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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区大气质量分布特点和
能源使用概述

张建涛１，孟小绒２，樊慧丽１，任燕１，贺德芳１

（１西安市环境监测站，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８；２西安市气象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６）
摘要：通过对２００１年西安５个环境监测点资料的统计对比分析，得出不同功能区污染程度的差
异，简要分析气象条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西安市空气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指
出西安市的空气质量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夏季优于冬季。介绍了西安地区清洁能源的使用
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安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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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是该地区环境质量状况
好坏的重要标志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１］。西
安生态环境基础比较薄弱［２］，再加前多年重发展
轻环保的思想，使得环境质量状况长期得不到很
好的改善。由于大气环境状况较为直观且直接影
响到人类的生存和身体健康，所以近年来倍受政
府及人民群众的关注。西安地区大气状况受本地
与周边区域污染源扩散共同作用。不仅与大气候
条件密切相关，而且与本地气象条件、地形及人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空气质量的时间分布特点

２００１０１０１—１２３１西安地区环境空气质量
状况见表１。

西安市共设５个环境监测点用以代表不同的
功能区，分别设在大庆路、兴庆小区、纺织城、小
寨和草滩；依次代表工业交通区、居民区、轻工
业居民区、交通商业区和清洁对照点。每个监测
点都同时记录有３种污染物３个评价等级的出现
次数。表１所作评价是参照《中国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见表２）进行的，西安市总的空气质量状
况以前４个测点不同污染物种的污染指数的平均
值来确定评价等级。

表空气质量统计表 ｄ

月份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可吸入颗粒物
（ＳＯ２） （ＮＯＸ） （ＰＭ１０）

优 良 优 良 轻微污染
１ １９ １２ ３１ １８ １３
２ ２７ １ ２８ ７ ２１
３ ２８ ３ ３１ ８ ２３
４ ２８ ２ ３０ ７ ２３
５ ３０ １ ３１ ２５ ６
６ ２７ ３ ３０ ２２ ８
７ ３０ １ ３１ ２９ ２
８ ３１ ３１ ２９ ２
９ ３０ ３０ ２６ ４
１０ ３１ ３１ ２０ １０
１１ ２５ ５ ３０ ８ ２２
１２ ２４ ７ ３１ ７ ２４
合计３３０ ３５ ３６５ ２０６ １５８

注：１０月份ＰＭ１０出现过一次中度污染，限于表格形
式没有填入，故总数不等于当年天数。ＳＯ２常年没有轻微
污染以上等级，ＮＯＸ全年均为优等，ＰＭ１０全年无优等。

从表１可以明显看出，西安地区主要大气污
染物是可吸入颗粒物，这与其它城市基本相同。
ＮＯＸ变化比较均匀，而ＰＭ１０和ＳＯ２波动较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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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气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污染物污染浓度
燉（ｍｇ燉ｍ３）

污染指数
ＡＰＩ 评价等级质量描述

０～５０ ０～５０ １ 优
ＳＯ２ ５１～１５０５１～１５０ ２ 良

１５１～８００１０１～２００ ３ 轻度污染
０～８０ ０～５０ １ 优

ＮＯＸ ８１～１２０５１～１００ ２ 良
１２１～２８０１０１～２００ ３ 轻度污染
０～５０ ０～５０ １ 优

ＰＭ１０ ５１～１５０５１～１００ ２ 良
１５１～３５０１０１～２００ ３ 轻度污染

安市空气质量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夏季明
显优于冬季。这是由于，冬季采暖期，燃煤锅炉
占相当数量，加上冬季逆温现象出现比率较大［２］，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夏季污染源明显减少，锅炉
大部分停止运行，同时太阳辐射增强，地面增温
快，常在近地面形成不稳定层，容易产生垂直运
动，使对流发展。另外，雨水对降尘的淋洗作用
也是夏季空气质量好于冬季的重要原因。
空气质量的空间分布特点

总结５个监测点１ａ的测试结果，总的污染
状况由强到弱依次为：小寨、大庆路、纺织城、兴
庆小区、草滩。

小寨为南郊商业交通区，人口集中，车辆密
集，故污染程度大于其余４个测点。如从３月３１
日到４月３日ＮＯＸ测定指数分别为３４、１１８、４８、
５８，高于同期另４个测点，其它时间的污染测定
指数也多高于另外４测点。ＰＭ１０指数在位于北郊
渭河边的草滩和远离主城区的纺织城相对较低。７
月２７日草滩为４５，５月１６日和１１月１６日纺织
城为４３、２２。这是西安５个测点中一年难得的３
次优等日，其余时间多为良或轻微污染。这与草
滩绿化面积大、地域宽阔，纺织城高大树木多、人
口少、车辆少有关。
西安地区清洁能源的使用进展

西安市被确定为全国清洁能源行动示范城市
之一，已经开始实施四大清洁能源行动工程，确

定了重点科技示范项目。由于ＳＯ２的９０％来源于
燃煤，为了改善空气质量状况，计划到２００５年煤
炭消费量在２０００年基础上下降４０％，清洁能源
使用比例增加３５％，城市气化率达到７５％，力争
ＰＭ１０达到污染物２级标准。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措施

根据陕西省环境保护局２００１年西安环境公
报，为了改善大气环境，西安市政府采取了相应
措施。
４１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西安市确立了相应的行
为工程。无煤区和改煤区建设工程，在全市建立
４０ｋｍ２无燃煤区和１８０ｋｍ２改煤区，截止２００１
年底，已完成２０００余台燃煤锅炉“煤改洁”任务，
１３００余台燃煤锅炉使用优质煤。天然气城市气化
工程，实施西安市气化二期工程，气化率达９５％。
集中供热工程，扩大灞桥、西郊两大热电厂装机
容量，加强热电厂、供热站洁净煤新技术应用，将
使ＰＭ１０和ＳＯ２排放减少。
４２西安现有机动车辆２６万辆，由机动车辆产
生的ＣＯ和ＮＯｘ占此类污染的７３％。对监测结
果不符合标准的改制达标排放。并逐步使用清洁
能源，使ＮＯｘ排放量减少。
４３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以利于污染物的自然净
化。调节产业结构，节约能源。推广使用清洁能
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３］。经过不断努力，一定能
使西安地区环境空气质量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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