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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源颗粒物排放模型
及 年排放清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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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 ,

摘要 颗粒物是影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 的主要污 染物
,

且 细 颗粒物对 区域和全球环 境系统具有重

要影响 了解颗粒物的源排放量及 排放特征
,

对开展 颗 粒物研 究具 有重 要 意义 文 中按经 济部 门
、

燃料类型和技术类型对颗粒物排放源进行分类
,

建立 了一 个基于技术的
、

自下而 上 的排放模 型
,

并利

用该模型计算出 年全 国主 要人 为源共 向大 气排放 总悬浮颗粒物
, , 。

可

吸入颗 粒物 以
,

细颗粒物 了 水泥生产
、

生物质燃料和燃煤源 是最 主

要 的 排放源
,

分别 占
,

排放总量 的
,

肠和 颗粒物排放 的地 区分布极不平衡
,

主 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 排放量 最大 的 个省份为 山东
、

河北
、

江 苏
、

河 南和广 东 进 一 步将排放分

配 到 。 的网格
,

从而为 区域大气污染模拟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

关键词 大气污染 顺粒物 排放清单 排放因子 排放强度

大气颗粒物又称大气气溶胶
,

是 由固体颗粒或

小液滴在气体介质 中形成 的悬浮体系
,

根据空气动

力学当量直径 简称粒径 大小
,

可分为总悬浮颗粒

物
,

简称 和可吸人

颗粒物 指粒径小 于 拜 的所有 颗粒物

可吸人颗粒物指粒径小于 拌 的颗粒物
,

用
。

表示 其中粒径范 围为 一 拌 的可 吸人颗粒

物被称为粗颗粒
,

用 一 。

表示 粒径小 于

拌 的可吸人颗粒物被称为细颗粒
,

表示为

目前
,

颗粒物是影响我 国城市空气质量 的最 主

要污染物
,

超过 的省会城市的首要空气污染物

为
。

颗粒物 中危害最大的是细颗粒
,

危害到人

体健康和能见度川 在大气 中存在 时间长
,

因此有

可能通过长距离传输影响 区域空气质量 而且
,

细

颗粒中的不 同组分可 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和全

球气候 , 〕 例如
,

研究者发 现 细颗粒 中的元 素碳

是影响我国区域气候变化 的一个重要 因素
,

加

速 了南涝北旱的趋势川

中国的大气颗粒物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科学家和决

策者的极大关注 综合利用排放清单
、

地面监测
、

航

测
、

卫星遥感
、

大气模型等多种手段
,

研究颗粒物尤

其是细颗粒物对区域环境和气候系统的影响
,

是当前

大气环境研究的热点之一 年
,

和
一

等研究计划在东亚及太平洋地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

观测和模拟研究 , 〕 了解颗粒物 的源排放量
、

排

放特征及排放地理分布
,

对进一步开展这类综合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

目前针对 中国颗粒物排放清单

的研究刚刚起步 已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颗粒物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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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素 碳 和 有 机 碳 笋
, 一 , 〕 等〔, 〕为

和 估算的东亚地 区 排放清单

清单 是近年来区域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排放清单之一 该清单给出了

中国地区 年 和 的排放
,

但并未估算

或 从 的排放 另外也有研究估算 了某一类排放

源 〕或是某一地区的颗粒物排放‘’ ,

但 目前尚未见到

覆盖全国的人为源颗粒物排放清单研究报道

本研究针对 中国主要 的颗粒物人为排放源
,

建

立了一个基于技术 的
、

自下而上 的排放模型
,

并利

用该模型计算 年我 国人为源各种粒径范 围颗

粒物
, 。

和 的排放量
,

并给出了排

放强度的地理分布

方法

计算方法

建立一个列表模型
,

采用 自下而上 的方法计算

中国人 为 源 颗 粒 物 排 放 量 模 型 将 颗 粒 物 分 为
, 。 , 一 , 。

和
。
三个粒径范 围

,

分别计算

排放量 计算公式如下巨”〕

放源上
,

把握与之关系显著的特征
,

同时兼顾模型

的通用性和灵 活性 颗 粒 物 的排放 过 程受燃 料 类

型
、

燃料品质
、

燃烧技术
、

工艺技术
、

控制设施等

诸多因素的影 响
,

模型着眼于影响颗粒物排放的主

要因素
,

确定模型 的结构和主要参数 另外
,

数据

的可获得性也是决定模型结构的重要因素

模型按经济部门
、

燃料类型和技术类型对排放

源进行分类 主要 以技术为依据
,

考虑不 同燃烧技

术或工艺技术在颗粒物产生机理上 的差别
,

划分详

细的排放源类别 对于每一种排放源
,

确定活动水

平数据 和相应 的排放 因子
,

计算 出颗粒物排放量

模型区分 了颗粒物 的 大类排放 源 固定 燃烧源
、

生物质开放燃烧
、

工业工艺源 和移动源 其 中固

定燃烧源涵盖 个经济部 门 电力
、

工业和民用 和

种燃料类型 煤炭
、

柴油
、

煤油
、

燃料油
、

液化石

油气
、

煤气
、

天然气和生物质 生物质开放燃烧

只考虑农 田秸 秆 焚烧 工业 工 艺 源 包 括 冶金
、

建

材
、

化工 个部门共 种产品的生产过程
,

按有组

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分别计算 移动源包括 类道

路移动源和 类非道路移动源

、产、子乙了、‘、一 艺
‘, , , 二 · , , , , 。 , , ,

一 , · , ·

艺
, ·

一 和
,

模型参数确定

根据 和 式
,

模型计算各粒径范 围颗粒物

排放时需要确定 的参数包括 排放源活动水平
,

如

燃料消耗量
,

产品产量等 各种控制设施在排放源

中的应用 比例 各排放源 的颗粒物产污 系数 排放

源产生的颗粒物 中各粒径范 围所 占比例
,

即粒径分

布 各控制措施对各粒径范围颗粒物 的去除效率

以下按排放源类别逐一讨论模型参数 的确定过程

模型参数确定过程 中
,

参考 了大量统计年鉴及相关

行业统计资料
,

因篇 幅所 限
,

文 中不一一列举其来

源

,,

其中 为省 直辖市
,

自治区 为粒径范围 为

部门 为燃料类型或产品类型 为技术类型

为控制设施类型 且
, ,

为 地区粒径范围 的颗粒物

排放量 为排放源活动水平
,

如燃料 消耗量
,

产

品产量等 为排放因子 为 产污系数
,

,

为排放源产生的总颗粒物中粒径范围 的颗粒物

所 占比例 为控制设施应用 比例 ,
, ,

为控制设

施 对于粒径范围 的颗粒物的去除效率

研究范围及模型结构

模型研究 区域包括 中国大 陆地 区 个省
、

自

治区和直辖市
,

计算了 年的颗粒物排放量

构建模型的原则是 以评估区域尺度颗粒物排放

水平为 目的
,

将主要研究对象集 中在重要 的人为排

固定燃烧源

燃煤源 对于燃煤源
,

各省区分部门的煤炭

消耗量由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获得 , 〕 燃烧方式划分

为煤粉炉
、

流化床
、

层燃炉
、

茶浴炉
、

小煤炉等

类 控制技术包括电除尘
、

湿式除尘和机械除尘 根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资料
、

中国机械工业年

北京大学 北京市大气污染的成因和来源分析 北京市大气污染控制对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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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确定煤炭在各部门

内部不同燃烧方式及控制技术之间的分配比例

对于煤粉炉
、

流化床
、

层燃炉等大 中型燃煤锅

炉
,

采用物料衡算法确定颗粒物产污系数
,

即

·

一

其中 为煤 中灰分
,

为灰分进人底灰的 比例

对于茶浴炉 和 小 煤炉 等小 型燃 煤设备
,

参 照 文 献

确定颗粒物产污系数

省间煤炭流动会影 响各省消费煤炭 的灰分
,

使

之与各省生产煤炭的灰分 出现差异 为更准确估计

各省燃煤设备的颗粒物产污系数
,

模型根据各省生

产原煤灰分与各省间煤炭传输矩 阵咖 〕,

计算各省消

费煤炭的灰分 各省生产原煤 的灰分为 世纪

年代中期各省主要矿 区生产的商品煤灰分与该矿 区

煤产量的加权平均

我国关于源排放颗粒物粒径分布特征的研究开展

较少 模型中
,

排放源产生的颗粒物的粒径分布主要

参考国外相关研究及数据库
,

周 各控制措施对各粒

径范围颗粒物的去除效率主要参考文献
,

表 列出了计算燃煤源颗粒物排放 因子 的相关

参数值

表 中国姗煤源颗粒物排放因子计算的相关参数值

部门 燃烧方式
污染控

制技术

燃煤灰

分〔‘ 〕“ ,

底灰

比例

烟气中颗粒物粒径 比例 ’· ‘ 」 去除效率〔‘
,

‘ 】

一 一 。

电力

。

︺︺

曰口︺

⋯
八八左工尸,月八

⋯
︺八︺

工业

煤粉炉

煤粉炉

层燃炉

层燃炉

流化床

层燃炉

层燃炉

层燃炉

层燃炉

层燃炉

层燃炉

茶浴炉

小煤炉

电除尘

湿式除尘

湿式除尘
机械式除

尘
湿式除尘

湿式除尘
机械式除

尘
无

民用

尘无无无

全 国平均水平
,

模型 实际计算中考虑各省差异

其他固定燃烧源 除煤炭外
,

固定燃 烧源

还包括柴油
、

煤油
、

燃料 油
、

液化石 油气
、

煤气
、

天然气等液体 和气体燃 料 这些燃料 的 消耗量 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获得 其 中
,

柴油消耗量为全 国

柴油总消耗量 扣 除移 动 源 消耗 量后 剩余部分 目

前我国对液体和 气体燃料基本 未 采取 颗粒 物控 制

措施
,

模型 中
,

无 控 状 态 下 的排放 因子参 照 文 献

〕取值

另外
,

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将薪柴
、

秸秆等生物质

作为燃料利用 这部分燃料消耗量从中国农业统计资

料获得 生物质排放的颗粒物中
,

绝大部分为细颗粒

物 模 型 中薪 柴 的 排 放 因 子 取
· 一 ‘ ,

。 · 一 ‘ ,

从
。 · 一 ‘

秸秆 的排

放因子 取
· 一 ‘ , 。 · 一 , ,

呱
· 一‘

· ‘ 〕

生物质开放燃烧

模型只考 虑 了人 为 活 动 引起 的生 物质 开 放燃

烧
,

即农 田秸 秆 焚 烧 农 田秸 秆 焚 烧 量 参 照 文 献

中的方法
,

即首先通过各种农作物 的产量计算

出秸秆产生量
,

然后根据秸秆在农 田 中焚烧 的 比例
〕,

估计出秸秆焚烧量 秸秆焚烧 的排放 因

子取
· 一 ‘ , 。 · 一 ‘ , 。

· · 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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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排放

工业工艺排放源种类繁多
,

很难逐一计算 模

型主要考虑了对颗粒物贡献较大的冶金
、

建材
、

化

工 个部门
,

包括炼焦
、

烧结
、

炼铁
、

炼钢
、

有色

冶金
、

砖瓦
、

水泥
、

石灰
、

玻璃
、

石墨
、

化肥等

种产品
,

计算其生产工艺过程的颗粒物排放
,

并初

步估算 了炼 焦
、

钢铁
、

水 泥 个行业 的无 组 织 排

放 各种产品产量及技术分布特征主要通过相关统

计资料及 研究报告 获得
,

并辅 以 部分行业 调 查 数

据卿一 习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的产污系数主要从文献

「巧
,

获得 控制措施考虑布袋除尘
、

电除尘
、

湿式除尘和机械除尘 种 无组织排放因子参考 了

北京市工业 无组织排放 的测试结果 和美 国相关研

究 , 〕‘ 表 和 分别给出了部分工艺排放源的颗粒

物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因子

表 主要工业工艺源颗粒物有组织排放 因子

工艺
产污

系数
· 一 ‘

原始废气中颗粒物粒径比例 排放因子
· 一 ’

一。 一 卜

甘︺户斗

机制炼焦

土法炼焦

烧结

炼铁

转炉炼钢

铝

水泥

石灰

砖瓦
,

排放因子单位为每 万块砖中的颗粒物质量

表 主要工业工艺源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因子

工艺
排放因子

· 一 ’

一。 一

类 各车型的燃料消耗量采用文献 「 」中建立 的

模型方法
,

根据机动车保有量 仆甲
、

年均行驶里

程 和平均燃料经济性 估算得到 每种

机动车的保有量根据该车型过去 年 的产销量估

算 年均行驶里程根据客货运量推算
,

估算结果见

表

机动车的排放水平 由机动车整体污染控制技术

而不是单个技术决定 国家通过逐步提高排放标准

来推动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我国机动车污

染控制水平 较 低
,

单 车排放 水平 较 发 达 国家高 出

一 倍 〕 我国从 年颁布相当于欧 的排放

标准
,

年在全国范围实施 年起实施相当

于欧 的排放标准 模型将每种车型按控制技术水

平分为欧 。,

欧 和欧 类
,

根据机动车的技术比

例和每种控制技术水平下 的颗粒物排放 因子确定机

动车的平均排放水平 机动车排放 的颗粒物 中
,

细

︺叮﹄住‘︺︺‘

⋯
﹄城,

机制炼焦

土法炼焦

烧结

炼铁

转炉炼钢

水泥

移动源

道路移动源 参照美 国 的机动车排放

模型 中的分类方法如 〕,

模型将道路机 动

车分为轿车
、

轻型汽油车
、

中型

汽油车
、

重型汽油车
、

轻型柴油

车
、

重型柴油车 及摩托车 等

见第 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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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 占了绝大部分
,

表 中给出了 的排放 因子

表 中国道路机动车活动水平及排放因子 年

车型
万辆

、了吐丁 油耗量
· 一 呜

技术 比例 排放因子
· 一 ‘

欧 。 欧 欧 欧 欧 欧

, ,

口左
月

︺

门八︺月嘴月只

⋯
︺,

轿车

轻型 汽油车

中型汽油车

轻型柴油车

重 型汽油车

重型柴油车

摩托车

,

表 中技术 比例为全 国平均水平 对于排放标准严于 国家标准的地 区 北京
,

上海等
,

模型 中予以单独考虑

非道路移动源 非道路移动源包括农业机

械
、

建筑矿 山机械
、

拖拉机
、

农用运输车
、

内燃机

火车和 内河船舶等 类 非道路移动源主要消耗柴

油 其柴油消耗量
,

农业机械和建筑矿 山机械根据

保有量
、

功率和年均使用时间估算 拖拉机和农用

运输车根据保有量
、

年均行驶里程 和平均燃料经济

性估算 内燃机火车和 内河船舶根据客货运量 和平

均燃料经济性估算 我 国对非道路移动源 的污染控

制刚刚起步
,

目前对于颗粒物只实施 了较为宽松 的

烟度标准 因此模型 中暂不考虑非道路移动源 的颗

粒物控制措施
,

排放因子参考美 国 世纪 年代

末期同类设备的排放因子 〕

结果与讨论

排放总量

根据本研究建立的模型
,

计算出 年全国主

要人为源共 向大气排放颗粒物 护 可 吸

人颗粒物
。

排放量
,

占 排放总

量 的 细颗粒物 排放量
, ,

占

排放总量 的 和
。

排放总量 的 表

给出了各种粒径 的颗粒物排放量 从表 中可 以看

出
,

工业工艺源是最大 的颗粒物排放源
,

占颗粒物

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
,

其次是燃煤源和生物质燃烧

细颗粒在颗粒物排放总量 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主要

原 因一方面是工业部 门的除尘装置大多为机械式除

尘器和湿式 除尘器
,

这些设备对粗颗粒 的去除效率

很高
,

但对细颗粒的去除效率较低
,

因此排放源产

生的颗粒物 中
,

粗颗粒大部分被除尘装置 去除
,

而

细颗粒大部分排人大气 另一方面是 因为生物质燃

烧排放 的颗粒物 中
,

细颗粒 占绝大部分 表 同时

还给出 了
一

清单 中中国地 区 的 和

排放量 通过 比较可 以看 出
,

生物质燃烧 时排放 的

细颗粒物 中 和 所 占比例最高
,

移动源次之
,

燃煤源最低

表 年中国人为源颗粒物排放 单位 。‘

固定燃烧源 工业工艺源 移动源

燃煤 生物质

黔
有组织

‘

无组织 道路 非道路
生物质开放燃烧

甘

,曰白

⋯⋯
一了内﹄卜八﹃工

目土口八八
诊

廿

︺山心

⋯

只︸﹄只八八﹄连
‘

匀」口九乙

为 等的估算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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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部门分布

本节主要针对颗粒物中危害和影响最大的细颗

粒
,

讨论颗粒物排放的部门分布特征

在燃煤排放的 中
,

电力
、

工业 和 民用

个部门的贡献率分别为
,

和 电力部

门最主要 的燃烧设备是煤粉炉
,

颗粒物产污系数可

达 一
· 一 ‘ ,

但通过 电除尘等高效除尘设

备可去除绝大部分颗粒物 目前我 国大部分电厂 已

采用 电除尘
,

但 年仍有 左右 的电厂采用

低效除尘器
,

这部分 电厂贡献 的 排放量达到
,

占电厂 排放总量 的 因此

尽快改造这部分电厂 的除尘设备
,

能够有效减少 电

力部门的细颗粒排放 工业锅炉最主要的炉型为层

燃炉
,

颗粒物产污 系数在 一
· 一 ‘ ,

目前我

国工业锅炉虽然大都配备了除尘装置
,

但主要为湿

式除尘器和机械除尘器
,

这两类除尘器对 的

去除效率都不高
,

因此工业锅炉也是一个重要 的细

颗粒排放源 民用部门的燃煤设备 以小煤炉
、

茶浴

炉等小型设备为主
,

基本无颗粒物控制措施
,

年
,

由小煤炉和茶浴炉贡献 的 排放量达到

而且
,

由于这些设备燃烧效率低下
,

排

放的颗粒物 中含有大量碳黑
,

是对 排放贡献最

大的部门

在农村地 区广泛作为燃料 的生物质
,

对颗粒物

排放具有很大 的贡献 年全 国生物质燃 料 的

消耗量达到
,

其排放 的颗粒物 中
,

绝大

部分是细颗粒
,

排放量达到 火 ,

占排放总

量 的
,

甚 至超过 了燃煤排放 的贡献 生 物质

燃料排放的颗粒物 中含有大量 的
,

是全球范 围

内最重要 的 人 为排放源
,

同时也是重要 的

源之一川

生物质开放燃烧
,

即桔秆 焚烧贡献 的 排

放量为
,

占 总排放量的 但

秸秆焚烧一般集 中在农作物收割及播种期间
,

因此

对于特定地 区
,

在局部时间段 内对大气颗粒物浓度

具有很大影 响
,

等 〕在北 京 的研究 表 明
,

在

一 月间
,

秸秆焚烧对北京郊 区大气 中 浓度 的

贡献达 一

年
,

全国主要工业工艺源的 排放量

约为
,

占 排放总量的 其中
,

对 排放贡献较大的有炼焦
、

钢铁
、

砖瓦
、

水

泥等 炼焦行业排放
,

大部分来

自无 组 织 排 放 其 中
,

落 后 的 土 焦 工 艺 贡 献 了

因此
,

全面淘汰土焦是减少炼焦业颗

粒物排放的关键 钢铁行业烧结
、

炼铁
、

炼钢各工

艺共排放
。 ,

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

各 占 砖瓦业 排放量约为
,

但 目前 尚未见到有关砖 窑颗粒物排放特征的研究报

道
,

模型中假设其排放 的颗粒物与工业部 门的层燃

炉具有相似的粒径分布
,

因此这一估算结果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 等川 认为砖窑颗粒物排放量不容

忽视
,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 排放源

我国 年水泥产量达到
,

年

排放量达到 其 中
,

排放量约为
,

占全 国排放总量 的
,

是最 大的

排放源 水泥生产过程 的颗粒物产污系数非

常高
,

每生产 水泥会产生 一 的颗粒物

由于当时我 国的水泥厂颗粒物排放标准相对宽松
,

排放限值针对不同企业在 一
· 一

之间

因此大部分水泥企业采用 了湿式除尘或机械除尘等

低效除尘器
,

无法有效去除细颗粒物 需要注意的

是
,

年起
,

我国开始实施新 的水泥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

颗粒物排放 限值为
· 一 如

果所有企业均达标
,

则颗粒物排放量将削减 以

上
,

排放量 削减 以上 这一 方面无疑将

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

另一方面
,

水泥厂排放 的颗粒

物呈碱性
,

其大量减少将可 能影 响大气 中的化学过

程
,

例如酸雨过程等

年道路移动源共排放 约
,

其主要 贡 献来 自于 柴 油 车和摩 托 车
,

分 别 贡 献 了
‘

和
‘

道路机动车排放量 占总排

放量 的 比例很小
,

但集 中在人 口 密集 的城市 区域
,

尤其是在北京
、

上海
、

广州等特大型城市
,

机动车

污染物的分担率不容忽 视 非道路移动源 共排放
。 ,

贡献较大的源有拖拉机
、

建筑

矿山机械和农用运输车
,

分别排放 只 ‘ , 火

‘

和
‘

由于缺少非道路移动源准确的燃

料消耗数据
,

且未见 国内有关排放因子测试研究报

道
,

这部分估算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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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地理分布

图 给出了 年全国各省区的人为源颗粒物

排放量计算结果 从 图中可 以看 出
,

颗粒物排放 的

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排放主要集 中在东部地 区 排

放量最大的 个省份 山东
、

河北
、

江苏
、

河南和广

东
,

全集 中在华北和沿海地 区
,

各省 排放量均

超过
,

排放量均超过

而青海
、

宁夏
、

西藏等边远省区的年 排放量均

不足 图 进一步给出了各省 排放

量在各部门之 间的比例 从 图中可 以看 出
,

对于绝

大部分省区
,

工业工艺源
、

燃煤源和生物质燃烧源

是最主要的 类 排放源
,

但各省 间这 类源

的排放分担率差别较大 经济发展水平
、

人 口 密集

程度 以及工业产业结构是造成排放地 区分布差异的

主要原 因

,

八曰︸、︸︸︺

洲一咽楼︸不鬓翼纂

恩藻侧小墩枢框扭旧淡艇目桩闪︸︸︸犯一只目也侧桩递旧仁瓣认桩篷习竹篷桩厦报曰旧月姻摩招铭泛疡辣之墩叫之刹颤扮扣小旧扣服任目曰习卜厦班以拼习气

省份

图 年各省人为源颗粒物排放

口 生物质开放燃烧
口 移动源
目 工业工艺无组织
口 工业工艺有组织
口 其他燃料
口 生物质
燃煤

八曰八,
且

芝︸华习盆消带一
的叫芝﹂器冲匆中

暇班尝阁扣 小葵 月
裂以宜日添 喇扣刹

任 酬

逆浓月招侧目援桩钾健长旧征迅
叫月装 椒卑月曰厦蓑蓑仁 认袋侧

三豪桩艇目框墩回恩
团 谈以巾旧澎扭翎皿小藻

省份

图 年各省
,

。
排放部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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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揭示排放特征的区域差异
,

并为大气化

学模式提供高精度排放清单
,

研究基于 技术对分

省排放清单进行了网格化 根据行政边界
、

大点源位

置
、

人 口密度
、

土地利用状况
、

公路网络等高精度电

子地图信息
,

将省一级排放量分配到网格卿 〕 图 给

出了 。 的 排放强度分布 从图中可 以

看出
,

年排放强度超过
· 一

的地 区主要集 中在

华北和华东地 区
,

如河北南部
、

山东西部
、

山西 中

部
、

河南西部
、

江苏南部等地区
,

均出现大面积的高

强度排放区域 另外辽宁
、

广东
、

四川和重庆的部分

地区也呈现高强度的颗粒物排放 这一空间分布特征

与 年 月至 年 月间全国年 日均
, 。

浓

度空间分布特征吻合较好
,

说明我国颗粒物污染在排

放和大气浓度两个方面均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 〕

显示
,

在 置信度下
,

本研究估算的颗粒物排放清

单的相对标准差约为士 这一误差水平要高于

清单中各种气态污染物的误差
,

但低于

和 的误差 分别为士 和士 图 进一

步给出了各类排放源 的相对标准差 从 图中可 以看

出
,

生物质燃烧排放的不确定性最大
,

而燃煤排放的

不确定性则相对较小

图 , 置信度下各类排放源的相对标准差

图 年中国人为源 呱
, 排放强度地理分布

,

《单位
· 一 , · 一

不确定性

与气态污染物相比
,

估算颗粒物排放量的难度更

大 这一方面是由于颗粒物的来源更为复杂
,

除燃烧

过程外
,

各种工业工艺过程也排放大量颗粒物 另一

方面是由于各类除尘设备的效率差别较大
,

导致难以

精确估计颗粒物的最终排放因子 本研究首次估算了

年全国人为源颗粒物排放清单
,

但由于基础数据

的缺乏
,

导致该清单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公

式 可以看出
,

影响颗粒物排放量估算的主要 因素

为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 为便于和同类研究 比较
,

采

用与
,

清单相同的误差估算方法来估算本研

究的不确定性
,

详细计算方法见文献 〕 计算结果

结论

本研究按经济部门
、

燃料类型和技术类 型对颗

粒物排放源进行分类
,

建立 了一个基于技术 的
、

自

下而上 的排 放模 型
,

并 利用该模 型 计算 和分 析 了

年全国主要人为源颗粒物排放量
,

获得 的主要

结论如下

年全国主要人为源共 向大气排放
, , 。

排放量
, ,

排放

量
,

颗粒物控制措施不力
、

排放量 巨

大的生物质燃烧源 中 占绝对优势
,

是颗粒物

排放总量中 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

水泥生产
、

生物质燃料和燃煤源是最主要

的 排放源
,

分别 占 排放总量 的
、

和 。 国家对水泥厂颗粒物排放标准的加严

将可能对全国 污染特征带来很大影响

颗粒物排放 的地 区分布极不平衡 排放主

要集 中在东 部地 区 排 放 量 最 大 的五 个 省份 为 山

东
、

河北
、

江苏
、

河南和广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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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 网格化结果显示
,

排放空 间分布特征与 同

期年 日均
。
浓度空间分布特征吻合较好

,

说明我

国颗粒物污染在排放和大气浓度两个方面均呈现明

显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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