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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庆市主城区地处丘陵低山地带，长江、嘉陵江穿城而过，山水交汇，地形复杂；年均风速小，
静风频率高；混合层较低，逆温频率高。
这些特殊的地形和气象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因此主城区大气污染严重。
为改善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2000年以来重庆市政府先后实施了“清洁能源”工程、“五管齐下”净
空工程和进一步控制尘污染等一系列控制大气污染的措施，使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逐步减轻
，大气污染控制初见成效。
　　但是，随着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主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建设各项工程的大量开工，
机动车保有量逐年递增，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与全国其他重点城市相比仍较严重；氮
氧化物污染虽然较轻，但其加重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严重的大气污染既影响主城区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又影响重庆大都市形象和社会经济发展。
重庆市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迫切要求加强对大气污染的控制和治理，使主城区的空气质量得到稳步改
善。
因此，制订和实施新的重庆市主城区大气污染控制行动计划迫在眉睫。
　　2002年重庆市政府下达了“重庆市主城区大气污染控制行动计划——重庆市主城‘蓝天行动’实
施方案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该项目在“重庆市主城尘源解析”“重庆市主城二氧化硫大气环境容量研究”和“重庆市机动车污染
控制研究”等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重庆市主城规划区（约2737.krnz）为研究范围，以2003年为
基准年，从分析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着手，结合主城区污染源排放特征和高低空气象要素变化特点，利
用容量总量控制、颗粒物源解析等手段，力求找准大气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重庆市主城区大
气污染控制优化方案，持续解决严重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在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重庆市主城“蓝天行动”实施方案（2005—2010年）》。
该方案于2005年3月25日由重庆市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5年4月26日颁布实施（渝府
发[2005]41号）。
该项研究成果同时获得重庆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环保总局环保科技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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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重庆市主城“蓝天行动”实施方案的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汇集了2004年以来重庆市大气污染控制
研究的主要成果。
全书共分为九章：第一、二章概述了重庆市主城区自然地理及环境空气质量的基本情况；第三章详细
介绍了重庆市主城区独特下垫面条件下气象条件与环境空气质量相关性研究成果；第四章主要介绍了
重庆市主城区可吸入颗粒物源解析成果；第五、六章重点介绍了重庆市主城区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研究
成果；第七、八、九章主要介绍了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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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加强餐饮及其他废气（尘）整治　　加强了餐饮业废气（尘）的整治，主城区无公共烟道
的居民楼、商住楼禁止兴建餐饮业，完成l200余家餐饮业实施油烟治理达标。
2.落实较差或未落实的燃煤控制措施　　（1）由于2006年火电机组从204万kW增至444万kW，电煤供
应及电力调配有一定困难。
部分火电机组烟气脱硫设施与在线监测未与发电机组同步投运，且存在机组烟气脱硫设施运行不稳定
，国产脱硫设施设备故障率较高等情况。
　　（2）B类区域建设“基本无煤区”难度较大，主要原因是部分城乡结合部天然气管网还未到达，
或处于管网末端，气压不足，供气不稳定，同时部分小餐饮业主是下岗工人和农民，经济实力薄弱，
难以承担燃用液化气的成本，而燃煤炉价格低廉，监管后易于反弹，燃煤情况难以杜绝。
　　（3）工业企业的煤场、矿场和渣场未落实遮盖或覆盖，导致堆场扬尘污染严重。
　　（4）由于部分区未认真落实“禁止在主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楼、写字楼和无公共烟道的综合商住
楼新建、扩建产生烟尘、油烟污染的餐饮项目”的规定，导致部分餐饮业油烟污染处理困难，投诉居
高不下，成为主城区的环境突出问题。
　　（三）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　　1.落实较好的措施　　大力贯彻《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和
《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加强机动车排气管理，进一步规范排气年检和路检工作。
主城区新增的出租车、公交大客车均使用清洁能源，强化在用车路检工作，督促排气超标机动车治理
，每年路检车辆超过3.5万辆，路检排气达标率为85％，年检首检排气达标率为92.5％。
　　主城区95％以上的出租车和92％的公交大客车已使用CNG（压缩天然气）车，使重庆市CNG车保
有量达到4万辆，列全国城市之首。
建成加气站62座，淘汰25座及以下冒黑烟客运柴油车3000余辆，3.5万辆化油器轻型汽油车改电控补气
加三元催化器治污，使机动车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
　　2.未落实或落实较差的措施　　（1）实行机动车环保标识管理、实施简易工况法检测在用车排气
和修订《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进度滞后。
　　（2）机动车排气污染的检查／维护制度还不健全。
　　（3）车用汽油中添加有效清除积炭的清净剂未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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