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污染反弹，加强治理如何寻找突破口？ 

一、一季度空气较去年同期反弹 

因气象条件和污染排放双重影响，一季度多地空气污染出现较为显著的反弹，反弹的

指标主要为 PM2.5，PM10两项。 

 一季度 PM2.5同期对比 

蔚蓝地图数据统计显示，重点地区除长三角、天山北坡 PM2.5浓度略有下降外，其他重

点地区的 PM2.5浓度同比均有上升，其中成渝地区一季度 PM2.5浓度为 60μg/m
3
，同比上升

21.1%，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季度 PM2.5浓度为 57μg/m
3
，同比上升

17.6%。 

图表 1 重点地区一季度 PM2.5同期比较 

地区 
2023 年 1 季度 PM2.5

（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2.5

（μg/m3） 
同比 

京津冀及周边 68 63 ▲ 7.9% 

汾渭平原 76 73 ▲ 4.2% 

长三角 45 46 ▼ -2.9% 

珠三角 27 23 ▲ 17.5% 

苏鲁皖豫 66 63 ▲ 3.8% 

长江中游 57 49 ▲ 17.6% 

成渝地区 60 49 ▲ 21.1% 

东北地区 52 48 ▲ 7.5% 

天山北坡 111 116 ▼ -4.5% 

 

 

 

 

 

 

 

 

 

 



图表 2 重点地区一季度 PM2.5同期比较（单位：μg/m
3
） 

 

城市方面，根据蔚蓝地图数据统计，全国共计 56座城市 PM2.5同比上升超 10μg/m
3
，

其中，湖北荆州 1季度 PM2.5浓度为 84μg/m
3
，同比上升 24μg/m

3
，四川广安 1季度

PM2.5浓度为 64μg/m3，同比上升 21μg/m3。 

相比之下，1季度北京 PM2.5浓度为 48μg/m
3
，同比上升 12μg/m

3
。其中 1月份

PM2.5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13μg/m3，2月份、3 月同步分别上升 32μg/m3，19μg/m3。 

图表 3 一季度北京 PM2.5同期比较（单位：μ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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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部分城市 1 季度 PM2.5同期对照 

地区 城市 
2023 年 1 季度

PM2.5（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2.5（μg/m3） 

1 季度 PM2.5同比

（μg/m3） 

1 季度 PM2.5同比

（%） 

湖北 荆州 84 60 ▲ 24 ▲ 28.3% 

四川 广安 64 43 ▲ 21 ▲ 33.5% 

新疆 伊犁 77 56 ▲ 21 ▲ 27.6% 

四川 泸州 72 51 ▲ 21 ▲ 29.5% 

甘肃 临夏 67 47 ▲ 20 ▲ 30.0% 

湖南 衡阳 61 41 ▲ 20 ▲ 32.7% 

湖南 邵阳 58 39 ▲ 19 ▲ 32.7% 

湖南 郴州 48 29 ▲ 19 ▲ 39.2% 

四川 内江 65 46 ▲ 18 ▲ 28.5% 

贵州 铜仁 42 24 ▲ 18 ▲ 42.6% 

陕西 汉中 70 52 ▲ 18 ▲ 25.3% 

湖南 怀化 52 35 ▲ 17 ▲ 33.2% 

重庆 重庆 56 38 ▲ 17 ▲ 30.7% 

天津 天津 62 45 ▲ 17 ▲ 27.0% 

山东 滨州 64 48 ▲ 17 ▲ 25.9% 

湖北 随州 71 55 ▲ 16 ▲ 22.3% 

河北 廊坊 58 43 ▲ 15 ▲ 26.0% 

湖南 益阳 74 60 ▲ 15 ▲ 19.7% 

浙江 衢州 40 26 ▲ 14 ▲ 35.7% 

贵州 黔西南 39 25 ▲ 14 ▲ 36.2% 

辽宁 葫芦岛 55 41 ▲ 14 ▲ 25.2% 

山东 聊城 77 63 ▲ 14 ▲ 17.8% 

河北 沧州 61 48 ▲ 14 ▲ 22.2% 

山东 东营 55 42 ▲ 14 ▲ 24.6% 

广西 桂林 47 34 ▲ 13 ▲ 28.1% 



地区 城市 
2023 年 1 季度

PM2.5（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2.5（μg/m3） 

1 季度 PM2.5同比

（μg/m3） 

1 季度 PM2.5同比

（%） 

云南 西双版纳 38 25 ▲ 13 ▲ 34.3% 

湖南 岳阳 61 48 ▲ 13 ▲ 21.2% 

辽宁 阜新 50 37 ▲ 13 ▲ 26.0% 

辽宁 锦州 60 47 ▲ 13 ▲ 21.7% 

湖南 常德 74 61 ▲ 13 ▲ 17.4% 

河北 唐山 60 48 ▲ 13 ▲ 21.3% 

广西 贵港 43 30 ▲ 13 ▲ 29.5% 

新疆 阿克苏 82 69 ▲ 13 ▲ 15.3% 

陕西 渭南 93 81 ▲ 12 ▲ 13.1% 

湖南 永州 54 42 ▲ 12 ▲ 22.4% 

湖南 娄底 63 51 ▲ 12 ▲ 19.1% 

北京 北京 48 36 ▲ 12 ▲ 24.8% 

湖北 黄石 59 48 ▲ 12 ▲ 20.0% 

云南 玉溪 38 26 ▲ 12 ▲ 31.2% 

甘肃 张掖 51 39 ▲ 12 ▲ 23.4% 

云南 文山 36 24 ▲ 12 ▲ 32.6% 

广西 贺州 40 29 ▲ 12 ▲ 28.8% 

湖南 张家界 51 40 ▲ 12 ▲ 22.6% 

陕西 咸阳 100 88 ▲ 11 ▲ 11.5% 

四川 宜宾 70 59 ▲ 11 ▲ 16.3% 

辽宁 朝阳 47 36 ▲ 11 ▲ 24.0% 

湖南 株洲 63 52 ▲ 11 ▲ 17.7% 

甘肃 兰州 58 47 ▲ 11 ▲ 18.9% 

四川 达州 54 43 ▲ 11 ▲ 20.3% 

辽宁 大连 43 32 ▲ 11 ▲ 25.3% 

甘肃 酒泉 44 33 ▲ 11 ▲ 24.7% 



地区 城市 
2023 年 1 季度

PM2.5（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2.5（μg/m3） 

1 季度 PM2.5同比

（μg/m3） 

1 季度 PM2.5同比

（%） 

湖南 湘潭 65 54 ▲ 11 ▲ 16.8% 

湖北 宜昌 73 62 ▲ 11 ▲ 14.8% 

浙江 金华 42 31 ▲ 11 ▲ 25.5% 

湖北 恩施 44 33 ▲ 11 ▲ 24.2% 

云南 红河 40 30 ▲ 11 ▲ 26.1% 

甘肃 嘉峪关 39 29 ▲ 10 ▲ 25.2% 

陕西 西安 94 84 ▲ 10 ▲ 10.4% 

四川 自贡 67 58 ▲ 10 ▲ 14.4% 

广西 梧州 36 26 ▲ 10 ▲ 26.8% 

江西 赣州 32 22 ▲ 10 ▲ 29.9% 

 

 一季度 PM10同期对比 

3 月份，我国共计发生了 4次沙尘天气过程，超过 20年来一季度的平均水平。其中，

3月 19日至 23日的沙尘过程，达到强沙尘暴级别，影响 20个省（区、市），影响面积超

过 485万平方公里。沙尘天气是推高各主要地区 PM10浓度的重要因素。 

蔚蓝地图数据统计显示，一季度重点地区除天山北坡 PM10浓度略有下降外，其他重点

地区的 PM10浓度同比均有上升。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 1季度 PM10浓度 89μg/m
3
，同比上

升 28.3%；其次是京津冀及周边，PM10浓度 133μg/m
3
，同比上升 27.9%。 

图表 5 重点地区一季度 PM10同期比较 

区域 
2023 年 1 季度 PM10

（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10

（μg/m3） 
同比 

京津冀及周边 133 104 ▲ 27.9% 

汾渭平原 145 124 ▲ 16.2% 

长三角 81 72 ▲ 12.5% 

珠三角 47 38 ▲ 21.8% 

苏鲁皖豫 123 101 ▲ 22.4% 



区域 
2023 年 1 季度 PM10

（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10

（μg/m3） 
同比 

长江中游 89 70 ▲ 28.3% 

成渝地区 84 69 ▲ 22.6% 

东北地区 89 70 ▲ 27.0% 

天山北坡 153 156 ▼ -2.3% 

图表 6 重点地区一季度 PM10同期比较图（单位：μg/m
3
） 

 

城市方面，根据蔚蓝地图数据统计，全国共计 65座城市 PM10同比上升超 25μg/m
3
，其

中 17座城市 PM10同比上升超 40μg/m
3
。 

北京也名列其中，1月、2月、3月北京 PM10浓度均同比上升，造成 1季度北京 PM10

浓度为 99μg/m3
，同比上升 44μ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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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一季度北京 PM10同期比较（单位：μg/m
3
） 

 

图表 8 部分城市 1 季度 PM10同期对照 

地区 城市 
2023 年 1 季度

PM10（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10（μg/m3） 

1 季度 PM10同比

（μg/m3） 

1 季度 PM10同

比（%） 

甘肃 武威 197 110 ▲ 87 ▲ 79.4% 

甘肃 张掖 170 86 ▲ 83 ▲ 96.6% 

甘肃 酒泉 180 99 ▲ 81 ▲ 82.1% 

新疆 巴音郭楞 245 176 ▲ 69 ▲ 39.5% 

甘肃 嘉峪关 153 89 ▲ 64 ▲ 71.0% 

甘肃 金昌 149 92 ▲ 56 ▲ 60.8% 

新疆 哈密 151 102 ▲ 49 ▲ 47.5% 

天津 天津 121 74 ▲ 47 ▲ 63.9% 

河北 沧州 122 75 ▲ 47 ▲ 63.1% 

山东 滨州 130 84 ▲ 46 ▲ 54.5% 

山东 东营 117 71 ▲ 46 ▲ 64.1% 

河北 廊坊 121 75 ▲ 45 ▲ 59.9% 

北京 北京 99 55 ▲ 44 ▲ 80.0% 

新疆 阿克苏 250 206 ▲ 44 ▲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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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城市 
2023 年 1 季度

PM10（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10（μg/m3） 

1 季度 PM10同比

（μg/m3） 

1 季度 PM10同

比（%） 

内蒙古 锡林郭勒 67 23 ▲ 44 ▲ 189.6% 

山西 临汾 151 108 ▲ 43 ▲ 40.1% 

河北 衡水 134 94 ▲ 41 ▲ 43.2% 

山东 聊城 152 111 ▲ 40 ▲ 36.2% 

河北 唐山 118 79 ▲ 40 ▲ 50.6% 

甘肃 白银 133 93 ▲ 39 ▲ 42.2% 

甘肃 兰州 144 105 ▲ 39 ▲ 37.3% 

山东 德州 139 100 ▲ 39 ▲ 39.1% 

内蒙古 呼和浩特 106 67 ▲ 39 ▲ 58.3% 

宁夏 中卫 154 116 ▲ 39 ▲ 33.5% 

辽宁 葫芦岛 103 65 ▲ 38 ▲ 58.0% 

湖南 常德 112 75 ▲ 37 ▲ 48.8% 

内蒙古 乌兰察布 90 54 ▲ 36 ▲ 66.1% 

河北 秦皇岛 100 64 ▲ 36 ▲ 55.4% 

辽宁 朝阳 98 63 ▲ 36 ▲ 57.0% 

甘肃 临夏 136 101 ▲ 35 ▲ 35.1% 

辽宁 阜新 101 66 ▲ 35 ▲ 53.7% 

山东 淄博 131 97 ▲ 34 ▲ 34.7% 

山东 潍坊 112 79 ▲ 33 ▲ 42.5% 

四川 泸州 102 69 ▲ 33 ▲ 47.5% 

山西 晋中 142 110 ▲ 32 ▲ 29.5% 

河北 承德 87 55 ▲ 32 ▲ 58.8% 

辽宁 锦州 103 71 ▲ 31 ▲ 44.1% 

宁夏 固原 111 80 ▲ 31 ▲ 39.0% 

内蒙古 赤峰 76 44 ▲ 31 ▲ 70.1% 

河南 濮阳 139 108 ▲ 30 ▲ 28.2% 



地区 城市 
2023 年 1 季度

PM10（μg/m3） 

2022 年 1 季度

PM10（μg/m3） 

1 季度 PM10同比

（μg/m3） 

1 季度 PM10同

比（%） 

河北 张家口 78 48 ▲ 30 ▲ 63.9% 

青海 海东 118 88 ▲ 30 ▲ 34.6% 

山东 济南 131 101 ▲ 30 ▲ 30.1% 

湖南 郴州 70 40 ▲ 30 ▲ 75.2% 

山东 日照 103 74 ▲ 29 ▲ 39.4% 

湖北 孝感 123 94 ▲ 29 ▲ 30.6% 

内蒙古 阿拉善 89 60 ▲ 29 ▲ 47.7% 

湖南 邵阳 81 53 ▲ 28 ▲ 52.8% 

湖南 衡阳 84 56 ▲ 28 ▲ 49.9% 

湖南 娄底 90 63 ▲ 28 ▲ 44.2% 

陕西 咸阳 172 144 ▲ 28 ▲ 19.1% 

河北 保定 127 100 ▲ 27 ▲ 27.5% 

湖南 长沙 93 65 ▲ 27 ▲ 41.9% 

山东 威海 72 45 ▲ 27 ▲ 61.2% 

辽宁 大连 77 50 ▲ 27 ▲ 54.2% 

山西 朔州 134 107 ▲ 27 ▲ 25.4% 

宁夏 石嘴山 140 113 ▲ 27 ▲ 23.8% 

河南 开封 149 122 ▲ 27 ▲ 22.0% 

内蒙古 包头 111 85 ▲ 27 ▲ 31.4% 

山东 泰安 120 94 ▲ 26 ▲ 27.9% 

河南 漯河 146 120 ▲ 26 ▲ 21.6% 

山东 青岛 91 65 ▲ 26 ▲ 39.6% 

内蒙古 乌海 147 122 ▲ 26 ▲ 21.1% 

河南 安阳 154 128 ▲ 26 ▲ 20.0% 

河北 石家庄 137 112 ▲ 26 ▲ 22.8% 

 

 



二、一季度空气质量反弹分析 

一季度反弹的指标主要为 PM2.5，PM10。频发的沙尘天气是推高各主要地区 PM10浓度的重

要因素；疫后经济活动较为显著的复苏导致的工业源、移动源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和不利

气象条件的叠加是 PM2.5升高的主要原因。 

排放源方面，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分析研判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污

染排放处于高位，“春节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用电量快速上升，目前处于今年以

来最高水平。工业源在线监测数据显示，2月以来，区域内钢铁、焦化、玻璃等不可中断

工序行业维持高位运行；水泥、石灰、砖瓦、陶瓷等可中断工序行业开工率快速上升。区

域内移动源活动水平也快速增长，目前柴油货车交通流量、柴油销售量、工程机械开工时

长等指标均处于今年以来最高水平。“气象条件方面，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分

析，京津冀中部地区持续出现风场辐合、贴地逆温、早晚高湿等不利气象条件，容易导致

污染物持续累积与转化。 

蔚蓝地图数据统计显示，1季度全国共计发现 28160例环境违规问题，涉气违规问题

占比 41.7%，除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外，还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通过篡改

或者伪造监测数据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等问题。 

图表 9 一季度环境违规问题分布 

 

但这些已经公开的违规超标和行政处罚，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2 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亲赴河南省平顶山市、许昌市，对焦化、钢铁、玻璃等

重点行业开展突击检查。检查中发现，列入检查范围的重点行业企业，普遍存在不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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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污染治理设施、超标排放、不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生产台账弄虚作假、在线

监测和手工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问题。其中，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舞钢中加钢

铁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京宝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襄城县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检

查中被发现存在“涉嫌人为干扰在线监测设施采样，掩盖超标排放行为”、“在线监测数

据与实际生产状况不符，涉嫌造假”、“篡改中控系统运行参数”、“在线监测不正常运

维”等问题。 

2 月，生态环境部赵英民又专门带队赴陕西省咸阳市、渭南市和韩城市等空气质量明

显反弹城市监督帮扶，暗访中同样发现“采样管路断开，篡改参数干扰自动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通过稀释自动监测采样烟气，干扰焦炉烟气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篡改数据

等问题。 

针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频发问题，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刘炳江司长，在生态环境部

召开 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一是部分企业漠视法律，突破底线。企业无视环保法律法规，存在侥幸心理，肆意

偷排偷放，想方设法逃避监管，甚至多方串通，形成系统性造假链条。在局部出现了

“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弄虚作假，归根结底是企业治污设施投入不足造成的，达

不到标准要求只能弄虚作假。 

 二是部分地方治污攻坚定力不够，韧劲不足。近年来，随着蓝天保卫战扎实推进，环

境空气质量呈现持续改善态势，部分地方出现盲目乐观情绪，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在稳经济的同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定力不够，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政治自觉不够强，抓责任落实，抓

污染减排，抓监管执法不够有力，甚至有的地方党委政府要求执法部门对企业进行零

处罚。 

 三是部分地方的生态环境监管流于表面，能力薄弱。部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走过场，尤其是对当地的利税大户。部分基层干

部能力素质不足、业务不熟练、作风不扎实，加之现场检查技术装备落后，难以发现

日益隐蔽的违法问题。” 

三、遏制反弹，空气治理如何突破？ 

经历百年大疫，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区域污染排放仍处于高位，空气污

染出现反弹。我们认为，大气治理需要从源头抓起，坚持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充

分监测和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保障社会参与和监督，为加强污染源监管创造长效机制。 

生态环境部领导在河南、陕西突击检查发现的在线监测数据造假等问题，并不是今年

首次发现。2021年 3 月，黄润秋部长带队赴河北省唐山市，对钢铁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检查，发现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记录造假问题，有的甚至互相通风报

信、删除生产记录应对检查”等行为。随后唐山市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组成的 4个联合

检查组，对全市钢铁企业逐一检查，查出部分企业在线数据造假违法行为，以及在线监测

设施运维企业数据造假行为。 



这一问题频繁出现，是否意味着在线监测数据的公开无效了呢？我们认为恰恰相反，

正是近年来在线监测数据公开的退步，导致重点众多企业失去了来自社会的监督。 

中国在 2013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创性地实现了重点排放单位在线监测大规模实时公

开，这一创举激发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强化了环境监管和执法，有力推动了

工业污染减排。 

为让公众能够便捷获取身边企业的监测数据，参与监督，IPE研发并上线了污染地图

（蔚蓝地图 APP的前身），集成各平台公开发布的在线监测数据，并对企业在线监测数据

进行了可视化处理，结合地理位置呈现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并对监测结果“达标”、“超

标”进行颜色区分显示，超标数据标注为红色，达标数据标注为蓝色。 

蔚蓝地图 APP还将移动互联和社交媒体联系起来，公众不但可以便捷获取相关环境信

息，而且可以一键转发至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这一功能便利了社会监督，很多环保组

织伙伴和蔚蓝网友在分享信息时，还创造性地@给当地的环保官微，形成 “微举报”。 

基于数据的“微举报”社会监督模式，让公众、环保组织与地方环保部门形成统一战

线，共同推动排污企业形成了良性互动。绿色江南、清源环保、芜湖生态中心、绿行齐

鲁、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绿行太行、空气侠、绿满江淮等环保机构，以及数百万蔚蓝网

友，对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督，十年间，共计推动了 5379家重点排污企

业，就其在线监测数据超标问题进行了公开回应说明，累计 10980次。 

图表 10 蔚蓝地图微投诉举报反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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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线监测信息实时公开，也是其他强大环境监管和监督手段的重要基础。新

《环保法》中两个最为令人瞩目的创新举措是按日计罚和环境公益诉讼。 

根据蔚蓝地图数据分析，2015年以来公开的按日连续处罚，尤其是污染物超标类的按

日连续处罚案例中，自动监测数据因其数据连续性等特点，已经被采用为证据链之一。 

根据自然之友网站显示，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自然之友共提起 15起涉及大气污

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上述公益诉讼案例，主要依据蔚蓝地图多年来为自然之友提供的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进行筛选识别。 

遗憾的是，近两年，我们观察到向社会公开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的披露情况有所退

步。据蔚蓝地图不完全统计，当前通过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在线监测数据的企业量为

22335家，较 2021年下降 46.7%。 

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披露退步情况，主要表现在： 

 河南、山西、青海、广东、吉林、黑龙江、贵州、广西、湖南、云南 10 省区污染源在

线监测数据公开平台停止更新。 

 江苏、安徽、辽宁、新疆多地平台友好性不足，检索设验证码等限制，不便利公众查

询使用。此外，多地平台存在检索筛选条件不足，检索响应时间长等问题，不便利公

众了解在线监测数据超标情况。 

污染源在线监测信息披露的滑坡，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初步形成的污染源环境大数据

社会监督应用格局。近期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的

通知》提出鼓励公众参与，“充分发挥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和公众，在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开展、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监督作用”，为此，我们建议： 

(一) 建议，河南、山西、青海、广东、吉林、黑龙江、贵州、广西、湖南、云南 10省区恢

复向社会公开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二) 建议各个地区信息化平台，借鉴山东省在线监测数据公开模式，充分考虑用户使用便

利性，以更可视化、友好的方式向公众公开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同时为用户检索提

供更多筛选条件，包括时间、地点，指标，超标情况等检索，并在信息平台架构时充

分考虑检索响应，提高公众查询检索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