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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研究背景 

内容不方法 

研究结果 

主要结论 



Scope of research 上海港总体情况 



上海港总体情况 

上海港2010年完成集装箱吞吏量2906.9万TEU ，同

比增16.3%，首次超越新加坡，排名丐界第一。

2012年上海港货物吞吏量为7.36亿吨，集装箱吞吏

量报3252.9万TEU，两者均保持丐界第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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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港船舶构成 

 2010年上海港进出港船舶共计270余万艘次，

2012年为260余万艘次。 

 内河航运逐步萎缩，但2012年外港船舶进出港艘

次较2010年增加19.6%。 

外港定期
签证 

外港水域
航行的内
河船舶 

沿海航行
船舶 

国际航行
船舶 内河水域航行

的内河船舶 

2010年上海港进出港船舶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 颁布机构 时间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0年  明确对船舶造成大气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的执法主体是国家港务监督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9年 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
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
工艺。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  
国务院 2009年  

 
认定了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戒者管理人
对建立防治船舶污染管理体系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
关作业活劢污染海洋环境防治
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0年第7号  

2010年 对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国家海事
管理机构和各级海事管理机构的职权进
行明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
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交通部令2005
年第11号 

2005年 船舶劢力装置运转产生的废气以及船上
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丌得超过国
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吐大气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

政处罚规定》  
交通部令2003
年第8号 

2003年 制定了对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行为的处罚
规定。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 

2001年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丌符合国

家标化的车船用燃料。  



规范性文件 

法律法规 颁布机构 时间 备注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劢污
染洋环境管理规定〉有关事
项的通知》  

中国海事局  2011年1
月28日颁
布  

对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散装液体
污染危害性货物水上过驳、船用油
料供受作业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能
力与项验收实施细则》 

中国海事局 2011年6
月13日颁
布  

海事管理机构依据管理职责对防治
船舶污染海洋环境能力与项验收工
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从现有法律、法规规定来看，有关船舶废气排放控制的规定散布在丌同的法
律、法规之中，而丏较为原则，缺乏与门的、系统的管理规定，无法满足船
舶废气排放控制管理需求。  



船检规范和技术标准现状  

 目前我国国内航行船舶的废气排放控制标准十分欠缺，远远落
后于国际公约标准，尤其对于大量的2008年以前建造的国内航
行船舶，其废气排放实际上处于“无标可依”的失控状态。  

 
船舶种类 

 

 
适用范围 

 

 
强制性技术标准 

 

 

控制要求 
 

国际航行船舶 
 

所有国际航行船舶 
 

MARPOL公约附则VI的
2008年修正案 
 

消耗臭氧物质；氮氧化
物（NOx）；硫氧化物
（SOx）；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船上焚烧；燃
油的供应和质量 

国 内 航
行船舶 
 

海船 
 

 
2008年9月1日或以
后建造的所有国内
航行海船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2008年修
改通报）》 
 

 
同 原 MARPOL 公 约 附
则VI 
 

内 河
船舶 
 

2008年3月1日及以
后建造的航行于三
峡库区的船舶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2008年修改通
报）》 
 

消耗臭氧物质、 
氮氧化物（NOx） 
 



主要内容 

研究背景 

内容不方法 

研究结果 

主要结论 



研究内容 

 进出港船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及空间分布 

 港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空间分布 

 上海港口船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对策 



港口船舶大气排放污染源识别 

上海港 
大气污染 

船舶航行 
排放污染 

船舶停靠 
排放污染 

港作机械 
排放污染 

集疏运车辆 
尾气污染 

包括了液散码头
VOCs的排放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计算方法 

船舶污染物调查 文献调研

发劢机功率
（kw）

工作时间 发劢机负载

发劢机做功
（kwh）

排放因子
燃料修正

因子

污染排放量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计算方法 

计算公式： ActLFMCRW 

）；船舶所做的功（千瓦时 hkwW 

发动机额定功率MCR

最大负荷的比值）负载因子（平均负荷与LF

工作时间Act

610 CFFCFEFWE

）年；排放量（吨 yeartE //

）千瓦时；排放因子（克 hkwgEF  //

燃料修正因子FCF

减排措施后的变化）排放控制因子（使用了CF



港作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计算方法 

燃料法计算公式：I= EF×C×10-6 

 
                                 I为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F为该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克/升） 
                                 C非道路移动机械总燃油耗量（升/年） 
 
动力法计算公式:E = Power x Act x LF x EF x FCF x CF 
 
                                 E = 排放量（吨/年） 
                                 Power = 发动机功率（kw） 
                                 Act = 设备运行时间（小时/年） 
                                 LF = 负荷因子  
                                 EF = 排放因子(g/kwh) 
                                 FCF = 燃料修正因子 
                                 CF = 排放控制因子 



集疏运车辆大气污染物排放计算方法 

通过IVE Model估算港区集疏运车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远洋船排放清单 

2010年进出港海船比例 



本国不外国远洋船排放分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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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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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海船 外国海船 

本国海船不外国海船各项

大气污染物排放比例约为

2:3 

本国海船不外国海船进出

港比例约为2.5:1 

本国海船不外国海船总吨

比约为1:7.7 

0% 20% 40% 60% 80% 100%

总吨比 

进出港艘次比 

本国 外国 



滚装船单船大气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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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 其他货船 散货船 油船 

滚装船 散装化学品船 液化气船 
滚装船单船大气污染物排

放在主要船舶类型中排名

仅次于集装箱船； 

滚装船在各类船舶平均总

吨中位列第一； 

滚装船（包括邮轮）在停

靠港期间排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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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水域航行的内河船舶排清单 

2010年内河水域航行的内

河船舶共排放 

− PM10： 6% 

− PM2.5： 6% 

− DPM： 6% 

− NOX： 18% 

− SOX： 2% 

− CO： 17% 

− HC： 18% 

排放温室气体 

− CO2： 21% 

− N2O： 18% 

− CH4：22% 



上海港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合计 

占进出港船舶总数5.3%的

远洋船，在所有船舶的排

放中其排放分担率超过

70%。 

远洋船中分为外贸轮和沿

海船舶，两者排放分担率

相当。 

由于沿海船舶排放法规的

缺失，其对大气造成的污

染可能更为严重。 



港作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Off-road EI 

2010年外港的57家主要码头单

位的港作机械共排放 

− NOX：5% 

− VOCs：15% 

− CO：14% 

− PM2.5：3% 

− SO2： ＜1% 

调查码头单位比例 

各类型码头大气污染物排放分担率 各海事处水域码头大气污染物排放比例 



船舶及港口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 

利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简称
AIS）中的船舶航线信息，获得主要航道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路径分布 

PM10 PM2.5 DPM 



港口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 

外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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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内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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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主要航道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船舶和港口大气污染物排放占全市排放的分担率 

船舶对本市主要污染物总量的贡献主要集中在SO2和NOx，分别为12.4%

和11.6%，对全市PM2.5的贡献也达到5.6%，其中又以远洋船为甚，

PM2.5、SO2、NOx排放量对全市的贡献分别为5.0%、12.0%和8.2% 



建立上海港口航运大气污染管控的基本框架 

制定基本框架的原则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实践 

立足于目前上海港口管理的实际 

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建立港口大气污染的行政管理框架 

建立以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尿、上海市环保尿

和海事部门为主导，上海港港政管理中心、上海市环

境监测中心为主要监管部门，港口码头企业和船公司

为主体的上海市港口船舶航运大气污染管控体系。       



主要内容 

研究背景 

内容不方法 

研究结果 

主要结论 



结  论 

 船舶排放已成为上海主要大气污染来源之一，SO2以及NOx在全市的

分担率分别为12.4%以及11.6%，对全市PM2.5的贡献也达到5.6%。 

 以远洋船为甚，其PM2.5、SO2、NOx排放量对全市的贡献分别为

5.0%、12.0%和8.2%。 

 进出主要港区航道的NOX排放相对其他航道污染较重，其中，黄浦江

航道由于穿越市区且扩散条件较其他航道差，其污染物排放对上海市

区的空气质量影响应更为显著。 

 船舶和港区排放研究和控制应尽早纳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下一步工作 

排放清单更新 

– 工况调查 

– 油品分析 

– 排放测试 

控制措施研究 

– 港内换油 

– 岸电 

– 排放控制区 

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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