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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省城合肥将有望在全省率先公布PM2.5监测数据。

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份，合肥就开始试点监测PM2.5，后又被纳入全国26个PM2.5试点监测城市之一。

那么，如同狼嘴里的羊一样，PM2.5靠什么仪器“逮”出来的呢？数据是如何出炉的？合肥市的PM2.5状况究竟

如何？PM2.5监测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

带着一系列的疑问，记者随合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工作人员来到PM2.5监测点，一解其中缘由。

工作人员在合肥市长江中路观测点查看

PM2.5聚集“黑色楼层”说法不可信
记者实地探访PM2.5监测点，昨天的数据挺正常

一台监测仪价值30万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合肥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办公楼东边

的楼顶上，这个点被称为“长江

中路”监测点，是合肥市两个

PM2.5监测点其中之一。

这里的“工作间”其实并不大：

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房间内放置

各种分析仪器，这台标注“PM2.5”

字样的仪器看上去来自美国。

“这家伙可不便宜，一台要

30万呢！”合肥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副站长李菁告诉记者。

在现场，记者拿到了合肥市

当日PM2.5的实时数据：0.065毫

克/立方米。工作人员解释说，环

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意见

稿制定了标准限值，同时也考虑

到我国实际情况，将 PM2.5 按照

一 年 和 24 小 时 ，分 别 设 定 了

0.035 毫克/立方米和 0.075 毫克/

立方米的平均浓度上限值。

按此标准，当日，长江中路

的空气质量达到了二级标准，适

合居住。

身上有6个“蘑菇头”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

爬上了楼顶，这里安装着两台不

同的采集仪。

“一台是监测PM10的 ，另一

台是监测PM2.5。”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些采集仪与房间内放置

的分析仪相对应。

记者观察发现，这台监测

PM2.5的监测仪“身高”约2米，基

座是一个三脚架。

具体来说，空气从顶部的采

样杆进入，通过采样杆到达中部

的貌似6个“蘑菇头”的切割头，

精密的切割头能分辨并测算出

每立方米的空气中含有多少

PM2.5 和 PM10 颗粒。另外，“蘑

菇头”下面有两根杆子，这是双

通道，一根分辨出PM2.5，另外一

根分辨出PM10，都将输入楼下房

间的分析仪，分别进行分析。

如果空气中混杂了雨水怎

么办？没事儿，在采样杆侧面挂

着一个透明玻璃瓶，那是雨水分

离器。

数据有望下半年提前“亮相”
如今，省外一些城市已经向

公众公布了 PM2.5 数据，那么合

肥PM2.5数据何时公布于众是个

最让大家关心的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

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已经和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先发地区

一起被纳入首批公布PM2.5监测

数据的试点区域。

“目前购买监测设备的 240

万元资金已经到位，但是国家关

于监测方式和设备选型的标准还

没有出台。”李菁告诉记者，一旦

标准出台，就将进入招投标程序，

买来并待其稳定运行后，即刻公

布PM2.5监测数据。

李菁还进一步解释说，合肥市

早在去年8月份，就开始试点监测

PM2.5，而这些数据都只是适应性

的数据，主要用做今后的参考。

而此前，合肥市环保局局长

李军说，待全市10个环境监测站

都将配备监测设备后，预计今年

下半年提前公布合肥PM2.5数据。

PM2.5一直在那里，关键在于防范

“事实上，测和不测，PM2.5

一直在那里，关键在于防范！”交

谈中，李菁向记者强调，相对监

测而言，PM2.5 治理和防范更为

重要。

他认为，不同时段 PM2.5 来

源不一样，治理的重点也不一

样，比如在目前合肥的大建设是

一个状态，在机动车达到一定数

量后也是一个状态。

“合肥市开展机动车启动黄

绿标工作，就是遏制机动车对

PM2.5 的贡献率；开展禁止秸秆

焚 烧 、管 理 渣 土 车 也 是 治 理

PM2.5；对于公众来说，我建议大

家尽量少开车，多乘公共交通，

倡导绿色出行！”

PM2.5聚集“黑色楼层”说法不可信

最近一段时间，坊间传言：

居 住 在 9 到 11 楼 的 住 户 受 到

PM2.5“损害”最大，更有甚者称

该段楼层为“黑色楼层”。

记者昨日从东二环一家售

楼处吴姓销售人员处了解到，最

近一段时间，前来咨询购房的市

民中，有超过 2 成的人会考虑

“黑色楼层”的问题。

“他们都会问问住在这样的

楼层伤害有多大，价格会不会相

对便宜些?”该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最后更多的购房者还是不愿

选择这样的楼层。

那么住在“黑色楼层”的市

民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其实这

些也只是个“传说”。

“这些颗粒物富集在 9 到 11

楼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环

保专家告诉记者，事实上，PM2.5

是充满整个大气边界层的，到地

面的距离约为 1km～2km，而这

个高度正是人们的活动范围。

另外，到目前为止，没有数据和

证据证明住在该段楼层将会被

“伤害”。

1982 年，我国首个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制定并发布实施，之后先后

经历了三次修订。在 1996 年版

的《空 气 环 境 质 量 标 准》中 ，

PM10 被 列 入 控 制 标 准 ，未 将

PM2.5列入。

2008 年，环境保护部启动

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第四

次修订工作，但在 2010 年底首

次征求意见后，只对 PM2.5 设

立了参考限值，未纳入强制性

限制。相关专家表示，“时机不

成熟”成为 PM2.5 未进国标的

主要理由。

去年 10 月，持续的灰霾天

气 让 PM2.5 引 起 公 众 高 度 关

注，将 PM2.5 纳入国标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去年 11 月 16 日，

新国标二次公开征求意见，首

次提出将 PM2.5 纳入国标，另

外一项重要指标——臭氧 8 小

时浓度也同时被纳入。二次征

求意见稿获得了公众“普遍赞

同”，并于去年 12 月底在环保

部常务会上获得通过。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2 年

2 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历时 4 年修改后，

PM2.5 终于写入“国标”，纳入

各省市强制监测范畴。

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再

次强调了全国开展 PM2.5 监测

的时间表。要求，2012 年要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

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

展细颗粒物与臭氧等项目监

测，2013 年在 113 个环境保护重

点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开展监测，2015 年覆盖所有

地级以上城市。

链接 PM2.5国标出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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