒物”“空气细颗粒物”等。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征询了相关部门和专家的

意见后,将PM2.5的中文名确定为 “细颗粒物”,

于2013年4月中旬向社会发布并推荐使用。规范

的中文名有利于社会应用和学术交流。
(乔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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